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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预产期，门诊医生让住院，可跑来跑去就是没床位。这让不少准妈妈感叹，生
孩子怎么就这么难？这边准妈妈们打破头也要挤进大医院生娃，那边大医院产科却几
乎每天处于“客满”状态，而随着“单独两孩”的逐步推进，二者间的矛盾似乎有愈演愈
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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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 18日，由安徽省妇幼

保健院牵头，省内多家综合性医院产

科、各市县妇幼保健院和妇幼保健所

等82家成员单位共同组建为妇幼保

健医疗联合体，如今已经发展到近百

家成员单位。这意味着老百姓不用出

远门，就可享受国内知名专家查房、

会诊、大型设备检查与结果互认等便

捷服务，不用再去省城大医院争抢本

就不多的床位。

医联体内部建立双向转诊和危

急重患者转运绿色通道，患者在联

合体内的社区卫生中心或二级医院

首次就诊后，如果需要进一步到安

徽省妇幼保健院就诊，可开通绿色

通道，方便快捷地预约到合适的专

家；患者从社区向上转诊或从省妇

幼保健院向下转诊，均可走双向转

诊绿色通道，联合体内医疗机构都

将优先安排接诊。

“这将大大节省就医等候时间，优

化就医环节，鼓励就近就医，分级诊

疗，有助于解决‘80%的患者集中在大

医院，仅有20%的患者在基层医院’

的无序就医问题。”方向东说。

方向东还建议，辖区内的大医院

可以定期派产科专家下到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坐诊，让准妈

妈们在家门口就能进行检查；如果发

现问题，再去大医院进一步就诊。“相

信这可以免去不少人的排队之苦，也

能让医院不那么拥挤。”

医联体：让老百姓能在家门口生娃

人满为患的产科病房

省城大医院产科“一床难求”
医生每人每月平均接诊近50个产妇

从产检开始，准妈妈小叶就吃够了

等待的“苦头”。

“一开始没经验嘛，不知道可以预

约挂号。早上6:30去医院排队，信心满

满以为肯定是第一个，没想到到了医院

发现前面已经排了满满的人。”

小叶说完自己产检的“惨痛”经历，

还不忘补一句：“不怀孕不知道这大医

院的滋味，我算是领教够了。”

可被问到一个月后打算在哪家医院

生娃，小叶还是毫不犹豫选择了自己做

产检的这家知名医院。“这是我的第一个

孩子，再苦也不能苦了他（她），不能让他

（她）从出生开始就比人家落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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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磊是安徽省妇幼保健院产二科

主任，前天下午3点50分，她从病房出

来，正要赶去开4点的会。

“你问我有多忙？这么跟你讲吧，

现在我们都不敢生病，就算生病也不能

请假，不然整个病区就要‘瘫痪’。”陈磊

的语速很快，像是一种随时准备投入

“战斗”的状态。

加上几张加床，产二科病区共有44

张床位，却只有6个医生。2014年12月，

这个病区一共分娩了273个产妇，平均每

天9个产妇；若是摊到每个医生头上，相当

于每人每个月平均要接诊近50个产妇。

“这个月到今天（14 日），已经生了

122 个，看样子是要超越 273 个的节

奏。”护士站的一位主管护师说。

就在市场星报记者和陈磊聊天的

10分钟里，又有两个产妇入院待产。“现

在床位又是全满，晚上要是再来产妇，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护士说，这种

情况每天都在病区上演。

据该院工作人员介绍，医院共有5

个产科病区，情况都和二病区差不多。

“还有个病区一个月生了290多个呢！”

陈磊苦笑。

和陈磊一样，安医大一附院产科病

区副主任杨媛媛也坦言，现在来医院生

孩子的产妇越来越多，这让医生和护士

都有些“吃不消”。2014年，2966个宝

宝在安医大一附院平安降生，其中2004

人是高危儿，这更让该院的医护人员不

得不时刻绷紧神经。

“我好几次晚上值班，都接到产妇

家属打来的求助电话，说要来生孩子。

但医院实在没有床位，怎么协调都不

行，还有家属急得在电话里破口大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甲医院医生吐

槽道。

医生诉苦：每天连轴转，忙得生病也不敢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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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妈妈吐槽：苦等床位，只为让娃“赢在起跑线”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至今已将近

一年，全国各地按照新政降生的“二宝”

