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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湖南湘潭县妇幼保健院发生的

一起产妇死亡事件，让“羊水栓塞”产科专业词

汇被公众所知。在医疗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

“羊水栓塞”为何仍如此凶险？面对“恶魔的抽

签”，人类能否找到破解的办法？8月 14日，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朝阳医院产科主任路

军丽主任医师。

急性羊水栓塞被称作
“恶魔的抽签”

急性羊水栓塞被称作“恶魔的抽签”。路

军丽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在产科，发生急性羊

水栓塞的概率极低，但一旦出现则死亡率极

高，跟飞机失事的情况有点像。到底什么是羊

水栓塞？路军丽解释说，羊水栓塞是胎儿分娩

过程中，羊水通过静脉进入到母体血液循环，

引起母体对羊水中的物质产生的一系列类似

过敏反应，但它比一般的过敏反应更为严重，

有点类似于严重的青霉素过敏反应。“羊水通

过静脉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后，到达肺部，羊水

中所包含的有形物质会嵌顿在肺部的血管。

这些异物进入肺部以后，导致肺部血管瞬间发

生严重痉挛，同时释放出多种活性物质到肺间

质，导致肺功能丧失，患者出现呼吸窘迫，甚至

导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产妇出现大出血。”路

军丽告诉记者，“肺部羊水栓塞像是推倒了多

米诺骨牌一样，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

可能导致患者死亡。而一旦发生急性羊水栓

塞，患者死亡率在 80%左右。”

为什么急性羊水栓塞死亡率如此之高？

路军丽解释说，这是因为急性羊水栓塞来势凶

猛，孕妇有时只是轻轻叹一口气，或者轻轻咳

嗽了一声，心跳、呼吸就骤然停止，在短短的两

三分钟内，就可能夺走患者的性命。“一旦判定

为急性羊水栓塞，临床医生往往来不及抢救。”

路军丽告诉记者，治疗急性羊水栓塞一般需要

几个步骤：一是气管插管，二是输血，三是输

液。而输血首先需要配血，配血需要一定的时

间；血液复温也需要时间；止血的凝血剂平时

存放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环境中，使用时需要

先解冻；抢救患者需要开放静脉通道，整个过

程不仅需要时间，还至少需要 7—8 名医护人

员，很难在短短几分钟内组织好及时抢救。

急性羊水栓塞目前仍
无预防方法

路军丽告诉记者，羊水栓塞的临床表现非

常具有戏剧性，前几分钟产妇可能还在谈笑风

生，后一秒钟就开始呼吸困难，然后抽搐、心肺

衰竭就接踵而来，常常连急救都来不及，产妇

就七窍流血而死。就算能顺利抢救回性命，幸

存的产妇也往往会有永久性的神经伤害，例如

中风或成为植物人，对患者与家人都是很沉重

的负担。对胎儿的损害则要视能否及时将胎

儿产出，否则仍有可能因缺氧而留下永久性的

神经后遗症，如智力不足、发育迟缓等。

临床上，一旦发现产妇有羊水栓塞的情

形，通常会给予吸氧、输血、抗凝和心肺复苏

等方式抢救，另有一个重要的止血方法是切除

子宫。“有时切掉了子宫也救不了命，这是产妇

家属必须面对的现实。因为产妇在生产后，宫

腔是一个巨大的创面，每个创面都会成为一个

出血口，就像溃坝的大堤，血是喷出来的，根本

就堵不住。”路军丽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急性

羊水栓塞对于孕产妇而言，属于“恶魔的抽

签”，虽然中签率极低，但一旦抽中这个恶魔之

签，结局就是九死一生。“目前，急性羊水栓塞

还无法预防，尽管该病发病几率低，但任何产

妇都有发生的风险，而且医生无法由产前检查

做出预期。所以急性羊水栓塞是产科相当危

重的急症。”

