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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浙江医脉》
专题

产科是一门

灵 活 的 艺

术 ，产 科 医

生是生命的

艺术家。

——戴华康

院里院外人人都叫他“外公”
在产科干了一辈子

他将这个亲切的外号视作特别的荣誉

84 岁 的 戴 华

康如今已是幸福的

四世同堂之家中的

阿太，大家庭又即

将 迎 来 一 个 新 宝

宝，享尽天伦之乐。

但在老单位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妇产科医院，他的

辈 份 永 远 停 留 在

“外公”。在产科干

了一辈子，在这里，

接生的孩子、他们

的父母，甚至助产

士、麻醉医生都喊

他“外公”。

这个亲切的外

号虽然没有“主任

医师”、“产科专家”

等头衔响亮，却是

一名产科医生最特

别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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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华康是上海人，1961 年 7 月

毕业于原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分

配时，他第一志愿填的外科，第二志

愿填的内科，第三志愿才是妇产科。

当时，浙江省妇女保健院（即浙

大妇院）急需体力好的男医生，老院

长刘天香教授“点兵点将”要来几个

男毕业生，戴华康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没分配到第一志愿，但他

很快就发现了妇产科的魅力，尤其

是产科，“产科不像妇科或者外科，

符合手术指征就开刀，治疗的方案

很明确。我一直觉得产科是一门艺

术，它很灵活多变，不机械死板，产

科医生要根据产妇的情况不断做出

调整。同样凶险的情况，有经验的

产科医生就能让产妇逢凶化吉。”

产妇凶险多变的病情，有时来

势汹汹，有时则是扑朔迷离，将产科

医生困于障碍重重的迷宫之中。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名产妇怀孕两

次都不明原因胎儿停止发育，疑云

萦绕在产科久久不散。

第一次怀孕，她在当地医院做

胎心监护，显示胎心跳动规律有力，

但回家后不久胎儿就没了心跳；第

二次怀孕，她吸取经验早早住院保

胎，一天晚上突然感觉胎儿不太对

劲，护士赶来时已经听不到胎心

⋯⋯第三次怀孕，她更不敢掉以轻

心，经人推荐来到了浙大妇院。

产科是一门灵活的“艺术”
好医生能让产妇逢凶化吉

为何产检一切正常，胎儿却总

是保不住？

详细了解病情后，浙大妇院组

织了专家一起讨论她的病情。戴

华康提出，他曾在外国文献看到过

产妇胆汁酸升高会引起宫内窘迫，

造成胎儿流产，建议检测一下产妇

的胆汁酸指标。

当时，胆汁酸不是产妇血检的

常规指标，他特地找了实验室的同

事帮忙，请他们帮忙检测胆汁酸，

以及甘油三酯、胆固醇、高/低密

度蛋白等反映肝功能的指标。最

后检查结果显示，她的胆汁酸比

正常值高出几十倍，其他指标也

明显异常。

谜底揭晓，这种当时在国内

认识不足的疾病叫“妊娠期肝内

胆汁淤积症”，表现为产妇胆汁

酸升高，会引起胎儿发育异常或

死亡。

医生对症下药，为产妇用上了

控制胆汁酸升高的进口药，整个孕

期密切监测胆汁酸水平。孕 34

周，她顺利剖宫产生下一个可爱的

宝宝。

“那次之后，胆汁酸检测就成

为我们医院孕妇的常规检测了，再

也没有产妇因为胆汁淤积症漏诊、

误诊造成胎儿死亡。”戴华康说。

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写了

《妊娠期胆汁瘀积症患者胆质代谢

及血液流变学的变化》一文，获得

浙江省优秀论文三等奖。

抽丝剥茧找出胎停原因
成为日后产检常规项目

产科不止戴华康一名男医生，

但只有他享受“外公”的美名。他

说，一开始只是打趣、寻开心，没想

到后来慢慢叫开了，不管是病人还

是同事，都叫他“外公”，他也不客

气地照单全收，笑称自己“子孙遍

天下”。

一次，一位熟人的妻子在医院

生产，痛得直冒冷汗，看到戴华康

后有气无力地嘟哝：“外公，外公，

我肚皮痛死了，快给我打一针。”

那时分娩阵痛还没有普及，很

多产妇不愿忍受生产的剧痛，更倾

向于剖宫产。作为产科医生，戴华

康深知自然分娩对产妇和胎儿的

好处，所以一般都鼓励她们自己

生。

“生产有三大要素，产力、产道

和胎儿情况，包括胎儿的大小、胎

位等等。产妇阵痛太剧烈，精神就

紧张，东西也吃不进，导致血气失

调，那就很难生了。所以，产科医

生要通过减轻产妇的疼痛感，帮她

调解产力，产力调得越好，产科医

生本事越大。”

椎管内注药镇痛法是业内公

认最有效、最可靠的分娩镇痛方

法，但需要专业麻醉医生全程监

测。在麻醉医生相对缺乏的情况

下，骶麻镇痛是退而求其次的选

择。这种镇痛由德国医生于 1909

年首次用于分娩，安全系数较高，

产科医生一人也能操作完成。

包括那位疼得直喊“外公”的

产妇在内，戴华康一共为100多位

产妇进行了骶麻镇痛，减轻她们生

产的痛苦，大部分最后都顺利完成

自然分娩。这100多个临床病例，

后来浓缩为“骶麻应用于分娩镇痛

对母儿血气的影响”一文。

从 2008 年开始，浙大妇院实

施规模化的“分娩镇痛”。在麻醉

专家陈新忠副院长的积极倡导下，

浙大妇院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

都有一名麻醉医师专门负责分娩

镇痛。

亲自上阵打麻醉药
减轻产妇生产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