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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的“无痛”分娩，在
医学上被称为分娩镇痛。国务院
办公厅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快完
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
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
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指导各地将
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技
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分娩
镇痛普及率在逐步提高，但部
分地区应用比例依然偏低。

多地加大力度
推广“无痛”分娩

“用了‘无痛’分娩后，虽
然还是能感受到一点疼痛，
但生产过程中确实轻松多
了。”不久前刚生完二胎的成
都市民秦女士告诉记者，8年
前生头胎时没用“无痛”分
娩，疼了一天一夜。“这次感
觉好多了，没那么受罪。”

“分娩镇痛是通过麻醉
医师在产妇腰椎脊髓的硬膜
外注射麻药，缓解其生产疼
痛，相当于起到神经阻滞的
作用。”吉林省妇幼保健院麻
醉科主任陈丽说，“这项技术
十分成熟，其安全性和有效
性已经经过大量实践验证。”

近年来，相关部门出台
多个文件推广分娩镇痛。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
布《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
工作的通知》，之后确定了
900多家医院作为第一批国
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
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
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
导意见》，提出“扩大分娩镇
痛试点，规范相关诊疗行为，
提升分娩镇痛水平”。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
医院产科医生夏伟说，从所
在医院来看，通过大力宣传、
完善配套，分娩镇痛接受度
较高。

但我国不同地区分娩镇
痛的开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部
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和县级以
下医疗机构分娩镇痛率较低。记
者在中部地区某地级市采访发
现，2023年，当地不同医疗机构的
分娩镇痛率从12%到47%不等，
平均在30%左右。

推广仍面临
三大难题

业内专家表示，分娩镇痛推
广还面临认知不足、麻醉医生短
缺、费用门槛高三个难题。

不久前，武汉市民李女士预
产期在即，她决定选择“无痛”分
娩，却遭到家里老人的反对，担心
往身体里注射麻药会伤到孩子。

“还好老公坚定地站在我这边，支

持我的决定，不然还不知道得多
受多少苦。”李女士说。

对分娩镇痛心存疑虑的人不
在少数。“会不会对宝宝智力有影
响”“会不会引发产后腰痛”“会不
会增加产程”“用了真的一点都不
疼吗”……多位医生表示，临床中

经常有人询问此类问题。
“有些人习惯在网上找攻

略，但网上有不少说法缺乏科
学依据，容易误导人。”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周志强说，
我国分娩镇痛技术已经十分
成熟，最常用、最安全的是椎
管内镇痛中的硬膜外麻醉，能
够帮助大多数产妇减轻60%
至90%的疼痛。大量案例证
实，使用的药物对产妇和新生
儿几乎没有影响。

“通常分娩镇痛使用的
药物浓度及剂量，是剖宫产
麻醉的1/10到1/5，产妇生产
后也可以进行母乳喂养。”吉
林大学第二医院妇科主任许
天敏说。

不少医护人员坦言，分
娩镇痛的麻醉过程需要麻醉
师陪伴，但我国麻醉师人数
偏少，尤其是综合医院手术
量很大，麻醉师往往分身乏
术。有的县级医院因为麻醉
医生数量少，也较少向产妇
推广分娩镇痛。

另外，费用也是阻碍一些
家庭选择分娩镇痛的原因。

加快政策落地
加大推广力度

今年，国家医保局印发
《产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
项指南（试行）》，将“分娩镇
痛”“导乐分娩”“亲情陪产”等
项目单独立项，鼓励医疗机构
积极开展分娩镇痛等服务。部
分地区已将分娩镇痛相关费
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国办发文指导各地将适
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

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这
对于推广分娩镇痛是一个重大的
利好消息，希望各地能加快落地、
细化完善、宣传推广。”陈丽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产科常务副主任乌剑
利等人建议，通过系统化培训，提
升麻醉医生技术水平，如组织一
些医院进行麻醉经验分享，重点
讲解急难危重情况的处理，打消
基层医院对开展分娩镇痛的顾虑
和胆怯。

陈丽建议，除了国家相关主
管部门官方的宣传手段外，可以
在适龄人群中利用新媒体手段，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特别是在孕
检人群中增加相关科普内容的推
送讲解，提升知晓度。

据新华社

记者3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
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信用
体系建设决策部署，正加快推进
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

