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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怀孕38周+的二胎妈妈小吕
（化姓）发现，每天在肚子里欢腾的宝宝
突然安静了许多，她赶紧就医，医生检
查发现胎儿已经有缺氧征象，经及时实
施急诊剖宫产手术，母子平安。

三周前，小吕曾经因为“胎儿心律
失常，胎儿生长受限”在武汉市汉口医
院产科住院治疗。出院后，她格外小
心。上周，她发现原本每天在肚子里欢
腾的宝宝突然安静了许多，结合住院期
间医生交代的注意事项，她立刻意识
到，宝宝或许有危险了，赶紧来到武汉
市汉口医院就医。

接诊的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曾为红
迅速评估，在详细询问了孕妇的症状及
既往病史后作出判断：胎儿已经有缺氧
征象，决定立即为小吕实施急诊剖宫产
手术，以确保母婴安全。

手术中，医生发现胎儿的脐带竟然
打了一个“真结”，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倒
吸了一口凉气。这意味着，如果小吕继

续待产，出现宫缩，脐带可能因受到过
度牵拉而阻断血流，后果将不堪设想，
甚至会危及宝宝的生命。幸好小吕及
时就医，医生精准判断、迅速行动，母子
平安。

曾为红介绍，脐带是宝宝获取氧气
和营养的小小“高速公路”。然而，有些
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好动，一不小心，
脐带就会像这样绕成了“真结”，这可导
致脐带管腔部分或完全阻塞，进而影响
血液和氧气的流通，会直接影响胎儿从
母体获取血液和氧气的效率，进而可能
引起胎儿发育迟缓、宫内窘迫甚至死
亡。

专家提醒，脐带打“真结”，临床上
虽然很难早发现，但孕妈妈可通过以
下方式进行监测：自我监测胎动，在胎
儿缺氧早期，表现为胎动频繁；在胎儿
缺氧晚期，则表现为胎动减少，有脐带
异常的孕妇应高度重视胎动规律和变
化，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就诊。定期产

检，胎心监护可以提示宝宝是否存在
宫内缺氧，孕晚期建议每周做一次胎
心监护。避免剧烈运动，孕妇平时需
要注意休息，避免动作幅度过大、剧烈
运动等。适当减少触摸腹部的频率，
以免加大胎儿受刺激后兴奋的概率，
导致胎儿在宫内运动增多，造成脐带
打结的发生。此外，孕妈妈们也要注
意定期做超声检查，定期超声检查可
以观察脐带的血流情况，间接评估是
否存在异常。有条件的孕妇可考虑进
行更高级别的检查，以获取更详细的
脐带信息。

据《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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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
显示，在心脏病发作后，心脏通过免
疫系统与大脑“沟通”，促使机体更多
睡眠，以此来减少炎症、促进心脏恢
复。

美国芒特西奈伊坎医学院的研
究人员在论文中介绍，他们诱导部分
实验鼠发作心脏病，并使用植入式无
线脑电图设备记录大脑电信号。结
果显示，心脏病发作后，实验鼠的睡
眠时间迅速增加，并持续了一周。其
中，慢波睡眠（深度睡眠）时间增加了
3倍。

对心脏病发作实验鼠的大脑进
行研究发现，其血液中一种名为单核
细胞的免疫细胞被“招募”到大脑，并
利用一种名为肿瘤坏死因子的蛋白
质激活大脑丘脑区域的神经元，从而
使睡眠增加。这发生在心脏病发作
后的几个小时内，而对照组实验鼠未
出现这一变化。

进一步研究发现，睡眠中的大脑
会利用神经系统向心脏发送信号，以
减少心脏压力、促进恢复，并减少心
脏病发作后的心脏炎症。

研究人员还中断了一些实验鼠
的睡眠，结果发现心脏病发作后睡眠
中断的实验鼠心脏交感神经应激反
应和炎症增加，与睡眠未中断的实验
鼠相比恢复较慢。

随后，研究团队又进行了几项人
体研究。他们研究了心脏病发作后
一到两天的患者的大脑，发现与没有

心脏病发作的人相比，其单核细胞增
加，这与动物实验结果一致。

他们还分析了80多名患者在心
脏病发作后4周内的睡眠情况。结果
也显示，在心脏病发作后的几周内睡
眠不好的患者愈后更差。此外，睡眠
良好的患者心脏功能有显著改善，而

睡眠差的患者没有改善或改善很小。
研究人员表示，上述研究结果强

调了心脏病发作后增加睡眠的重要
性，并建议充足的睡眠应该成为心脏
病发作后临床管理和护理的重点之
一，尤其在睡眠经常被中断的重症监
护病房。

新研究：心脏病发作后增加睡眠有助恢复

家长提问：
我家孩子今年 15 岁，读初三，开

学没多久就开始用身体不舒服、不想
上某老师的课、压力大等各种借口请
假不去学校，这种行为在以往也出现
过，但升入初三以来更加频繁。请问
对于这样不愿意去学校、对学习很厌
烦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为什么孩
子不能积极面对初三的学业压力呢？

专家观点
北京市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心

理教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
影：当孩子对学习失去兴趣，甚至以
各种理由拒绝去学校时，家长要调控
好自己的情绪，理性且科学分析影响
因素，采取有效策略进行正确引导，
帮助孩子走出当前困境。

家长要准确识别孩子厌学、拒学
行为产生的信号。一般情况下，孩子
不存在突发厌学、拒学的行为，在行
为症状表达之前必然会出现情绪或
躯体症状等问题作为提示家长的信
号特征。如：时而心境低落、郁闷不
乐；时而感觉较为亢奋，表达走出困
境的“豪言壮语”；时而遇到困难就容
易感到挫败并想放弃；时而发生如头
疼、胃疼、失眠、感冒发烧等躯体化症
状；时而觉得愧对父母或老师，想取
得好成绩让他们高兴，却又不愿付出
持久的努力等。家长如果能够精准
识别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就能够及
时提供物质和心理支持为孩子赋能。

家长要精准分析孩子产生厌学、
拒学行为的原因。石影通过多年的
教育教学以及心理辅导实践发现，孩
子厌学、拒学的原因可以在学业、家
庭及环境三个维度上进行分析。学
业压力包括学科知识难度加大、作业
量大且难度增强、低效、无效学习、考
试成绩不理想等。家庭压力包括亲
子关系紧张、父母关系紧张、家庭氛
围不和谐、居住环境恶劣等。环境压
力包括同学间的欺凌、同学纠纷冲
突、师生间的矛盾、班级或学校氛围
不和谐等。家长要能够凭借观察孩
子情绪与行为、与其对话、家校沟通
等多种途径找准孩子厌学、拒学的原
因，才能够采取针对性措施助力孩
子。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走出厌学、拒
学的困境呢？石影为家长提供了四
个策略。第一，引导孩子辩证地看待
自己的学业表现，不再苛求学业成绩
的高低。第二，做好家、校沟通，与学
科教师共同寻找孩子的学科优势，以
修补其自我效能感。家长要坚定一
个信念，那就是孩子与自己比较，无
论怎样，他都可以从众多学科中找到
自己的优势学科，家长需要一双发现
的眼睛。

第三，“淘宝”其人格、为人处世、
学业等方面的特质、优点及亮点，寻
找并利用好适当的契机对其表达，以
激活其向上进取的内驱力。

第四，允许孩子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来把握学业进度、节奏、安排等，
不再强令孩子完成任何学习任务。

据《北京青年报》

家长如何帮助
厌学的孩子
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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