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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昨日清晨还不到上班时间，郑
州市骨科医院门诊大厅前就热闹非
凡。刚上早班的护士、准备换班的
医生们纷纷排起长队、伸出胳膊，参
与无偿献血，用实际行动缓解血源
短缺的现状，践行医患互助的精神。

今年暑期以来，大学生放假返
乡，医院患者居多，献血者减少，郑
州市出现了血源短缺、血库存量骤

然下降的紧急状况。
在献血队伍中，既有工作多年

的老职工，也有刚刚参加工作的年
轻职工；既有初次献血的“爱心新
兵”，也有多次献血的“爱心标兵”；
共240余名职工积极报名，经初筛，
参加无偿献血共 163 人，采血总量
53200毫升。
郑州晚报记者 邢进 谷长乐 文/图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业务
院长郭华锋说，非意愿妊娠所致的人工
流产，对妇女生殖健康和未来生育能力
有很大的不良影响。更令人担忧的是，
我国的重复流产率很高，而且日趋常态
化和年轻化。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和
大城市，重复流产率高达50%，特别是6
个月内重复流产称为“高危流产”，给女
性健康带来巨大伤害。统计数字显示，
4次及以上的人工流产者中，继发不孕
的比例高达92.13%。

由于轻视人工流产伤害及避孕
知识的严重缺乏，流产女性经过一次
流产伤害后却依然处于再次意外怀
孕的风险中，有些女性甚至月经尚未

恢复就再次怀孕。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郭

宝芝说，去年，计划生育门诊曾接诊
了一名21岁的女大学生，她在当年8
月到12月，做了4次人工流产，“她和
男朋友完全不知道人流的严重后果，
而是把人流当成一种避孕手段。”

郭宝芝说，按照要求，人工流产
术后的 1 个月内是禁止性生活的，但
是许多处于性活跃期的年轻人做不
到这一点。

实际上，在人工流产术后的半个
月内，女性就会再度排卵，许多重复
人流的患者就是对此并不了解而再
次怀孕的。

21岁女大学生5个月做了4次人流
重复流产严重伤害女性生殖健康、生育能力

女人，请呵护自己做母亲的权利
PAC产后关爱公益项目保护女性健康

为了帮助广大女性
了解避孕知识，避免重复

流产带来的伤害，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

研究所、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
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发起了PAC

（多环节流产后关爱）公益项目，郑州
市妇幼保健院是我省第一批开展
PAC公益项目的医院。
昨日，该院举办PAC公益项目媒
体体验日活动，全
面展示PAC为女
性带来的人生改
变，呼吁公众关注意
外妊娠和人工流产带来
的伤害。
郑州晚报记者
邢进 谷长乐

医务人员无偿献血缓解血荒

中国是人工流产率较高的国家，
每年平均有800万~1000万余例人工
流产手术，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药物流
产和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数据。河南是
人口大省，每年人工流产近30万人次。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的统计数字
显示，在所有的人工流产手术中，22
岁以下的约 19.15%，23~40 岁之间的
约为78.3%，未婚女性高达47%。

郭宝芝表示，在人工流产患者中，
年纪轻、未婚、流动人口构成高等特点
较为突出，这些外来年轻女性受到文
化程度、生活环境、信息来源等条件限
制，健康知识特别是与女性密切相关
的生殖健康知识严重缺乏。而且与当
地已婚已育妇女相比，这些女性获取
专业计划生育服务的途径十分有限。

“因此，PAC公益项目在河南的推广，
具有广泛和积极的社会意义。”

郭华锋说，医院设立产后关爱示
范门诊，目的就是发挥专业优势，向
流产女性提供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避
孕咨询服务，使其了解科学避孕知
识，远离人工流产伤害，同时带动区
县级妇幼保健院也开展此项工作，使
更多女性受益。

据悉，河南目前是全国PAC公益
项目开展较好的省份，截至 2014 年
底，河南省已有 17 家医院设立了
PAC 关爱门诊，其中 4 家医院因其完
善的服务流程和良好的服务效果，获
得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华医
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联合颁发的

“PAC优质服务医院”称号。

我省17家医院已设立PAC关爱门诊

扫一扫 关注郑州名医馆

据 悉 ，所 谓 PAC（Post-Abortion
Care）是一种标准化的人工流产服务
流程，通过在医院建立规范化一对一
咨询和集体宣教的标准化产后关爱
服务模式，向前来接受人工流产手术
的女性患者宣传避孕知识，及时落实
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避免重复流产
的伤害。

在郑州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门
诊设有独立的 PAC 咨询室，有人工流
产意愿的患者首先会被引导到咨询室，
由受过专门培训的 PAC 咨询员进行一
对一咨询，帮助女性了解意外妊娠原
因，制订适合自身的避孕方案，并立即
落实一种高效的避孕方法。在术后半
年内，咨询员会继续通过复诊和电话等
方式帮助女性解决避孕方法后续使用
中的实际问题，以确保正确使用，避免
再次意外妊娠。

PAC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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