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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孕产全书》

内容概要

　　迎接天使，你准备好了吗？怎样轻松、平安、顺利地走过孕育小宝贝的生命历程？孕期中，你不
知道什么？想知道什么？应该知道什么？⋯⋯《新编孕产全书》是一本较全面、系统的孕、产、育全
书，从优生优育的角度，以孕产期及新生儿期的保健为基础，就孕前、怀孕、分娩、养育（新生儿）
四个时期，分别叙述了孕妇、产妇、乳母、新生儿在各个时期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及具体的解决办法
，对广大育龄夫妇、妇幼保健工作者有实际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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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273(二)不同季节的产后养生／2741.夏季产后养生／2742.冬季产后养生/2753.春、秋季产后养生
／275(三)产妇个人卫生／2751.注意护发／2762.保护牙齿和眼睛／2763.产后洗浴／2774.乳房护理／279(
四)产后锻炼／2791.产后前10天的保健操／2802.产后10天后的保健操／280(五)产后精神、心理调节
／281(六)奶水不足与催乳、回奶/2821.奶水不足与催乳／2822.回奶／282(七)哪些情况不宜母乳喂养
／282(八)产后妇科检查／2831.产后检查的次数／2832.产后检查的内容／284(九)产后性生活／284(十)
产后避孕／2851.哺乳避孕／2862.自然避孕／2863.剖宫产后避孕／286四、产褥期常见问题与疾病(一)排
尿障碍及尿潴留／2871.尿潴留的原因／2872.尿潴留的对策／288(二)手脚麻木／288(三)头痛、头沉重
感／289(四)肌肉发硬和疼痛／289(五)便秘／289(六)贫血／289(七)宫缩痛／289(八)会阴缝合的伤口疼
痛／／290(九)耻骨联合分离／290(十)痔疮／290(十一)产后淤血停滞腹痛／290(十二)乳头裂伤、表皮
剥落／291(十三)乳汁滞留症／292(十四)产褥期抑郁症／292(十五)晚期产后出血／2931.胎盘和(或)胎膜
残留引起的晚期产后出血／2932.胎盘附着部复旧不全引起的晚期产后出血／2933.剖宫产术后子宫伤口
裂开引起的晚期产后出血／2944.胎盘息肉／2945.其他／294(十六)胎盘残留／295(十七)子宫复旧不全
／295(十八)产褥感染／296(十九)产褥中暑／296(二十)乳腺炎／297(二十一)膀胱炎、肾盂肾炎／299(二
十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后遗症／299(二十三)子宫脱垂、阴道前后壁膨出／299新生儿保健一、新生
儿的定义及其分类(一)新生儿的定义／303(二)新生儿的分类／3031.根据胎龄分类／3032.根据体重分类
／3033.根据体重与胎龄的关系分类／3034.根据新生儿期的早晚分类／303(三)新生儿评分／3041.心率
／3042.呼吸／3053.肌张力／3054.对刺激的反应／3055.皮肤颜色／305(四)新生儿的健康标志／3051.新
生儿的情绪／3052.新生儿的哭声／3053.新生儿的粪便／3064.吃奶的方法／3065.有否发热／3066.有否
呕吐／306二、新生儿生理发育特点(一)新生儿生理特点／3071.声音／3072.外观／3073.皮肤、黏膜的屏
障功能／3074.神经系统与感觉器官／3075.循环系统／3096.血液系统／3097.呼吸系统／3098.消化系统
／3109.营养代谢／31110.泌尿系统／31111.内分泌系统／31112.体温调节功能／31l13.酶系统／31214.免
疫系统／312(二)早产儿生理特点／3121.外观／3122.呼吸系统／3123.消化系统／3134.肝肾功能／3135.
体温／3136.神经系统／313(三)新生儿身心发育特点／313(四)新生儿异常发育征兆／314(五)新生儿的
胎龄与体重／314(六)新生儿的体温调节／3151.产热的过程／3162.散热的过程／316(七)新生儿的头围
与骨缝大小／3171.头围／3172.头部骨缝／317(八)新生儿的睡眠与觉醒／3171.安静觉醒／3172.活动觉
醒／3183.哭的状态／3184.瞌睡状态／3185.安静睡眠／3186.活动睡眠／318(九)新生儿生理性体重下降
／318(十)新生儿乳房肿胀／319(十一)新生儿阴道出血／319(十二)新生儿智力发育的影响因素／3201.
