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怀孕了，会以什么方式得知？一般

人的回答可能是，这个月的例假推迟了很久

不来，因为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所以去检查一

下，发现怀孕了。

但是对于阿芳来说，她知道自己怀孕的

方式，令人有些啼笑皆非——她是发现自己

有了胎动，才想到可能怀孕的。

而她自然怀孕的年龄，是46岁。

月经不来，还以为是“年纪大了”

这事情，还要从今年 2 月说起。阿芳和

老公都在宁波打工，夫妻俩在 1997 年和

1999 年先后生下儿子和女儿。老二生好一

年多，阿芳就用了节育环避孕。6 年前取了

环，她就没有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那时候

的阿芳已经是40岁左右，她觉得自己年龄大

了，应该不会怀孕了。

就这么过了几年平安无事的生活，今年

初，阿芳的例假就“消失”了。连续几个月没

来大姨妈，阿芳也没当回事，没想到又过了几

个月，肚子里竟然感觉有东西开始动了！阿

芳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怀孕了。已经46岁

的阿芳和已经56岁的阿芳老公，当然是没计

划要再怀孕生子，但是根据推测，肚子里的宝

宝已经有四个多月了，阿芳又舍不得打掉这

个孩子。于是，这个孩子就被留了下来。

说是留下来，但阿芳在这之后也没去做过

任何产检，就让宝宝在肚子里“自由生长”。就

在昨天，阿芳突然破水，被急诊送进浙大妇院。

阿芳的宝宝是足先露的臀位，顺产的难

度非常大，极有可能发生脐带脱垂，身体出

来，头卡住的“后出头困难”。

而且，由于从来没有做过产检，医生对宫

内宝宝的情况也没办法全面掌握。已经 46

岁的超高龄产妇，出现子痫、死胎等极危险情

况的可能性也会提高。

由于阿芳之前已经生过两个孩子，而且这

次宫口已经开全，所以医生考虑还是给她顺

产。经过努力，阿芳还是比较幸运的，宝宝出生

时候根据推算是35周，体重2700g，评分很好。

“但是阿芳还是发生了产后出血，而且还

不知道宝宝的身体会不会有其他的结构性问

题。”浙大妇院产七科医生翁若鹏说。尽管结

果看来是让人松了口气，但是翁医生说，这种

“孕期碰运气”的做法，是万万不可效仿的。

不止一个，怀孕之后还蒙在鼓里

“像阿芳这样的产妇，在浙大妇院可不算

罕见。”翁若鹏说，一些女性过了 45 岁，就想

当然地觉得自己的生育力下降了，没那么容

易怀孕，所以避孕上也不太注意。”但是生育

力下降，不等于就不会怀孕。

产七科主任杨小福说，像阿芳这样的产

妇不止一个。去年有一个47岁的产妇，一直

以为自己是月经不调，也是到30周胎动明显

才想着去检查，结果发现是怀孕了。而她本

该在30周之前做的产检，全部都错过了。

还有一位47岁的女性更夸张，因为月经

不好，她一直断断续续找“中医”调理，结果怀

孕了也不知道，还以为是长了个“会动的肿

瘤”。结果临盆了才发现，赶紧到浙大妇院来

看，只好紧急为她处理，把她自己、也把医生

和家属都吓得不轻。

“对于月经的重视，在真正绝经之前都不

能放松。”杨小福主任医师提醒：

首先，对于 45 岁到 50 岁之间的女性，月

经如果不是太好，又以为自己快要绝经，就会

不重视“怀孕”的可能性，导致有些人孕周比较

大了才发现不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也要对

自己的身体负责，月经不来要及时检查。如果

有过同房行为，首先要排除是不是怀孕了。”

其次，杨小福还提醒，超过 45 岁的高龄

产妇，生育的风险更高，可能发生的意外更

多，所以更加需要规范的产检。这既是对宝

宝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都有它的意义，不

管是计划之中还是意料之外，都请认真对待。

来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

院”微信公众号

肚子里有个会动的“肿瘤”？
女性45岁后也要注意这种“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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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不吃，晚上大补，零食替代正餐充

