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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二孩孕妈诞下巨大儿，母女平安

1122..66斤斤，，这这个个娃娃比比三三个个月月婴婴儿儿还还重重

每每十十个个新新生生儿儿中中就就有有一一个个巨巨婴婴
他们不光会造成产妇难产，出生后还更易得病

本报潍坊2月9日讯（记者
马媛媛 通讯员 朱翠华
仉萍） 6日上午，一名孕妇

在寿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剖
宫产，生下了一名12斤6两重
的女婴，刷新了该院历年新
生儿体重纪录。经检查，这名

“超级宝宝”身体健康，未发现
异常。

5日，寿光市妇幼保健院
收治了一名34岁的二孩孕妇。
这名孕妇的预产期在2月1 4
日，由于第一胎是剖宫产，属
于疤痕子宫，孕妇于2月5日提
前入院待产。医院为孕妇进行
检查后发现，这名孕妇患有妊
娠期糖尿病和妊娠期高血压，
羊水过多，胎儿巨大，于是决
定为其进行剖宫产。

6日上午，医院为孕妇进
行了剖宫产手术，尽管医护人
员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新
生儿诞生后，其巨大的体型
仍然震惊了所有人。医护人
员发现，这个女婴重达12 . 6
斤。参与整台手术的马呈医
生说，宝宝剖出来后，又白又
胖，甚是喜人，看上去比两三
个月的宝宝还要大。据了解，
一般来说，新生儿出生时平均
体重为6斤，5斤到8斤之间算
是宝宝的正常体重，大于等于
8斤，就可以称为巨大儿，而这
个宝宝更是可以称为“超级宝
宝”了。记者了解到，该孕妇自
身体重200斤左右，生的第一
胎仅4斤多。

记者查阅国内外相关报
道发现，该女婴的体重确实比
较重。春节前，湖北襄阳一位
二孩妈妈产下12 . 3斤重的宝
宝，该新生儿就被当地称为

“超级宝宝”；而1月24日，澳大
利亚墨尔本也有一名超级宝
宝降生，体重是12斤。不过，这
两个宝宝都难以和寿光这个
宝宝相比。

寿光市妇幼保健院一名
负责人表示，这名新生儿的体
重刷新了该院历年新生儿体
重纪录，放眼整个潍坊市，恐
怕也很难找出体重超过这数
字的新生儿。近年来，新生巨
大儿数量呈上升趋势，8日，该
院还接生了一名11 . 4斤重的
宝宝。

该院专家说，根据临床经
验，新生儿如果是巨大儿的
话，出生后易发生低血糖、颅
内出血等并发症，严重者可导
致神经方面的后遗症，也为糖
尿病、脂肪肝的形成埋下巨大
隐患。不过，所幸，医护人员为
这名宝宝检查完身体后暂时
没发现什么异样，这让这个超
级宝宝的家人以及医生们都
松了口气。

本报记者 陈晓丽 王小蒙

为生九斤重巨大儿
受了两茬罪

近日，看着怀里已经八个
月大的儿子，德州27岁的张昕

（化名）几乎忘了分娩时经历
的痛苦。为了生下这个9斤重
的巨大儿，张昕受了顺产和剖
宫产两茬罪。

怀孕时，张昕并没有孕吐
之类的特殊反应，胃口一直特
别好。因为一直喜欢吃零食，
身高1 . 63米的她怀孕前体重
就已达130多斤，而怀孕后体
重更是一路增长。“其实怀孕
早期时，体重增长得缓慢一
些。几次产检B超检查还显示，
胎儿发育偏慢。后来担心让孩
子受苦，婆婆每天都想办法做
很多有营养的饭菜，并且一直
劝说再多吃一点。”张昕说，到
孕37周零4天的时候，她挺着
巨大的肚子去产检，宫高已经
达到了40厘米。而她的体重已

经接近180斤，医生直接为她
开出了住院通知单，表示胎儿
过大，必须剖宫产。

不过，张昕打心眼里不愿
意手术。“为了能自然分娩，从
那时开始我就拼命控制饮食，
正常三餐都不敢多吃，饿了就
吃番茄黄瓜玉米之类的，体重
还是长了好多。”

一直坚持到孕期38周以
后，再检查时发现胎儿已经入
盆，但是因为体型巨大，依然
牢牢占据在张昕胃部。“每天
睡觉时都遭受着烧心的折磨，
只要坐下来就能感觉到宝宝
的屁股顶着我的肋骨，真是苦
不堪言。”张昕说，由于饮食控
制得太晚，体重并没减下来。

