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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说到助产士，都以为只是接
生，然而事实远不止那么简单。产妇
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羊水栓塞、
胎儿呼吸窘迫等分娩意外，助产士被
孕产妇呕吐物、羊水等喷溅一身也是
经常的事。有时，助产士们不得不面
对更严重的意外：胎盘早剥、脐带脱
垂等引发新生儿窒息的“险情”。

“脐带掉出来了！”产房内，意外
突然发生，一名助产士大声呼叫。所
有人都紧张地聚集过来。脐带脱垂，
这是生产过程中极为凶险的一种突
发情况。脐带先于胎儿娩出，会造成
胎儿缺氧窒息，严重危害胎儿安全。
在发现脐带脱垂时，留给医务人员的
时间只能以秒计！多耽误一秒钟，胎
儿便增加一份风险。这一句呼叫就
好像集结号一般令所有人如同上了
弦的箭。

正在忙碌的助产士们赶到后立

即默契分工：通知麻醉、准备手术室、
备皮、紧急术前谈话，短短一分钟内，
各种准备全部完成，产妇也被推往手
术室，应急消毒铺巾后，麻醉也已见
效，划皮、拉开、胎儿娩出一气呵成，
此时，离发现脐带脱垂不到5分钟！
助产士闵辉告诉记者，遇到脐带脱
垂，一分一秒都是在与死神搏斗，这
个时候，一个训练有素、合作默契的
团队显得尤其重要。

“产科工作节奏快，工作压力大，
需要体力和脑力的高强度运转。”助产
士高华说，助产士的工作没有规律，因
为生孩子不能等，她们基本24小时不
能关机，晚上在家冲凉时也要把手机
放在旁边，因为经常在晚上或半夜被
叫回医院接生。除了接生，平时她们
要做的是培养准妈妈自然分娩的信
心，很多准妈妈对于自然分娩很恐惧，
所以她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宣教。

红房子90后助产士：喜欢孩子嘹亮的哭声 喜欢新妈妈幸福的笑脸

用爱用真情擎起两条生命的重托
助产士，迎接新生命第一声啼哭的白衣天使。在

给予产妇信心的同时，一手擎起两条生命的重托。她
们是幸福的，然而和幸福同行的也有风险和意外。

“我喜欢这份工作，听到孩子哇哇大哭的那一瞬间，所
有的委屈和辛苦都烟消云散。”90后助产士罗曌琼说。

5月5日，国际助产士日即将来临，记者昨天来到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又称红房子妇产科医院）

“助产士”的身边，他们的存在或许只有一部分人知
道，但是他们却有着“妈妈的导师、宝宝的摇篮”的美
誉。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助产士这份工作很辛苦，因为每

天接触的孕产妇都不一样，助产士们

或多或少受过一些委屈。

助产士陆瀛豪告诉记者，在帮助产

妇分娩的过程中，助产士被产妇抓伤或

者踢到等这些“小伤”是常有的事情。

不久前，一位产妇因为受不了疼痛，狠

狠地推了助产士一把，而助产士仍从容

应对，一丝不苟继续坚持帮她接生，直

到把产妇和新生儿安全送出产房。常

常有产妇分娩后，离开产房前会和她们

说“对不起，刚才是因为太疼了，所以态

度不好”。辛苦和委屈，改变不了助产

士们一心为孕产妇提供优质服务的初

衷，让每一个新生命平安、健康降临，是

她们最大的心愿。

工作十多年，闵辉从来没有想过

要转行，“看着一家人抱着孩子高高

兴兴地出院，我心里都会觉得很幸

福。”闵辉说，每位产妇生孩子就像在

鬼门关走一趟，产后大出血、新生儿

窒息、抽搐难产等各种意外，她们都

遇到过。有一次，助产士刚为一位产

妇接生完，产妇就出现了口吐白沫、

抽搐等症状，经过医护合力抢救，产

妇逐步恢复意识，并停止抽搐。一周

后，当这位产妇健康出院时，特地到

产房来感谢。“那一瞬间，我很感动，

也坚定了我要继续做助产士的决

心。”不久前，闵辉作为上海首位助产

士前往埃塞俄比亚应用高仿真模拟

教学对当地助产士进行助产技术的

规范培训，让非洲妇女获得了最直接

的健康受益。

“助产士工作强度大、压力大、没

有节假日，如果不是因为这份初心，

我们可以有一百个理由辞职不干，但

能坚守到现在，是因为我们真的喜欢

这份工作，希望每一天都听到孩子嘹

亮悦耳的哭声！”红房子的助产士们

笑着说。随着二孩政策的开放，大家

对于助产士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和了解，这个行业在人们的眼中也越

发温暖和神圣。

助产士，是全程陪伴和照顾产妇
的医护人员，她们为产妇提供连续性
照顾的医疗服务，不仅要有精湛的接
生技术及产后护理技能，更要给予产
妇心理和情绪的抚慰。

“深吸一口气，用力，再用力，宝
宝快出来了！换气，再用力，看见宝
宝头了……出来啦！是个漂亮男
孩！”上午9时左右，助产士闵辉正在
为一名产妇接生，她已经陪伴了这位
产妇10多个小时。上午9点30分，
产妇宫口全开，闵辉指导产妇正确用
力；10点21分宝宝娩出。

