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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痛是女性人生所遇到的最剧

烈的疼痛之一，约 80%的初产妇难以

忍受分娩时的疼痛。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医学的进步特别是国家“三孩政策”

的出台，产妇对于分娩镇痛的需求日

益增加。

“分娩镇痛为产妇提供了无痛的

舒适化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和社

会意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原副院长姚尚龙说。

为母婴提供更好安全保障

无痛分娩是指使用各种方法使分

娩时的疼痛减轻甚至消失，分娩镇痛可

以让产妇不再经历疼痛的折磨，减少分

娩时的恐惧和产后疲倦。

当前我国孕产妇主要面临三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孕产妇群体数量庞大，

且高龄产妇数量（分娩年龄≥35 岁）比

例持续攀升，增加了产妇及新生儿的围

产期风险；二是国内调查显示，在非医

学指征剖宫产手术中产妇不能忍受分

娩痛是第一位原因，这些年来我国剖

宫产手术比例持续增加并一直维持在

较高水平；三是我国目前无痛分娩率

总体低于 30%，有待进一步提高。

“分娩镇痛要遵循自愿安全原则，

以达到最大程度降低分娩痛、最小程

度影响母婴结局的目的。”姚尚龙表

示，围产期母婴安全是分娩镇痛关注

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远期预后是焦

点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产

妇对于无痛分娩的需求越来越多，实施

分娩镇痛为产妇提供了无痛的舒适化

医疗，普及和规范化开展分娩镇痛已成

为产科舒适化医疗的重要内涵。

“并且，分娩镇痛的规范实施可有

效降低母婴围产期风险，提高母婴安全

性，有效减少产后抑郁、产后出血等并

发症，同时在产妇中合理地应用分娩镇

痛也是降低剖宫产率的一个有效手段，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和社会意义。”姚

尚龙说。

首选椎管内分娩镇痛

目前，分娩镇痛的常见方法有药物

性分娩镇痛和非药物性分娩镇痛，药物

性分娩镇痛按照给药方式可分为椎管

内、吸入、静脉和肌内给药四种。

尽管目前尚无兼具绝对安全和舒

适的“完美”的分娩镇痛技术，但椎管

内分娩镇痛技术是目前公认的最有

效、应用最广泛、对母婴影响最小的分

娩镇痛方式。姚尚龙建议，分娩镇痛首

选椎管内分娩镇痛。

姚尚龙还介绍了临床常用的不同

的椎管内分娩镇痛技术特点和优势。

连续性硬膜外分娩镇痛是将特制的导

管置入硬脊膜外腔，将麻醉药物按需分

次注入，优点是麻醉控制时间长、安

全、有效，缺点是麻醉起效时间较长，

局部的麻醉使用剂量较大。

患者自控硬膜外镇痛的特点是麻

醉药物使用剂量小、浓度低，便于保持

产妇生理稳定，减轻了医护人员工作

量，提高了母婴安全性，是目前国内外

最为常用的和效果最好的分娩镇痛方

法之一。

脊麻 - 硬膜外联合镇痛近年来在

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其主要优点是

结合了脊麻起效快和硬膜外可持续给

药的特点，镇痛起效快，运动阻滞较

轻，产妇满意，更适合“可行走式分娩

镇痛”。

硬脊膜穿破硬膜外穿刺技术是传

统硬膜镇痛技术的改良方法，临床操作

是在完成硬膜外穿刺后暂不置管，用腰

麻针刺破硬脊膜，确认脑脊液回流后拔

出腰麻针，留置硬膜外导管并按硬膜外

镇痛给药管理，将硬膜外腔的镇痛药物

经硬脊膜渗透到蛛网膜下腔发挥镇痛

作用。

程控间歇硬膜外脉冲给药技术是

一种新型硬膜外腔给药技术，全程自动

化脉冲给药，与传统连续性硬膜外分娩

镇痛技术相比，药物扩散更均匀、更广

泛，运动阻滞发生率更低。

数字化是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利用物

联网、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辅助麻醉医

护团队高效开展无痛分娩拥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姚尚龙认为，建立数字化管

控体系利于推动麻醉学科及麻醉护理

学共同发展，数字化是未来分娩镇痛的

发展方向。要建立分娩镇痛数据库，以

镇痛质量指数 / 舒适化指数作为绩效

考核依据，建立分娩镇痛管理平台和麻

醉质控大数据平台。

当然，智慧服务则要求更多地应用

物联网、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辅助麻醉

医护团队高效实施无痛分娩，通过 AI

算法预警预测母婴可能存在的不良事

件，做到及时干预和预防，确保母婴

安全。

比如，通过将智能镇痛泵系统与胎

儿心率、孕妈体温、宫缩等母婴体征监

测的无缝对接，将数据实时导入分娩镇

痛智能管理平台和同步传输管理平台

（手机或电脑），可实现对母婴生命体

征与镇痛的统一管理。

医护人员通过平台现场或远程就

可以看到产妇镇痛参数、母婴体征等数

据，通过 AI分析实现对产妇安全风险

事件的智能预测预警，进而有效防范发

生严重不良事件，保障产妇安全、无

痛、舒适地度过整个围产期。

“智能管控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母婴的

分娩安全，大幅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效

率，同时助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分娩镇痛智

能管理体系的形成。”姚尚龙说。

姚尚龙：分娩镇痛让产科更加舒适化
因潘锋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分娩镇痛法可行

延伸阅读

近日，《中华现代护理杂志》发表

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苏琼

等人的研究论文显示，基于虚拟现

实技术的分娩镇痛法有助于减轻产

妇分娩疼痛、缓解负性情绪、缩短产

程时间及提高产妇满意度等。未有

文献报告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产妇

接受度较好。

通过药物或非药物的方式缓解产

妇分娩过程中的疼痛和不良反应，保

证胎儿的顺利娩出，被越来越多的医

疗机构所采用。

然而，药物性镇痛存在一定不良反

应，如产程延长、产后出血增多、发热

及低血压等。

《正常分娩临床实践指南》指出，

目前不主张药物性镇痛，鼓励采取各

种非药物性措施减轻分娩疼痛。但研

究显示，其他非药物性镇痛方式，如

导乐分娩，需要专业医务人员全程陪

伴，尚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等问题。

而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潜在的

新型非药物治疗方法，是指通过专业设

备使用户体验类似真实世界的虚拟环

境，不仅具有沉浸性、想象性、交互性等

特点，还具有节省人力资源的优势。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广泛用于癌

症患者疼痛管理、卒中患者认知康复

等领域，并逐渐应用于产科分娩镇痛

领域。

近年来，国内外虚拟现实技术在分

娩镇痛领域应用的研究呈现出逐渐增

长的趋势，尽管主要依赖于小规模研

究，但其已初步在疼痛管理和产妇体

验方面显现出潜在益处。

该研究基于Arksey 和 O'Malley 提

出的范围综述报告框架，共纳入国内外

该领域相关文献 15篇。基于虚拟现实

技术的分娩镇痛法干预内容多为自然

景观型，干预时长约为每次 10～30分，

结局指标为疼痛和心理状况相关指标

等，最终得到上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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