饥，是很多当下年轻人的日常。久而久之，

“十胃九病”，反酸、烧心、嗳气都找上门了，碰

上心情不好、压力大，胃，就更难了。

于是，“朋克养生”选手就又上线了。提

起“养胃”，随口就能讲出几个“养胃食物”：白

粥、小米粥、馒头⋯⋯

那么，问题来了：
胃，到底该怎么“养”呢？

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胃，没那么

容易养。首先，医学上并不存在“养胃”的明

确概念。胃黏膜有强大的再生能力，但并不是

可以无限使用的。一旦胃黏膜开始萎缩，胃的

病变就不再可逆。任何的药物治疗、食物保

养，能做到的只是减缓或避免情况继续恶

化。对于这种不可逆的病变，最好的方式就

是及时看医生，而不是将希望寄于某种食物。

第二，胃，没那么容易伤。不过也不用过

于惊慌，胃十分强悍，它有多种方法可以保护

自己。胃的形状很像古时用的水袋，其中，上

部分负责容纳食物，中间部分负责搅拌，下部

分负责输出。这些复杂的协调运动正是依靠

胃的平滑肌，贴在平滑肌内侧的就是胃粘

膜。胃粘膜的上皮细胞能够频繁更新，一旦

被伤害，就会有大量的新细胞前来“补位”。

并且，胃粘膜可以通过丰富的血流把有害物

质带走，同时分泌大量粘液来保护自己。

胃还可以通过蠕动将食物高效地运送到

小肠里面，如果“察觉”到是有害的刺激性物

质，胃就可以立刻刺激大脑，让人体将其吐出

去。

所以，只要胃还能够正常运作，一般都可

以快速修复。

关键问题来了，敲黑板！！！
如何保护我们的胃？

第一，定时定量。这是老生常谈的建

议。每日三餐定时，到了规定时间，不管肚子

饿还是不饿都应主动进食避免过饥或过饱，

使胃坚持有规律的活动。每餐还应坚持食量

适度，别吃太饱，也别吃太少。

第二，温度合适。饮食的温度应以“不烫

不凉”为度，“趁热吃”是不对的。否则，过烫

过冷的食物进入胃部之后，都会刺激胃黏膜，

引发不适甚至胃病。

第三，细嚼慢咽，话不要多。古人说过

“食不言、寝不语”，边吃边说，不仅没礼貌，还

会随食物咽下更多的气体，气体越多，越容易

有嗳气等消化不良的表现。

对食物充分咀嚼，使食物尽可能变“细”，

以减轻胃的工作负担。咀嚼的次数愈多，随

之分泌的唾液也愈多，对胃黏膜有维护作用。

第四，清淡饮食，酒别多喝。高盐食物不

仅增加高血压风险，也会损伤胃黏膜。偶然

的损伤可以快速修复，但如果一直是高盐饮

食，这种损伤就是持续性的。

另外，“重口味”的代表——咸菜和烧烤，

还会增加胃癌的发病风险。

酒精含量在 20°以上，每小时饮用超过

100ml，就可对胃黏膜造成疯狂“攻击”。不

想喝成“胃出血”“胃穿孔”，就避免饮用高浓

度酒，当然，能不饮酒就最好了。

第五，放松、放松、再放松。胃肠道是人

类最大的“情绪器官”，人的消化功能会随着

情绪波动而出现“情绪化”的反应。一旦精神

压力过大，可能会导致食欲降低、胃痛、胀气、

口干舌燥，或者暴饮暴食等情况。

第六，注意饮食安全。幽门螺杆菌是一

种感染后生存于胃部及十二指肠的各区域内

的细菌，它会引起胃黏膜轻微的慢性发炎，甚

至导致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与胃癌。

在咱们中国家庭，大多是共同进餐，这种

情况下，只要家庭成员有一个人携带病菌，他

用含过了的筷子夹了盘子里的菜再夹给别

人，很有可能发生传染。

所以，千万不要口口喂食，不要亲孩子嘴

巴，家庭最好采取分餐制度或使用公筷。蔬菜、

水果一定要清洗干净，肉类一定要做熟了再吃。

第七，如有不适，及时就医。很多药物都

会对胃造成刺激，比如阿司匹林。在用药期

间，要重视对胃的保护。

防胃病最好是防未病。肠胃不适一定要

及时就诊，勿把小病拖成大病。

来源：“浙医二院国际医学中心”微信公众号

胃，到底怎么“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