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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
儿科主任顾蔚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其所在的医院，高龄孕产妇已占
据20%~25%；而2011年，这一比例约为
11%，这意味着10年来几乎翻了一番。

高龄产妇数量的增加不是“个例”，
经过采访发现，这一情况已逐步在多家
医院显现。尤其在当前生育潮“降温”的
背景下，高龄产妇的比例反升引人关注。

业内专家分析，抛开“二孩”“三孩”
政策影响外，随着女性教育年限的延
长，结婚生子的“最优先级”已经发生变
化，生育年龄被推迟。另一方面，随着
高龄孕产妇比例的增加，其自身的生产
风险、医院医疗服务也随之面临着一定
压力。

现象/
生育潮“降温”，高龄产妇占

比却在上升

面对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数
据，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市妇女儿童
中心医院产科主任罗丹并不感到意
外。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所
在的医院也是如此。

罗丹介绍，虽然没有做过具体的数
据统计，但就产科现状来看，“20多岁的
临盆女性比例在减少，大多数都是30多
岁的产妇。”她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刚完
成两台手术，产妇的年龄分别是38岁和
40多岁。湖南长沙市某医院工作人员也向
记者表示，今年以来，该医院高龄产妇的比
重明显高于2022年及2021年同期。浙江
丽水市某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仅其个人接
触的产妇而言，相比于10年前，去年35岁
以上产妇的占比确实有所增加。

此外，记者从多家妇幼保健院了解到，
近年来高龄孕产妇的比例也呈现增加态势。

而需要注意的是，多家媒体的报道
显示，今年以来国内多家医院的分娩量
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4万人。另据国
家发改委发布的《2022年人口相关数
据》，2022年全国人口总量略有下降主
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一是因为育龄
妇女持续减少，二是受生育观念变化、
婚育推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生育
热潮“降温”的背景下，高龄产妇的比重
增加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

她们说/
看重“自由”“独立”，生育不

再是第一位

在医学上，通常将35岁及以上的

初产产妇称为“高龄产妇”。
“生活应该像一首歌，拥有它自己

的韵律。”1981年出生的戴糕（化名）描
绘着她的生活现状。戴糕常年在成都
生活，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一家企业，从
事财务管理工作。这份工作，除了严谨
的行事风格，更需要强大的责任心。

这些年她坚持自己追求自由的信
念，不愿被孩子切断自己与自由的联
系。“年轻时我就看过、听过身边的宝
妈们吐槽带娃的辛苦。这种辛苦绝不
仅是熬夜喂奶等身体上的辛苦，也是
心累。”戴糕说，她害怕在需要享受自由
的年纪失去自由，她担心在失去自由之
后又怀念自由。求而不得，她接受不
了。戴糕不抗拒生娃，只是需要心理准
备。就像35岁那年，她遇到现在的丈
夫，对方的温柔体贴，让戴糕确定，“结
婚，我准备好了。”

戴糕始终认为，40岁的女性生娃，
并非毫无优势。这时的女性心智成熟、
善于沟通，更有耐心对待孩子的教育问
题。

和戴糕想法类似，Fiona注重女性
的独立意识。她从35岁结婚后，一直
和丈夫居住在北京。“我从读大学时，已
经确定自己在30岁之前要全身心投入
到学业上；在35岁时结婚，选择一个能
接受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规划的丈夫。”
Fiona说，丈夫比她小6岁，但思想非常
成熟，也懂得照顾她，鼓励她坚持自己
的人生规划。