（以下简称“统一平台”）开发建
设，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
初上线，全面支撑高效办成信用
修复“一件事”。

统一平台建成后，将充分发
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在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归集公示
方面的优势，为经营主体提供违
法失信信息查询、信用修复申请
服务。

经营主体只需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首页的电

子营业执照登录统一平台，即
可一键获取行政处罚、经营异
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
违法失信信息，全方位了解自
身信用状况。

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公示
的各类违法失信信息，经营主体
均可一键申请信用修复，通过跨

省数据传输通道，实现异地信用
修复，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提高信用修复效率。

其他部门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依法公示的行政处罚
等违法失信信息，也会在统一平
台设置弹窗提醒，一键告知经营
主体信用修复的渠道，助力经营

主体信用修复。
统一平台的开发建设有利于

进一步优化信用修复机制，为经
营主体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信用
修复服务，将对鼓励经营主体信
用修复、推进高质量发展发挥积
极作用。

据央视

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上线

经营主体信用修复可“一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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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13时56分，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以下简称“长三乙”）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通信技术试验
卫星十三号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
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
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
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49次
飞行。至此，长三乙实现了我国首个
单一型号100次宇航发射，创造了我
国运载火箭发展历程中又一个“百
发”纪录。

发射成功率达到98 . 6%

长三乙自1996年首飞到完成100
次发射共历时28年，是我国宇航发射
次数最多的单一型号，发射成功率达
到98 . 6%。“按百分制计算，它也算是
得了98分的‘优等生’，按国内或者国
际标准来看，它都是不错的‘金牌火
箭’。”长三甲系列火箭首任总指挥兼
总设计师龙乐豪表示。

“自2011年开始，长三乙火箭平
均每年要发射约7次，其中高峰时期
每年发射8—11次。”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金志强介绍，针对高密度发射任务
形势需要，研制团队提出了组批生产
管理模式，通过系统综合试验、火箭
总装和出厂测试并行开展，实施滚动
出厂发射，实现流水线式柔性作业的
运载火箭批生产，在任务高峰期基本
能做到2—3发火箭在发射场接力发
射的流水线作业，达到年发射14发火
箭的能力水平。

作为我国主力高轨道运载火箭，
长三乙与我国嫦娥工程、北斗卫星、
通信卫星等重大工程任务紧密相连。
自2000年10月发射我国第一颗北斗
导航试验卫星起，至2024年9月，长三
乙与长三甲、长三丙共同构成的长三

甲系列火箭，成功护送64颗北斗导航
卫星升空，发射成功率达100%。2013
年和2018年，长三乙先后将嫦娥三号
和嫦娥四号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

此外，长三乙还承担了多个国际
和国内的通信卫星发射任务，如委星
1号、巴星1R、尼星1R、亚太七号、中
星十一号、中星十二号等。这些发射
任务的成功，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其他
国家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也提升了中
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长三乙有哪些亮点？

长三乙缘何能创“百发”纪录？龙
乐豪介绍，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是一
款适应性很强的运载火箭，其运载能
力可以覆盖世界绝大多数应用卫星
的质量，使得它可以兼顾国际商业发
射和国家重大工程任务。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可以用于超同步转移轨道
或低倾角同步转移轨道发射，以及深
空探测器发射，还可以在飞行过程中
实现侧向机动变轨、多次起旋、消旋、
定向等，这也是其能成为我国宇航发
射次数最多的单一型号火箭的原因。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研制进展
如何？龙乐豪表示，目前，我国新一代
载人运载火箭——— 长征十号系列运
载火箭研制工作正有序推进。新一代
载人运载火箭是为发射新一代载人
飞船和着陆器而全新研制的高可靠、
高安全载人运载火箭，未来能将我国
奔月轨道运载能力由8 . 2吨提升至
27吨，填补我国载人登月能力空白。

这一火箭具有安全可靠、性能先
进、流程创新、扩展灵活等特点，并且
以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为基础，可以
发展近地空间站载人和载货等系列
化衍生构型，推进我国载人运载火箭
升级换代，满足空间站运营任务及各
种应用卫星发射需求。

据新华社、光明日报

33日日1133时时5566分分，，长长征征三三号号乙乙运运载载火火箭箭成成功功将将通通信信技技术术试试验验卫卫星星十十三三号号发发射射升升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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