急性羊水栓塞的几大
高危因素

路军丽透露，虽然无法预测产妇发生急性

羊水栓塞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有几大

因素会导致急性羊水栓塞发生的几率增加，医

生和患者都应该提高警惕。一是过强的宫

缩。子宫收缩过强时羊膜腔压力随之增高。

若羊膜腔压力显著高于静脉压，羊水就有可能

被挤入已破损的小静脉血管内而引起羊水栓

塞。正常分娩时羊膜腔内压可高于第二产程，

达到高峰很少引起羊水栓塞。但是，不恰当使

用宫缩剂则有可能导致过强宫缩，增加羊水栓

塞机会。因此，宫缩剂的使用必须小心谨慎，

严格掌握适应症。

二是胎膜早破及人工破膜。羊水栓塞大

多发生在胎膜破裂之后，偶尔可在尚未破膜

之时。胎膜早破，特别是在过强宫缩和急产

情况下的胎膜早破，往往使得在胎膜破裂时

由于胎膜与宫颈壁的急速分离，造成宫颈黏

膜血管扩张和损伤，加之羊膜腔内的高压，使

得羊水进入母体引起羊水栓塞发生。临床资

料表明，生殖道感染、急产和羊水过多、头盆

不相称等都是构成胎膜早破的主要原因。路

军丽告诉记者，对产妇来说，防止胎膜早破的

重点在于防止生殖道感染，妊娠后期禁止性

生活，避免负重和防止腹部被撞击；分娩时合

理使用宫缩剂；若为头盆不相称最好选择剖

宫产，这些措施可减少胎膜早破发生，降低羊

水栓塞的风险。

三是高龄产妇及多胎产妇。高龄产妇（35

岁以上的初产妇）和多胎妊娠也是羊水栓塞的

高危因素。所以，高龄产妇和多胎产妇分娩时

要严密观察，一般采用剖宫产终止妊娠，可减

少羊水栓塞的发生机会。此外，过期妊娠、巨

大胎儿及死胎容易导致难产、滞产，进而使得

产程延长，胎儿宫内窘迫几率增加；死胎可使

得胎膜强度较弱而渗透性增加，这些情况都可

成为羊水栓塞的高危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孕

期保健和检查，重视防治妊娠合并糖尿病，以

减少巨大胎儿的发生率。如果孕期超过 40 周

以上，应及时检查胎儿状况，决定是否终止妊

娠。对死胎要及时引产，以降低羊水栓塞危

险。另外，前置胎盘、胎盘早剥、羊膜腔穿刺、

剖宫产手术和人工流产及引产术等，都可能造

成病理性血窦开放而诱发羊水栓塞。

慢性羊水栓塞需要及
时应对
“除了急性羊水栓塞，临床常见的主要还

是慢性羊水栓塞。”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

中心副主任医师周燕博士告诉记者，慢性羊

水栓塞在临床上的表现并不典型，有的只是

表现为胎儿娩出后，产妇血氧饱和度上不来，

或者出现胸闷、心慌等症状，或者输血后血压

得不到改善等，这个时候需要给予产妇极高

的警惕，给予解痉、输血、吸氧等一系列对症

处理方法。

“羊水栓塞的最终确诊需要做尸检才能确

定，但国外的一项研究资料表明，60%的产妇

在分娩过程中都会有部分羊水进入到母体，但

大部分人都没有出现羊水栓塞的症状，这与个

人的体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路军丽如是说。

羊水栓塞：如何破解“恶魔的抽签”
本报记者 罗朝淑

海关推广上海
自贸试验区监管创新制度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4日电 （记

者陈瑜）海关总署 13 日部署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创新制度复制推

广，8 月 18 日起在长江经济带的 51 个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9月 3日

