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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七月查出血铅超标3倍
胎儿留不留，夫妻俩很纠结

还有两个多月，宝宝就出生了，初为人母的陈女
士很高兴，早在一个月前就把待产包收拾好了，然
而，一个多星期前的一项检查结果，让夫妻俩惊呆
了。陈女士体内血铅含量高达600多，超出正常范围
3倍多，这意味着，她铅中毒了。对普通人来说，只要
及时进行驱铅治疗，问题就不大，可放在她身上，就
没这么简单了，因为她腹中有个七个月大的宝宝。

李国辉主任说：“孕期进行驱铅治疗是很棘手的
事情，一方面，驱铅治疗需要使用药物，而这些药物
是不推荐孕妇使用的。另一方面，若不及时进行驱
铅治疗，母婴双方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孕妇可能
会因此出现失眠、早醒、腹部绞痛、中毒性脑病等。
孕妇所吸收的铅有 90%会通过胎盘传输给胎儿，导
致胎儿先天性铅中毒。先天性铅中毒的胎儿出生
后，身高、体重、智能发育都会受影响。”

陈女士为何会铅中毒？李主任问了病史，认为
可能与她家用锡壶盛料酒有关，建议她丈夫也去查
查血铅，结果证实了李主任的猜测，陈女士丈夫体内
血铅含量也高达600多。“临床发现，坊间老百姓常用
的一些锡壶，名为‘锡壶’实为‘铅壶’，2/3 的成分是
铅，因为铅塑性好，价格也便宜。在酒精的作用下，
铅会慢慢被析出，进而随着料酒进入人体。”

据了解，陈女士一家用这只锡壶已经有些年头
了，他们家烧菜时使用料酒的频率也非常高，不仅烧
鱼时会用，就连炒蔬菜也会倒一点。

爱吃皮蛋、爆米花
想生二胎的妈妈查出血铅超标

“还好孕前查了个血微量元素，要是等到怀上以
后才发现，我肯定纠结死。”看到自己的化验单上提
示，血铅超出正常范围 2 倍多，33 岁的方女士颇为感

慨。她说，今年春节后，她和老公计划再生个宝宝，
本来就想做个常规的孕前检查就算了，因为他们夫
妻双方平时身体都挺好的，生活习惯也不错。一个
偶尔的机会，她在“妈妈群”看到，很多人推荐孕前查
个血铅，她就去查了。拿到化验结果后，方女士接受
了驱铅治疗。

李国辉主任说：“铅是自然界蕴藏在地壳中的一
种金属，在自然环境中无处不在，可通过吸入、进食
和皮肤进入人体。铅在人体内有个蓄积的过程，所
以，早期的铅中毒，人体可以毫无症状，等到有症状
了，往往已经中毒比较深了。如果女性在铅中毒的
情况下怀孕，早期可能会导致流产、早产、胎膜早破、
死胎等，中晚期可导致胎儿畸形。”

既然是铅中毒，就一定有来源，在询问方女士病
史过程中，李主任发现，她并没有从事与铅相关的职
业，家中也没有含铅的器皿，再追问生活饮食等细节
发现，她很爱吃皮蛋、膨化食品。“我们考虑与她经常
吃这些食品有一定的关系。”李主任说。

南京一项调查发现
18.9%的孕前妇女血铅超标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戴永梅、
张悦等曾发表一篇题为《南京市307例孕前妇女血铅
水平及相关因素和复合营养干预驱铅效果分析》的
论文，孕前妇女铅中毒发生率为 18.9%，经常食用皮
蛋、膨化食品是妇女铅中毒的危险因素（该论文刊登
在2010年《中国妇幼保健》上）。

人体内的铅全部来自外界环境, 外界环境中的
铅主要由消化道和呼吸道进入体内。为了解南京地
区计划妊娠的妇女血铅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南京市
妇幼保健院对 307 例计划怀孕的妇女进行了问卷调
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装
修、每天路上时间、化妆品使用情况、皮蛋、膨化食

品、贝类食用频率，以及饭前洗手等15个可能与妇女
血铅水平相关的因素。

结果显示，307 例孕前准备妇女中，血铅水平最
低值为 12μg/L，最高值为 300μg/L，血铅超标的比例
为18.9%。

经分析表明，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职业性接
触铅的机会越少（如脑力劳动者和管理人员等）；文化
程度越高，对铅毒性认识较多，家庭和个人卫生习惯
也越好，这些都能增加对铅污染环境的抵御能力。

现代工业污染使食物及原料不可避免地受到铅
的污染。由于铅在自然环境中不能分解，并可不断
蓄积，所以环境中的铅可通过生物富集作用、食品加
工过程、包装物及生产设备、食品添加剂或配料等污
染食品。不同的食品类别铅含量有区别，其中膨化
食品、蛋类（主要是皮蛋）平均铅含量超过国家标准。

铅对精子和卵子都有影响
吃些含钙食物有助“排铅”

