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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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刚刚完成的两台手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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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抛开‘二孩’‘三孩’，中心医院接收的高
龄产妇中，生育头胎的女性比例也明显增加。”罗丹分
析，出现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或与高等教育普及，女
性接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女性的工作能力及独立
意识进一步提升有关。

“一名女大学生毕业的年龄是22岁左右，再读三年
研究生毕业是25岁左右。”罗丹说，暂不论还有读博士的
女生，这样的女性在社会上的数量越来越多。毕业后，
很多女性希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在生活上实现经济独
立，结婚生子已非最优先级，生育的年龄被推迟。

高龄产妇比例十年翻一番
背后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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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经过采访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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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潮“降温”高龄产妇占比却在上升

现象

在医学上，通常将35岁及以上的初产产妇称为
“高龄产妇”，近日，记者和多位高龄产妇进行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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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5年，丈夫的陪伴和鼓励，给她足够的安全

感。“信任，是我生娃的标准。这个标准，来自我的直
观感受。”戴糕说，她不是丁克一族，从不为了不育或

晚育而刻意推迟生育年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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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糕的父母常
说，“要在合适的年龄生孩子。”什么是“合适的年龄”，
她说，标准答案只在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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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功受精形成胚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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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重“自由”“独立”生育不再是第一位

她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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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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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丈夫沟通后，阿潇才
最终决定人工授精。“当时他们说我该圆梦了，就当是
为了家人和自己，生个娃吧。”阿潇说，“可能我内心早
就希望接受人工授精，只是一直不承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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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孕十几年 靠人工辅助生殖终圆梦

坎坷

产科门诊护士引导孕妇就医 新华社发

无论出于何因，在高龄产妇增加的同时，还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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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丹表示，高龄产妇与年轻产妇相比，须更加重
视比如血压、血糖、心率等各类指标。此外，罗丹提出
还需重视女性在产后的心理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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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表

示，这需要从多方面下功夫。在家庭层面，可以给丈
夫延长陪产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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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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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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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成都商报

“高龄”伴随风险 应保障女性在最佳年龄生育

专家说法

孕妇在医院妇产科产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