也越来越多。截至2014年10月31日，

我省共有23438对夫妇领取了“单独两

孩”准生证。

仅今年元旦假期，省城就诞生了数百

个“新年宝宝”，其中不少是“单独两孩”。

“我是‘80后’独生子女，从小就一直

觉得比较孤单，总梦想着有个姐姐或者妹

妹该有多好。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生二

胎。”罗女士是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如今

她怀上了“二宝”，预产期就在今年4月。

黄女士的理由则更简单，“我现在

28岁，就是想趁年轻再生一个。”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方向东

告诉市场星报记者，随着“单独两孩”政

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单独”家庭决定

生二胎；加上合肥城区扩大后，人口不

断增多，近一年来医院的接诊量增长明

显。据他介绍，2014年，在该院分娩的

产妇突破20000人，其中有不少是合肥

市以外甚至省外的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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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大型综合性医院

优势：大型综合性医院的产科优

势在于科室和各科专业人员齐全、技

术水平较高，孕妇一旦出现孕期并发

症，可及时在综合性医院各门诊科室

得到会诊和处理。除了妇产科外，综

合医院还有外科、小儿科等各种部

门，因此在出现紧急情况时，还可以

及时接受治疗。

劣势：人多，等待时间长，准妈妈

要做好床位不足、睡走廊的准备。

NO.2 妇产科医院

优势：从设施与规模的角度来看，

妇产科医院与综合医院不相上下，甚

至在妇产科的专业技术水平上会高于

其他类型的医院。而且妇产科医院具

有专门的产前检查系统和为孕妇而设

的特殊门诊部，可以让准妈妈感受到

无微不至的关怀，在产后也能够综合

且有系统地进行产后护理。在这一点

上比大型综合医院优越不少。

劣势：等候诊疗的时间同样很长，

同样会存在床位不足的现象。而且对

于有妊娠并发症的准妈妈来说，可能

对治疗的针对性不强。

NO.3 民营医院

优势：在规模与设施方面，不同的

民营医院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这里

着重讨论的是贵价的民营医院。民营

医院环境优美，很多配有各种尖端的

医疗设备，可以给准妈妈及家人提供

人性化服务，让准妈妈有家的感觉。

而且产妇家属还享有多项特权，可以

全程陪同产妇，有利于增进夫妻及亲

子关系，有助于产妇顺利分娩。

劣势：价格与其他两种类型医院

不可同日而语，适合家庭经济条件优

越的准妈妈选择。而且由于医生的数

量少，很难应付所有的紧急状况，因

此在紧急状况的处理上，民营医院可

能不如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

医院：产妇早出院，加快病床周转率

市场星报记者从省城多家医院了

解到，从去年开始，医院产科就几乎

一直处于饱和状态，甚至出现了“爆

棚”情况。

合肥市滨湖医院产科医生说，去

年8月份以后，产科门诊和住院人数

增加就比较明显，“100多张床位住得

满满当当。”

在安医大二附院产科，一位产妇

家属说，已经在走廊的加床上住了一

天了，何时能转到病房还不知道，“人

太多了，这个加床也是排队排到的。”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更不用说，

1000张床位，几乎没有空过，每天几个

产区的手术室都排满，“有时候一个晚

上有十几名产妇通过急诊进来。”

省城大医院产科“一床难求”，这

使得不少医院不得不加快病床周转

率。在安徽省妇幼保健院，顺产的产

妇如果恢复良好，24小时即可出院；

即使是剖宫产的产妇，也只需72小时

就出院。

安医大一附院也在筹建新生儿疾

病筛查中心，这样可以方便产妇在宝

宝出生后先出院，之后再带着宝宝来

做筛查，而不用在医院住满3天。

市场星报记者昨日从合肥市卫

生局了解到，相较大医院产科的人

满为患、“一床难求”，合肥市县区以

下的分娩机构并未饱和。“对整个孕

期都没什么健康问题的产妇来说，

这些机构完全有能力应对，没有必

要都挤在大医院。”合肥市卫生局相

关负责人说。

他建议，准妈妈及家属应及时了

解医院情况，不要只看中一家医院，

而是要提前多选几家，了解医院承受

能力后再做决定。整个孕期及时和医

院建立联系，尽量预约挂号，减少等

候时间。

对于市面上一些提供分娩服务的

民营医院，该负责人提醒，如果准妈

妈想要选择民营医院分娩，切记要提

前查清对方的资质，看其是否具备接

生条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

12330热线进行咨询或举报。

权威部门：孕期若无健康问题，不必非去大医院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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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类型分娩医院优势劣势大P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