研究发现，铅对精子和卵子有致畸作用。李国
辉主任建议，计划生孩子的夫妇，孕前应先到医院
做血铅测定，特别是从事石油行业、冶金行业、蓄电
池行业、装潢行业的人员以及汽车司售人员等铅中
毒的高危人群，更应重视。若血铅超标，建议治疗
后再怀孕。由于每个人对驱铅药物的敏感度不一
样，敏感的人可能一个疗程（三四天）就完成了，慢
的人可能需要四五个疗程，所以，提前一个月检查
比较保险。

李主任还说，日常生活中，可适当吃些“排铅”的
食物，如乳制品。乳制品中含有丰富的钙，钙可竞争
性抑制铅的吸收，并能促进铅的代谢，从而降低血铅
水平。

另外，适当多吃些绿豆、大蒜、海带、胡萝卜、绿
茶、猕猴桃等食物,也有助于加快体内有毒物质排出。

爱吃皮蛋、爆米花
想生二胎的妈妈查出血铅超标
铅对精子、卵子都有影响，还会影响胎儿视神经
孕前一个月，夫妻双方最好查一下血铅

记者 葛丹娣 通讯员 胡惠娟

本报讯 每年4月的最后一周是《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年是4月25日-5月1日。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职业病及中毒医学科主任李国辉主任医师说，目前我国的职
业病仍以尘肺为主，约占门诊90%，其次是铅、汞等重金属中毒。重金属中毒不仅发生在从事相关职业者身上，也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铅中毒。他提醒，孕前，
夫妻双方查一下血铅情况很有必要。

记者 俞茜茜 通讯员 方序 郑芬芳 鲁青

本报讯 昨天，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牵头发起的“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在杭州举
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上千位院长、医院管理人员齐
聚论坛，探讨如何构建更和谐的医疗新生态。

“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始于2011年，其规模
和影响力逐年扩大，为深化两岸医院间的交流合作
发挥出重要作用。“医疗生态体系由多方面因素构
成，医疗生态体系发展过程需要不断创新，最终目
标是协同竞合，实现共赢。”浙医二院院长王建安教
授说。

全面拥抱“互联网+”
真正实现医疗数据共享

去年 12 月 10 日，通过乌镇互联网医院平台，王
院长为患者黄女士开出了全国首张电子处方，黄女
士在线支付药费，药品由药店配送，很快黄女士就
收到了送上门的药品。

王院长说，线上远程诊疗最大的优势就是便
捷，随时随地可以连接医生与患者，这将使医生的
效率大大获得提升。“互联网+医疗”可为患者节约
医疗成本，方便医务人员快速做出正确、便捷的诊
疗，而且通过大数据积累，进行更深入的医学研究。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互联网+，实现
国际化医疗经验的互联互通，真正做到标准化的数

据共享。”王建安说，目前浙医二院逐步打造网络医
院，通过“广济健康云”，与9家分院的医疗数据进行
区域内共享，与23家国际医疗保险公司实现费用直
接结算。

优质医疗技术“下沉”
也是医院文化理念的输出

为响应省委省政府“双下沉、两提升”的要求，
浙医二院先后与余杭人民医院、建德人民医院等 9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牵手，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到基层。

王院长说，在医疗资源下沉的过程中，带去的
不仅是医疗技术、不仅是让基层医院门诊量和手术
量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核心是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
和认同，形成品牌的影响力。

“在浙医二院建德分院，我们将国际化的理念深
深植入其基因，引导建德分院以国际化的标准规范
医院的各个流程。去年年中，建德分院通过 JCI 认
证。在这一过程中，医务人员的观念得到了改变，不
断提升服务患者的能力，医院在很多制度和流程设
计当中，也会优先想到如何更好为患者服务。

“同时，基层医院的优秀价值观也会对我们产
生影响。通过文化互动和交流，形成精神反哺。”

王院长说，到今年年底，浙医二院国际院区将
正式启用。“这是新医改背景下，社会资本联合公立
医院办医的探索性实践。将社会资本与医疗资本

之间进行有序对接，通过多元化服务，满足不同层
次的患者健康需求，为患者带来更便捷、更安全、更
优质的医疗服务。”

更和谐的医患关系
需要合作达到共赢

“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容易引起患者对医疗
效果不合理的期望，从而容易导致患者脆弱、不信
任的情绪；如果再遭遇高额的医疗费用，容易恶化
医患关系。”

王建安说，打造更好的医患关系，一方面，需要
培养合格的医师，重塑医务人员的专业主义精神，这
包括专业能力、对待患者发自内心的关爱态度、仪表
仪容、精神气质等方面。这是医疗系统获得公信力
的基石，也是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

培养合格的医师，需要强调医疗资质、服务能
力与培训的统一性。浙医二院实行医疗人员“阳光
资质”管理，医师资质公开、可追溯，这些举措，可以
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的医疗安全。

同时，充分发挥志愿者在医患关系的“润滑剂”
作用。到目前为止，浙医二院“广济之舟”志愿者已
经走过了 5 个年头，累计为 700 万人次提供了 25 万
小时服务。

此外，打造良好的医患关系，非常重要一点是，
鼓励患者的自我参与，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包括建立
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对疾病的自我监测与管理。

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昨在杭举行
重点讨论了两个议题——
全面拥抱互联网+ 构建更和谐医患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