闵辉小心地清理新生儿呼吸道，
麻利地剪断脐带，做好脐带护理，测
量体重、身长；然后动作轻柔地把宝
宝交给台下的另一个助产士，擦拭干
净、穿好衣服。接产结束，闵辉认真
地收拾器械，产妇继续留在产房观察
2小时。

闵辉告诉记者，他们一方面要
减少产妇顺产过程中的疼痛；另一
方面，需要在产妇分娩过程中，观
察产程到了哪一步，告诉孕妇下一
步要怎么做。当产妇感到焦虑抑郁

的时候，还要会安慰、开导、鼓励她
们，给予更多的专业的关爱、支持
与帮助。一次接生看似简单，其实
有很多事要做，有的产妇阵痛一天
多才生，助产士就要在待产室陪产
妇一天。她们的身份不仅仅是助产
士，更多时候要把产妇当成家人来
陪伴。

产房内，大家常开玩笑说，每次
接生，无论对产妇还是对助产士，都
是一场激烈的“战争”。“打仗”是每位
助产士工作常态（红房子医院分娩室
共有 5 个班组，5 人一个班，随时待
命）。赶上生育高峰时，一个小组8
小时班内要接生十多个新生儿，“常
常是这台刚接生完，就要‘跳’到另一
台去，”闵辉说。

几年前，闵辉曾经大着7个多月
的肚子为产妇接生。“当时只是觉得
大家工作都忙，如果我请假了，其他
助产士就要加班。”闵辉说，还好助产
士工作服很大，所以即使大着肚子，
也不是很明显。因为当时自己也是
名孕妇，所以为产妇们接生的时候，
大家都很配合自己。

“加油，再用力，肯定可以，”这
是助产士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话语
除了亲切、真诚外，还多了一份坚
定。助产士的工作细微而繁琐。整
个产程中，她们始终陪伴产妇左右，
密切观察其生命体征、心理状态、胎
儿情况，还要耐心解答产妇和家属
关心的问题。她们熟悉产程的每一
种变化，甚至产妇的每一个表情和
反应。

1992年出生的助产士罗曌琼目
前正在红房子医院接受规范化培训，
今年是规培的第三年。谈到这份工
作，罗曌琼胖胖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幸
福的表情，“我喜欢这份工作，喜欢看
到新妈妈幸福的笑脸。”罗曌琼是个
开朗的女孩，她说她的特长就是聊
天。在产房里，她总是能找到和各色
产妇聊上天的话题，快速和产妇建立
取得信任的沟通。罗曌琼说，“听了
那么多次新生儿的哭声，但是每次听
还是会很感动，新生儿的哭声是世上
最美的声音。”罗曌琼说，产妇面临
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上的不安，而助
产士的一句安抚和鼓励，都能传递力

量和勇气。她喜欢这份工作，听到孩
子哇哇大哭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委屈
和辛苦都烟消云散。

在红房子的产房，助产士们也
会遇到情况比较特殊的产妇，如聋
哑人、智障人士等，对待他们助产士
们会格外地关注，并给予更多的耐
心。罗曌琼和她的伙伴们就曾遇到
过这样的产妇。当时这名产妇是聋
哑人，在接生的过程中他们就使用
写纸条加肢体语言的方式。“我们准
备接生了，你要和我们配合，手抓好
杆，不要碰布！”“不能并腿，腿张开，
并腿会夹住宝宝，宝宝会骨折！”“宝
宝快出来了，加油！”罗曌琼说，他
们把想要对她说的话都一句一句写
下来给产妇看，一点一点地顺利完
成了生产。

助产士觉得，除了有耐心外，还
要掌握和产妇沟通的技巧，有些时候
甚至需要运用一些善意的谎言，如

“我们看到孩子的头发了”“孩子马上
就要出来了”，这些话对顺产来说，就
是一针“催产素”。保持信心显得尤
为重要。

每次接生，都是一场激烈的“战争”

孩子的哭声让委屈和辛苦烟消云散

全神贯注面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

再累，却没想过转行
最爱听新生儿第一声啼哭

红房子助产士团队。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