2022年，Fiona正好40岁。这是她
决定生育第一胎的年龄。因为年龄因
素，她选择人工授精的方式完成生育。

“我的运气不错，第
一次促排卵后，取得
十余个卵泡，其中有
6个成功授精形成胚
胎，并一次性怀孕。”
Fiona说，她终于赶
在40岁时实现怀孕
生子的规划。

坎坷/
备孕十几年，靠人工辅助生

殖终圆梦

今年和戴糕同岁的依兰（化名），正
在备孕三胎。作为一家珠宝品牌公司
主理人，在大多数外人眼中，她是一名
女强人。然而，她并不认为这个标签和
高龄产妇有直接关系。

依兰表示，“我在40岁的年纪选择
备孕，只是因为更在乎爱的感受。”依兰
现在身处重组家庭中，现任丈夫是成都
一家外企的管理人员，尽管夫妻俩的收
入可观，但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的确不
小，“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小提琴，一年的
开支10万元左右。我很希望可以拥有
和现任丈夫的第一个孩子。尽管多一
个孩子会加大家庭开支，但这种血脉的
联系，可以让一家人生活得更加紧密和
幸福，我们都认为值得。”

依兰说，“在过去的近20年里，我
都在拼事业。如今选择第二段婚姻，也
是开启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
阶段里，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
上，尤其是在孩子身上。”

今年已经是39岁的阿潇（化名）备
孕第15年了。因为自身的双边输卵管

均不畅通，导致自然受孕的概率极小。
曾经她的主治医师建议进行人工辅助
生殖，被她拒绝。她相信通过治疗，身
体上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在备孕的前10年，父母、婆婆都劝
阿潇进行人工授精。只有她的丈夫始
终支持她用药物辅助治疗，进行自然受
孕。“我觉得我是‘一根筋’，有自然受孕
的执念。”阿潇表示。

直到备孕第11年，婆婆在买菜时发
生滑倒，左腿骨折，这一意外才改变了阿
潇的想法。“婆婆说我和我丈夫每天要加
班，只请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保姆照顾
她，让她心里空落落的。如果有孙子在旁边
照顾，她就不会那么丧气。”阿潇说，当时她的
心软下来，开始反思自己会不会太自私。

那时起，她经历了各种检查、长期
促排卵、胚胎移植等阶段；最终，因为胚
胎质量不高失败了。一次过程就要经
历数月，而她连续失败4次。直到她备
孕第14年，进行第5次人工授精。这一
次，阿潇成功了。去年，她顺利产下一
名女婴，“放下了，满足了。我这么多
年，第一次看到爸妈、婆婆，甚至丈夫都
笑得那么开心。”阿潇说。

（上接第一版）移载过程中，玻璃在滚轮上产生的些许
波动都意味着受力不均，这会引发玻璃基板的爆裂，造成5
万到6万美金的成本损失，无尘车间也会因细微玻璃残渣
的存在而受到污染。

“我们真的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可当时客户的玻璃已经订
购来了，我们生产计划也排好了，没有任何退路可言。”陆峻
说，要想受力均匀，最大难点在于轴组件的水平调整，每个传
输设备上有6到8组轴组件，每组4根轴，每根轴上还有12个
黑色滚轮，我们必须将每个滚轮的水平面误差控制在正负0.5
毫米以内，而这种微调处理机器无法完成，只能依靠工业经纬
仪的测量和人手细致配合来完成。把玻璃安在滚轮上面，通
过强光手电去照射，观察滚轮和玻璃是否接触到了……陆峻
和同事们站在人字梯上，一点一滴地完成作业。一个多月后，
17600多个滚轮经过微调整，玻璃基板平稳移载。

该创新项目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取代了数十亿元
的进口装备，让中国在这方面实现了技术自由，为多地的液
晶面板工程项目减少损失超千万元，荣获2020年江苏省科
学技术三等奖。

群雁振翅：借我的肩膀，让你们高飞

1993年，陆峻进入“熊猫”跟着钳工师傅做学徒。有次
师傅出差前安排陆峻进行钳工基本功训练——做一个榔
头。一开始他拿着锉刀在工件上认真训练，可是几天后就
因累得胳膊酸痛不想再练，拿着工件找同学用机床加工完
成。师傅回来后一眼就识破了陆峻的“计谋”，当着班组所
有人的面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想跟着我学就不能偷
懒。”自那以后，陆峻下定决心，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仔细。