起在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

广；9 月 18 日起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以外的地区复制推广。

今年上半年经海关总署授权，上

海海关对外发布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集中汇总纳税”“保税展示交易”“先

入区后报关”等 14 项制度，近期又出

台了 5 项新的企业管理方面创新制

度，形成了“简政集约、通关便利、安全

高效”的制度创新经验，并初步释放改

革红利。统计显示，1月至 6月上海自

贸试验区新注册企业同比大幅增长

10.1 倍，企业物流成本降低了 10%，进

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0.9%，并且催生

了一批新型贸易业态。

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表示，要像

推进制度创新一样推进复制推广工

作，让苗圃变森林。他同时强调，复制

推广并不是简单的模仿照搬，一定要

结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

制度的适用性，有条件、按需求的来复

制推广。

福建边检加强
埃博拉病毒防控工作

科技日报讯（黄昱航 林晨晖）为

进一步做好埃博拉病毒防范工作，营

造和谐稳定的口岸通关环境。8 月 12

日，福建福清边检站执勤业务二科走

访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保税港

区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就构建联合防

控工作机制，严防埃博拉病毒从福清

口岸流入进行了沟通交流。

交流会上，检验检疫人员首先讲

解了埃博拉病毒的概述、生物学特性、

主要传染途径、临床表现、潜伏期、易

感染人群及预防措施等医学常识，并

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内、国际埃博拉病

毒的发展态势，重点讲解了现场处置

原则，强调了边防检查过程中防疫工

作的注意事项。同时，该科针对江阴

码头西非、南非远洋船舶多、航线途径

疫情高发区的实际情况，与检验检疫

人员进行了沟通反馈。随后，双方就

如何建立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明确处

置原则、完善处置程序等内容上进行

了深入探讨，对一线执勤官兵如何及

时有效的发现和防范埃博拉病毒提出

了宝贵意见，确保一旦港区发生疫情

能够迅速、有效进行处理。

通 过 此 次 走 访 ，官 兵 们 对 埃 博

拉病毒的防控知识有了全面细致的

了解，提高了科学防疫意识和水平，

进一步加强了边检部门与口岸联检

单位之间对重大突发事件合成处置

的沟通协作能力，为营造安全稳定、

和谐温馨的口岸通关环境打下了坚

实基础。

南水北调中线攻克
膨胀土地带施工难题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邓昆伦 李
新鹏）“为确保南水北调，我们在短时

间内成功攻克了膨胀土边坡处理、膨

胀土地层桥梁‘桩柱一体’施工等世

界级难题。”在南水北调淅川段 2 标

项目部，中国铁建十六局集团技术副

总工程师、地铁公司副总经理兼项目

经理郭保飞说。8 月 4 日，项目部总

结的管理成果《理顺安全、质量、工

期、效益辩证关系促进项目管理创

优》，获得了全国建设工程优秀项目

管理成果一等奖。

2 标位于河南南阳淅川九重镇，

被称为全线“标王”：施工技术难度最

高——整个线路穿过被世界级土建

专家称为“无法战胜”的中、强膨胀土

地质层，且最大开挖宽度达 420 米；

风险最大——在膨胀土地层中深基

坑开挖达 47.5 米，桩基钻孔达 98 米；

工 期 最 紧 —— 只 有 28 个 月 施 工 时

间；投资最大——全长 5.6 公里，累计

投资近 13 亿元。

膨胀土地带施工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如何控制土体自由膨胀率、如何防

治渠道边坡滑坡是最大挑战。项目部

积极组织技术攻关，通过仔细分析、反

复试验、填筑膨胀土试验段、请教国内

膨胀土地质专家等方式，最终决定将

弱膨胀土按最佳比例掺入水泥进行改

性后用于边坡回填，即挖出边坡后再

回填 1米到 2米厚的水泥改性土，并大

胆改进施工机械，成功破解了控制土

体自由膨胀率和预防渠道边坡滑坡的

难题，2014 年 7 月顺利通过了渠道充

水试验。

山东省济宁任城区积极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全区已成立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63
个，带动3万多农户从事特色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图为李营街道时庄村葡萄园。

王世友 倪澳丽摄

山东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是山东省唯一拥有小型汽车目录的重点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达10万辆。8月14日，山东龙眼港边防检查站
组织官兵到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参观，感受驻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深化官兵对第二故乡的认知。图为汽车流水生产线。

郭惠君 李金澎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晔 实习生徐羽宏）8

月 8日，数百名国内细胞治疗研究与应用领域

的专家聚首江苏泰州，以转化医学为切入点，

研讨细胞治疗技术的热点焦点话题。

在此次“2014 细胞治疗技术现状与未来

高峰论坛”上，国家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产业技

术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北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祥博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今年 3月，北科公司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临床