先天性因素／3202.后天性因素／320三、新生儿护理(一)新生儿的生活环境／321(二)新生儿的衣着
／323(三)新生儿洗澡／323(四)新生儿睡觉不要捆／1324(五)新生儿要注意保暖／324(六)识别新生儿的
粪便性状／325(七)新生儿早期智力开发／3251.情感交流／3252.语言交流／3253.音乐影响／326(八)新
生儿的脐带护理／326(九)新生儿要注射卡介苗／327(十)新生儿要注射乙肝疫苗／327(十一)新生儿要加
服维生素AD／328(十二)新生儿对药物的反应／3291.药物的吸收／3292.药物的分布／3293.药物的代谢
／3294.药物的排泄／3295.对药物的特殊反应／3296.乳汁中药物对新生儿的影响／330(十三)新生儿禁用
和慎用的药物/3301.四环素族／3302.维生素K3、K4及磺胺类药物、伯氨喹／3303.氯霉素／3304.链霉素
／3305.卡那霉素、庆大霉素／3306.吗啡、哌替啶、可待因等麻醉药品／330四、新生儿的喂养(一)母乳
喂养／3301.母乳喂养的类型／3302.母乳喂养的好处／3313.对母乳喂养的正确认识／3334.母乳喂养成功
的关键／3345.珍贵的初乳／3366.新生儿不宜哺乳前喂养／3367.正确的哺乳方法与姿势／3368.双胞胎新
生儿应如何喂奶／3389.了解母乳量的方法／33810.影响母乳分泌的因素／33911.母乳不足怎么办
／33912.母乳过多怎么办／34013.哪些母亲不宜哺乳／34114.乳母上班不能哺乳怎么办／34215.乳母应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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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药物／34216.乳母应慎用的药物／34217.母乳喂养中常见的问题／344(二)人工喂养／3441.新生儿人
工喂养奶量多少为宜／3442.用牛奶喂养新生儿加多少糖为宜／3453.给新生儿喂奶粉浓度多大为宜
／3454.新生儿不宜食炼乳／3455.牛奶煮奶糕喂新生儿不利健康／3466.人工喂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46(三)混合喂养／3461.混合喂养的方法／3462.母乳不足的哺喂方法／3463.混合喂养应注意的几个问
题／347(四)异常情况下的母乳喂养问题／3471.母亲患上呼吸道感染能否哺乳／3472.母亲是乙型肝炎病
毒携带者时能否哺乳／3483.母亲患产褥感染时能否哺乳／3484.母亲患高血压能否哺乳／3485.母亲患心
脏病能否哺乳／3486.母亲患糖尿病能否哺乳／3497.母亲患肾脏疾病时能否哺乳／3498.母亲患淋病能否
哺乳／3499.母亲患梅毒能否哺乳／34910.婴儿惠有半乳糖血症时能否母乳喂养／34911.早产儿如何进行
母乳喂养／34912.如何对唇、腭裂婴儿进行母乳喂养／349五、新生儿的检查六、新生儿常见症状及处
理(一)新生儿生理性体重减轻/350(二)新生儿生理性黄疸／351(三)新生儿头部包块／351(四)新生儿呕
吐／3511.喂养不当／3512.胃黏膜受刺激／3513.感染／3524.胃肠功能失调／3525.颅压高／3526.胃扭转
／352(五)新生儿溢奶／352(六)新生儿夜哭／353(七)新生儿哭闹／353(八)新生儿发热／354(九)新生儿
腹泻／3541.新生儿腹泻的主要表现／3542.新生儿腹泻的护理与治疗／354(十)新生儿便秘／355(十一)
新生儿鼻塞、打喷嚏／355(十二)新生儿皮脂溢出性皮炎/355(十三)新生儿红臀／356(十四)新生儿湿疹
／356(十五)新生儿舌系带过短／356(十六)新生儿隐睾症／356(十七)新生儿唇、腭裂／356(十八)新生
儿先天性肌性斜颈／357(十九)新生儿惊厥／357(二十)新生儿乳腺炎／358七、新生儿常见疾病与防治(
一)新生儿窒息／358(二)新生儿吸人综合征／3591.一般表现／3592.呼吸系统表现／3593.循环系统表现
／3594.中枢神经系统表现／359(三)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3601.轻度／3602.中度／3603.重度／360(
四)新生儿颅内出血／361(五)新生儿硬肿症／3611.发生季节与诱发因素／3612.病儿的表现／3613.治疗
与护理的注意点／3624.纠正器官功能紊乱／362(六)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3621.病因／3622.预防
／3623.治疗／363(七)新生儿肺炎／363(八)新生儿黄疸／3641.生理性黄疸与病理性黄疸的区别／3642.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的特点/3653.新生儿黄疸的危害／3664.黄疸的光疗／366(九)新生儿自然出血症／366(
