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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难产出生的女娃娃
海外生产时又想起了她

杨培惠1935年生于泉州，是家里唯

一一个在国内出生的孩子。

当时正值战乱，外公外婆带着整个家

族移民东南亚，她的三个哥哥都生在海

外。后来奶奶生病，怀有身孕的妈妈回国

照顾，在泉州老家生下了她。新中国成立

后，爸爸和哥哥们才回国和她们团聚。

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爸爸带领村

里人修桥铺路，投身家乡建设。他曾在

战乱中目睹惨痛的伤亡，深感发展医学

的重要，就把她和二哥都送去学医。后

来她当了妇产科医生，专攻产科；二哥是

福建省人民医院著名的胸外科医生。

1958 年，杨培惠从安徽医学院医疗

系毕业，先在安徽工作了一年。为了和

爱人团聚，她申请调到杭州，进入浙江省

妇女保健院（即浙大妇院）。

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很多孕妇生产

时都相当于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记不清多少次，杨培惠从睡梦中被

叫醒，连夜赶到医院抢救危重的产妇。

一台手术，两条生命，背后是整个家庭，

每次她和同事都背负着沉甸甸的压力和

责任。

担任产科主任后，杨培惠和顾佩宝、

贺晶等产科其他几个主任坚持在春节期

间带头轮流值班，生怕产妇出现突发状

况，“产科最容易出事，生孩子是等不了

的。做产科医生有风险，但既然选择了

这个职业，就要勇于承担责任。”“我们医

院一直坚持设置抢救小组，成员包括科

主任、产科高年资医生、新生儿科医生、

麻醉科医生，产房护士长、手术室护士长

等等，一旦有大出血、羊水栓塞这类，都

会呼叫抢救小组进行集体抢救，这样成

功的几率就更高一点。”“对产科来说，

新生儿科等科室的高质量配合十分重

要。”杨培惠强调。

一旦成功将产妇和胎儿从死亡线拉

回，他们对产科医生的信任和感激可能

会一直持续几十年。

最近，杨培惠忙着远程帮一个住在

美国的孕妇李女士（化名）“跨洋保胎”。

三十多年前，李女士妈妈生产时难产大

出血，正是杨培惠和同事通宵抢救，她才

平安降生。此后，她们一直和医生护士

们保持着联络。

现在，定居美国的李女士自己也当

了妈妈，正怀着二胎，孕检时医生告诉她

有两个囊肿。

正在美国照顾女儿的老妈着急得

很，但语言不通，满肚子问题问不出口，

于是就想到了杨培惠，一通远洋语音电

话打了过来。

退休多年的杨培惠“重操旧业”，仔

细查看一张张检查报告，确定是黄素囊

肿，是怀孕引起的，分娩后会自然消失

的。李女士这才放下了心。之后她们一

直保持电话联系，杨培惠会针对情况不

断提出建议，叮嘱注意事项。目前李女

士已经顺利分娩。

做产科医生有

风 险 ，但 既 然

选 了 这 个 职

业 ，就 要 勇 于

承担应有的责

任。

——杨培惠

从死亡线拉回数不清的产妇和婴儿
她用医术和爱心迎接每个新生命

接生五胞胎生了一个还有一个
她亲眼见证产科的规范和发展

除了李女士，杨培惠还守护过另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健康。

一个叫大海的理发工，以前没事就到医院看望医生护士，早已成了

大家的老友。后来年纪大了，走动不方便，这几年才不再走动，但杨培

惠偶尔还会去他家拜访。

两人第一次结缘是在妇科，当时杨培惠还是刚入院的小医生，轮转

到妇科。大海的妻子因子宫肌瘤住院，手术切除了子宫。那次治疗经

历，让大海一家感受到了浙大妇院高超的技术和浓浓的人情味，出院后

还一直和医护往来。

后来他们女儿怀孕，毫不犹豫就选择到浙大妇院生产，当时杨培惠

已经定岗在产科，对这个老朋友一家也特别关注，从此双方的关系就更

紧密了。当了几十年产科医生，杨培惠亲历了共和国不同时期的人口

政策，见证并参与了产科的规范和发展。

她刚参加工作时，产检还没有规范化开展，“心脏病的、红斑狼疮

的、高血压的人照常怀孕生小孩，她们也不做产检，最后生产的时候风

险就很大。”

B 超检查推广前，多胎妊娠的孕妇生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怀了

几个孩子。如果是双胞胎，有经验的产科医生还可以摸出来，但如果是

3个或者3个以上，有一些连医生也很难判断。

于是，多胞胎的生产过程就有点哭笑不得。一个多胎妊娠的产妇

孕期6个月时腹痛，晚期流产住院，助产士给她接生，接出来一个，又有

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一共是五胞胎，“生完五个我们还仔细摸了几遍，

怕里面还有！”

还有一次她在海盐下乡，半夜村子里有个妇女发动后迟迟生不下

来，得知消息的杨培惠沿着弯弯绕绕的河道，打着手电连夜来到产妇家

中接生。产妇的产程拖得很长，家里也没有条件打催产素，更没有其他

更有效的方法可以采用，这样下去妈妈和孩子都可能保不住。

杨培惠极力劝说赶紧转到县里的卫生院，但考虑到费用，产妇说什

么都不同意。她只好守在旁边严密观察宫缩，不断安慰鼓励、指导。守

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产妇终于顺利分娩，母婴平安。

目睹过女人生产时吃的苦，杨培惠全心投入孕产妇的死亡原因研

究，曾多次参加省市孕产妇死亡评审探讨会，发表“单胎臀位分娩 789

例分析”、“臀位围产儿的死因及防治政策”、“巨大儿 450 例分析”、“三

胎妊娠分析”等论文。

杨培惠珍藏着一

张老照片：外公外婆

端坐在前排中间，身

后站着意气风发的父

母，年轻的舅舅们穿

衬衫打领结，阿姨们

一袭洋装。

她生在一个家境

优渥的华侨大家族，

亲 戚 们 散 布 在 东 南

亚、北美等地，只有她

们 小 家 庭 定 居 在 内

地。

虽然大部分亲戚

远在海外，但杨培惠

身 边 有 一 群 特 殊 的

“亲人”——作为原浙

大妇院产科主任，她

抢救过危在旦夕的产

妇，迎接过艰难降生

的婴儿，很多父母、孩

子都和她保持了长久

的往来。她用医术和

爱心，在杭州建起了

一个特殊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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