到孕期40周时，张昕终于
等来了阵痛，这时她体重已经
增加了接近60斤。一心想顺产
的她，忍着阵痛坚持了两天两
夜。“中途医生给注射了好几
次催产素，都没有太大的反
应，当宫口开到九分时，胎心
监测发现胎儿心跳已经高达
280，再不剖宫产就危险了，最
后孩子整整9斤。”张昕说，要
不是孩子太大不好生，或许她
就不用受这两茬罪了。

去年济南超级宝宝
或高达上万人

“巨大儿在医学角度上来
讲是高危儿。”山东省交通医
院大内科主任王磌表示，在上
个世纪80年代巨大儿发生率
仅为3%左右，随着近年来经
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
越来越高，新生儿的出生平均
体重开始增加，巨大儿的发生
率也不断上升，到本世纪初已
经达到7%-8%。特别是东部沿
海地区已经达到10%，个别医
院甚至能达到12 . 5%。

在产科从业20多年来，济
南市第五人民医院产科主任
多晓玲就眼见着新生儿体重
逐年增大。她说，“以前出生的
孩子多在五六斤，七斤以上的
都很少见，现在超过八斤的孩
子越来越多见。”省千佛山医
院超声诊疗科主任医师曲素
慧也发现，“偏大儿”要比“偏
小儿”更常见，可占到所有胎
儿的两成左右。“十个里能有
两三个是偏大的，至少偏大一
两周，有的甚至偏大3周。”

9日，记者从济南市卫计
委了解到，2016年济南市共出
生12 . 6万人。而按照巨大儿发
生率10%来算的话，巨大儿数
量高达1 . 26万人。

巨大儿分娩时
容易造成“肩难产”

“一般情况来说，如果胎
儿大于9斤，我们不建议产妇
自然分娩，患孕期合并糖尿病
时，超过8斤通常就会进行剖
宫产。”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
科副主任医师韩爱卿表示，实
施剖宫产手术，产妇就要承担
可能的伤口感染、腹腔粘连、
子宫内膜异位等手术风险。而
剖宫产的新生儿因未经产道
挤压，身体抵抗力相对偏低，
肺部的并发症明显高于顺产
分娩者。

“正常体重的胎儿，整个身
体中头围最大，自然分娩时，一
旦头部娩出，身体也就跟着自
然分娩出来。”韩爱卿解释道，
但是巨大儿躯干增长往往比头
部更快，分娩时肩部容易卡住，
造成“肩难产”。韩爱卿表示，如
果肩难产处理不当，对于产妇
来说，一方面，胎儿过大会导致
分娩过程中阴道过度伸张或撕
裂，从而造成子宫脱垂，严重者

甚至会发生子宫和膀胱破裂。
另一方面，产程的延长、子宫收
缩不良还可能造成产后大出血
甚至死亡。

“对于新生儿来说，肩难
产时肩部容易卡住，常常需要
手术助产，容易造成新生儿臂
丛神经损伤、锁骨骨折、新生
儿宫内窘迫、颅内出血等并发
症。”韩爱卿说道，严重的会导
致终生残疾、脑瘫，甚至死亡。
此外，多晓玲也强调，“巨大儿
还会出现一些胎源性疾病，例
如孩子遗传了肥胖基因，会导
致过早出现代谢性疾病，像高
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严重
的还会影响孩子智力发育和
性功能。”

孕期体重增加25斤
是最理想状态

韩爱卿表示，巨大胎儿的
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孕
妇肥胖、妊娠合并糖尿病、父
母身材高大、高龄产妇、有巨
大胎儿分娩史等。“随着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因为营
养过剩导致巨大胎儿的孕妇
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因此，预
防巨大儿的最佳办法就是控
制孕期体重。韩爱卿认为，孕
妇整个孕期体重增加25斤左
右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身材
瘦小或肥胖的女性可更少。

同时，如果孕妇患有糖尿
病，血糖没有很好地控制，胎
儿始终处于高糖的环境中，也
会使胎儿过大。因此，糖尿病
患者最好在血糖控制稳定以
后再怀孕。此外，专家表示，孕
妇应适度参加活动，如果没有
特殊情况，可以做些简单的家
务、散步等轻松的运动，每天
坚持一小时左右，不要整天坐
着和躺着。

生活中，听说谁家生了“大胖小子”或“大胖丫头”，大部分人都艳羡不已。然而事实上，新生儿并
不是越大越好。巨大儿不仅不利于分娩，同时还会对产妇的健康和孩子的未来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专家表示，新生儿体重控制在6-7斤最为理想。

在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大量孕妇在门诊大厅等待就诊。本报记者 陈晓丽 摄

6日，一名体重200斤的女子在寿光市妇幼保健院剖宫产生下一个重达12 . 6斤的女婴。（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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