十)新生儿结膜炎／3671.衣原体性结膜炎／3672.细菌性结膜炎／367(十一)新生儿脐炎／368(十二)新生
儿鹅口疮／369(十三)新生儿破伤风／369(十四)新生儿脓疱病／370(十五)新生儿先天性髋关节脱位
／370(十六)新生儿脐疝／371(十七)新生儿湿肺／371(十八)新生儿中耳炎和外耳道炎／372(十九)新生
儿败血症／372(二十)新生儿营养不良／3731.营养不良的发病原因／3742.营养不良的程度／3743.营养不
良的预防／3744.营养不良的治疗和护理／375(二十一)新生儿性病／3751.淋病／3752.非淋菌性尿道炎
／3763.先天性梅毒／3764.艾滋病／376(二十二)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3761.临床表现／3762.X线检
查／3763.治疗和护理／376(二十三)新生儿肝炎综合征／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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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要注意避开五六月份怀孕，因为7月天气湿热，食欲本来不旺盛，再加上妊娠反应，使得营养摄
入不足，容易影响胎儿的发育。同时也要避开10月怀孕，7月盛夏分娩。产妇的褥汗本来就多，如果在
盛夏酷暑分娩，气候闷热、潮湿就容易发生中暑，轻者头晕、胸闷、体温升高；重者高烧、昏迷，甚
至死亡。此时，也是皮肤感染、腹泻等疾病的多发季节，所以最好避免在盛夏分娩。    我国各地气候
条件差别很大，应该因地制宜来考虑，不可生搬硬套。总之，应根据当地流行病发生情况及营养供应
条件，选择适宜的季节怀孕。    冬季则不宜受孕，因冬季新鲜蔬菜和水果都较缺乏，微量元素和维生
素相对摄人较少，容易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而且，冬季气候寒冷，外出发生病毒感染的机会比较多
。大家知道怀孕初期的8周内为胚胎期，此期孕妇如被病毒感染，将直接影响胎儿，导致胎儿智力低
下或致畸形。    此外，冬季出外活动机会相对较少，门窗紧闭，室内空气不新鲜，如在室内生炉子取
暖，则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较高，容易使胎儿的致畸率上升，因而增加缺陷儿出生。因此，婚后夫妇
应该避免在寒冬受孕。    一月份正是三九或四九天，适值寒冬，此时也不适宜分娩。产妇在哺乳，给
婴儿沐浴或更衣时如没有很好的条件防寒保暖，容易着凉感冒。新生儿对寒冷的适应性也较差，上呼
吸道感染、肺炎等疾病也可能随之而来。所以不宜在四月份怀孕。    话又说回来，有了这种意愿并不
一定天遂人愿，有时候，“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怀孕的时机不一定如计划那样按期
进行，那么，一旦在其他时间怀孕就顺其自然好了。有人想如果不是按期怀孕就先流产，以后再设法
按期怀孕，其实这种想法也不完全正确。流产本身对人体是一种伤害，对子宫内膜也会带来一定的损
害，因此，流产以后是否一定能再怀孕要打个问号，是不是能一定按期怀孕更要打一个问号。因此，
奉劝那些已经怀孕的人就不要为没在最佳季节怀孕而懊悔，毕竟人类进化已经历了上千万年的适应过
程，一年四季都能怀孕生育。许多物质条件，尤其是新鲜蔬菜等，现在好多地方已一年四季均有供应
，所以胎儿的营养供应不成问题。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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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迎接天使，你准备好了吗？怎样轻松、平安、顺利地走过孕育小宝贝的生命历程？孕期中，你不知道
什么？想知道什么？应该知道什么？⋯⋯本书是一本较全面、系统的孕、产、育全书，从优生优育的
角度，以孕产期及新生儿期的保健为基础，就孕前、怀孕、分娩、养育(新生儿)四个时期，分别叙述
了孕妇、产妇、乳母、新生儿在各个时期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及具体的解决办法，对广大育龄夫妇、
妇幼保健工作者有实际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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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不错。但字太小了，排版也非正常书籍排版。是不是盗版书啊。
2、还好，挺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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