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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奇了怪，我们一起跑的人都没事，只有他这样，

还不止一次。”将年轻男子送医院的同伴百思不得其解。

几天前，浙江省人民医院成功抢救了一位跑步发生过敏

性休克的小伙子。据悉，这个小伙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

的情况，而且每次都在跑步路经某一路段时发生意外。医

生分析，可能与这一路段存在的过敏原有关。

小伙子才20岁出头，傍晚送入医院时，全身红斑风团，面

部、眼睑肿胀，医生诊断为荨麻疹。此时，小伙血压仅 73/50

毫米汞柱，且视物模糊，发生过敏性休克症状。

一起来的朋友告诉皮肤科值班医生徐丹枫，同伴之前查

过过敏原，对苋菜过敏，但今天没吃苋菜啊？奇怪的是，当天

走路时没有什么，但没跑多久让人匪夷所思的状况发生了：他

全身多发红斑，伴有瘙痒，停下跑步不一会情况加重，觉得喘

不上气，头晕脚软。

经过一系列抗过敏治疗外加充分补液，小伙子情况迅速好

转，血压正常，红斑风团褪去，意识逐渐清晰，视力恢复，只剩下

手部稍有麻木。当晚11点，小伙子已活蹦乱跳，要求出院。

徐丹枫仔细询问得知，小伙子今年上半年也曾发作过两

次，同样也是在跑步的时候，在同样的地点，都在急诊处理后

好转。而一起跑步的小伙伴却均无事。

徐医生分析，小伙子出现过敏性休克，很可能是外界某些

物质进入人体，诱发了严重的全身过敏性反应。由于其过敏

只在特定的地点发作，很可能患者只对该地的环境“敏感”，比

如对该地的某种物质存在过敏，因没有到现场进行详细了解

与检测，目前更具体的过敏物质很难准确定位出来。为何他

平时走路经过此路段不发作，而跑步时发作呢？医生认为与

跑步时呼吸频率加快，吸入过敏原浓度大大增加，才致发病。

医生提醒，秋天是易过敏季节，对于经常过敏，以前有发

作过过敏性皮炎或者荨麻疹的，一定要严格避开过敏原，同时

建议可做过敏原筛查，远离容易过敏的食物或者环境物质；即

使以前不是过敏体质的人，也要避开食用不常作为食物的野

味或者海鲜，以免增加过敏的可能。

本报通讯员 宋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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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中秋节，小王和丈夫小张（均为化名）一起回老家和家人团聚。这一次回家，和以往

的感受大不相同：以前老人都尽量避开孩子的话题，而这次，他们提前准备了许多小孩子用的东

西，尽管他/她还只是妈妈肚子里三个月不到的胚胎。

没有人比小王更能体会腹中胎儿的来之不易：丈夫做了一次睾丸活检取精手术，自己做了

七次取卵手术，最后试管授精形成的三个胚胎中，只有一个正常，被植入体内⋯⋯

1978 年 7 月 25 日，世界上第一个体外受精的婴儿露易丝·布朗在英国出生，成为人类生

殖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四十年来，试管婴儿技术迈过了三道坎。浙大妇院的医生开玩笑

说，以试管婴儿为代表的辅助生育所有的技术都在这对夫妻身上用了一遍。

试管婴儿技术40年迈过三道坎，我国一年有31万不孕不育夫妻迎来自己的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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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查出丈夫无精
后又发现妻子染色体异常

2016 年 4 月，结婚已经一年半的小王、

小张夫妇一直没能怀上宝宝。医生告诉他

们，丈夫患有无精症，很难生育。小张当时就

懵了，他觉得自己身强力壮、青春正盛，怎么

可能会有问题？

无精症在男性不育中约占 10%的比例，

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变大，临床上无精症就

诊的患者也逐年提高。

回家后，小王明显感到丈夫心情压抑。

小张的妈妈劝他们，两个人都只有二十七八

岁，儿子又特别喜欢孩子，不如再去其他医院

看一看，试一下试管婴儿。

2017 年 4 月，距离上次检查正好一年时

间，夫妻俩来到浙大妇院生殖内分泌科就诊。

小张的检查结果和之前无异，被诊断为梗

阻性无精症，医生建议尝试附睾显微取精。但

这一次，小王被查出了新问题：性染色体存在异

常，导致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卵巢功能不好。

小王说，她的姐姐、弟弟生孩子都很顺利，

所以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生育上会有问题，

一下子就体会到丈夫一年前自责又无法接受

的心情了。当时他们也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

一年将会共同经历这么多考验。

半年取卵7次
只培育出一个染色体正常胚胎

第一关，是找一个认真、负责的医生，夫

妻俩最后选择了浙大妇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

朱依敏教授。朱主任为他们制定了一个最佳的

治疗方案。

丈夫的治疗手段比较明确，6月20日小张做

了“左侧附睾切开显微取精术”，很幸运，镜检

提示可见1处活动精子，马上就冷冻了2管精液。

但小王的促排方案，几经修改，最后确定

为微刺激方案促排方法。一般人用上促排卵

药物后，一次能取 8~15 颗卵子，但她的卵巢

功能不好，不得不多次取卵，她为此辞掉了工

作，全力配合治疗。

“第一次是 11 月 13 日，第二次是 12 月 6

日，第三次⋯⋯”最后，小王一共取了七次卵，

冷冻了 6 颗卵子。每一次取卵的日期，她都

牢牢记在脑子里。

前面两次取卵，医生给她用了麻药。考

虑到后面还要取很多次，她担心对自己和将

来的宝宝不好，主动提出来不用麻药。因为

她每次取卵数量少，时间短，医生觉得不上麻

药问题不大，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所以，孩子还没有出生，小王就已经体验

了 5 次难以描述的疼痛，“酸酸胀胀的，不是

那种刀割的疼，有点像痛经，但痛的程度比痛

经严重得多。”

2018 年 7 月，第 7 次取卵，获得 2 个卵

子。前面冷冻的6个卵子和丈夫的精子一起

被解冻，形成了 3 个胚胎。因为小王的性染

色体异常，所以他们做的是最先进的胚胎着

床前遗传学诊断技术（PGD），可以对培育形

成的胚胎/囊胚进行检测。

检测之后，只有一个胚胎的染色体正常，

被移入小王的子宫，成功怀孕。

今年，随着露易丝度过四十周岁的生日，

以体外受精/试管婴儿为代表的辅助生殖技

术也迈入了不惑之年。将露易丝带到这个世

界，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的科学家罗伯特·
爱德华兹因“在试管受精技术方面的发展”被

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2010年）。

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为世界上无法自

然生育的夫妻实现了为人父母的愿望。根据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 2016 年出生人口

1723万人，其中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人

口超过31万，约占1.7%。

试管婴儿技术从开始至今，已经历经了

许多的更新换代——

1、常规的试管婴儿技术（IVF）：有效解

决了女性因素导致的不孕问题，如输卵管、内

分泌、宫腔问题等；

2、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ICSI）：

解决了由于男性精子原因导致的不育问题；

3、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技术（PGD）：

进一步突破，改善了染色体、基因有问题人群

的生育问题，选择健康胚胎移植，防止了遗传

病的传递。

上个周末，第四届辅助生殖质量控制学

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国内生殖医学专家关

注的焦点是“出生健康子代”。

2002年，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协会将双

胎视为试管婴儿技术的并发症，不利于母亲

和孩子的健康。

如何有效减少多胎妊娠、降低母婴健康

风险、促进人口质量提高，是整个辅助生殖行

业和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

生得出，还得生得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