“你现在偷的懒，日后都是你的痛。”转眼30年过去了，已成
人师的陆峻始终牢记师傅当年的教诲，并经常将这段难忘
的回忆分享给徒弟们。

2015年，陆峻代表“熊猫”参加中国电子职业技能竞
赛，获得维修电工项目二等奖，拿到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2019年，陆峻带领刚入职不久的徒弟罗响参加第三届全国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罗响在综合编程与调试模
块竞赛中以满分的成绩拿到了冠军，成为大赛举办三届以来第一个
在此模块获得满分的选手，并喜提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时隔四年，面对体能和脑力的巨大消耗、压力与动力的双向并
行，两位全国技术能手的诞生背后，不仅是没日没夜的苦练加巧练、
永不服输的冲劲加韧劲，更有着陆峻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备赛
期间，陆峻会用比国赛标准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徒弟，比赛的
评分表细化到1分、2分，他就将训练时的评分表细化到0.1分、0.2
分。提及原因，陆峻说：“国家最高等级的技能竞赛中，高手之间的
对决，比的不仅仅是能力，更多的是要在细节上多拿小分。”

技能点亮人生，奋斗实现梦想，这是师徒之间的技术接力和匠
心传承，也是一代代“熊猫”人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过程中形成
的不可言说的默契。

编制工作室培训计划、外请专家开展讲座，帮助徒弟提升岗
位工作能力，陆峻不遗余力。正式带徒的第一天，他就将记录着
多年工作心得的笔记本拿出来交给徒弟。“师傅教给我的不只是
工作能力，还有做事追求精益求精的专注度和持久力。”在他的
心里，当初那个小钳工，正是在师傅的一路带领下才取得了一些
成绩，今天的自己有义务为青年技能人才搭建成长云梯。

为中电熊猫和熊猫股份培养出维修电工技师23人、高级技师16
人，让年轻一代从青涩走向成熟，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助
力“熊猫”在2017年、2019年、2022年三届全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技能大赛中，获得职工组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2个、团体奖
4个，实现中国电子在国家最高级技能大赛中金牌零的突破……

“给年轻技能人才一双翅膀，让他们能在我们的肩膀上飞得更
高、看得更远。”这是陆峻用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孜孜不倦的教导，换
来的“熊猫”技能人才的“群雁振翅”。未来，他们将继续并肩作战，
凭着一颗臻于极致的匠心，心传身授，超越创新，以更多的精品工程
为“中国智造”蓄力。

“高龄产妇”比例十年翻一番，
背后原因何在？

无论出于何因，在高龄产妇增加
的同时，尤需注意的是，她们在生育和
产后恢复时，相比于年轻女性生育，风
险明显增加。

专家表示，高龄产妇与年轻产妇
相比，需更加重视各类指标，会对产妇
进行评分。评分指标包括产妇的血压
值、血糖值、体重指数等。评分等级分
为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其中绿色是
正常等级，危险等级依次递增，当达到
红色则不建议妊娠。如果一切指标正
常，罗丹建议，产妇要注意体重管理，

定期进行重要指标检查，比如血压、血
糖、心率等。

此外，专家提出还需重视女性在
产后的心理健康。一些女性生完孩子
后，出现产后焦虑的现象。客观来讲，
高龄产妇相比于20多岁的产妇，身体
机能有所下降，但在医生的指导下，做
适当运动、保持健康生活和良好心态，
可以帮助高龄产妇加快身体恢复的
速度。

如何让更多女性在最适合的年龄
生育？专家表示，这需要从多方面下

功夫。
家庭层面，可以给丈夫延长陪产

假。尽管目前男性也有产假，但时间
过短，无法专心和妻子共同面对生育
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如果延长丈夫
的陪产假，妻子可有更多时间恢复身
体机能；同时，有丈夫的时刻陪伴，妻
子在心理上有安全感，出现产后抑郁
的几率也会下降。

工作层面，可以给予为产妇保留
孕前岗位的公司一定的税收减免，鼓
励企业为女性生育提供支持。社会层
面，现在越来越关注托育机制的建设，
它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女性在
育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待托育机制
进一步完善后，它将在社会保障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据中经网

专家观点

“高龄”伴随风险
应从多方面保障女性在最佳年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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