注册申请正式进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

标志着我国朝向干细胞产品升级和产业升级

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近年来，我国的细胞治疗研究快速发展，并

出现了一些喜人的临床成果，其中尤以免疫细胞

治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在

部分领域已经达到甚至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准。

但是，细胞治疗产业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与发展瓶颈，产业链条不成熟、重研发

轻产品、政策尚不完善等问题，正日益制约着

国内细胞治疗产业的良性发展。由于目前在

国内还缺少关于干细胞再生医学的法规和行

业标准，因此从 2007 年开始，国家主管部门不

受理干细胞任何相关产品，使得我国的干细胞

相关产品不能大规模应用，产品不能产业化，

是目前国内细胞治疗产业化发展的桎梏所在。

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们报告了多项

细胞治疗技术领域的科技新发现和创新研究

成果。其中重点报道了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技

术在治疗与改善肝脏疾病、免疫性疾病的新探

究研究成果，基于细胞生物学、免疫学、基因工

程研究的新一代自体免疫细胞治疗技术重大

突破成果。

胡祥博士介绍，国际注册的间充质干细胞临

床研究已有400余项，北科生物成立以来，进行了

数十项间充质干细胞和脐血单个核细胞技术的基

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干细胞技术在心血

管疾病、神经损伤性疾病、肝病、自身免疫性疾病、

内分泌系统疾病等重大难治性疾病的治疗方面具

有良好的安全性，并显示了初步的疗效。

我国干细胞产品产业化发展即将升级加速

新华社沈阳8月14日电（记者王炳坤）眼

下辽宁多地旱情创历史极值。记者13日在受旱

重灾区辽西彰武县采访时，却看到同一地块的庄

稼，路这边焦黄枯萎，路那边郁郁葱葱的不同景

象。基层干部和农民们说，覆不覆膜“两重天”，

节水滴灌成为他们灾年少减产的有效屏障。

一根根塑料管浅埋在地下，像打吊瓶那样，

将水一点一滴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土

壤；地面覆盖一层地膜，促使滴进的水分保持墒

情，不易蒸发。在彰武县兴隆山镇赵家村的节水

种植项目区，上万亩大田正在进行第三轮滴灌。

在地头工作的镇党委书记宁宇光说，别小看

这一管一膜，抗旱能力非常强。他扒开一穗玉米

察看，颗粒已具备一定坚硬度，玉米棒主体已经长

满，无明显减产迹象。这跟此前记者在很多地方

看到的玉米株苗焦黄、颗粒干瘪，形成鲜明对比。

节水滴灌是辽宁省从2011年起在西北部农

村地区实施的重点工程，采取省、市、县投入大

头，农民投入一小部分的方式，如今全省已完成

建设550万亩。而彰武县建设滴灌设施的土地

达7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5％以上。

彰武县水利局副局长王铁介绍，大旱之年

方显水的珍贵。跟大水漫灌相比，滴灌的节水率

超过40％，而且每次灌溉保持时间延长了3倍。

滴灌还能将肥料和营养物质一起灌溉到农田上，

减少施肥成本。“别说旱灾挽救了很多农田，即便

在风调雨顺的年景，节水滴灌也能帮助每亩玉米

增产200公斤左右。”

彰武县满堂红乡大板村农民田晓宇承包

120 亩果树，林下还种植了花生、地瓜等农作

物。由于新铺滴灌和地膜，记者看到的树林一片

翠绿。“种植大户不好当，最怕的就是自然灾害风

险。”田晓宇说，他身边很多村民由于怕费事、存

有侥幸心理，还是不愿参加滴灌项目。

辽宁：同一地块“两重天”节水滴灌效果好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4日电（记者蔡国
栋 潘莹）受有效降水偏低、主要河道来水偏少、

水库蓄水减少等因素影响，今年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部分垦区遭遇60年来罕见旱情。持续干旱导

致天山南北9个师、40多个团场农作物受灾，草

场大面积受旱，牲畜饲草料极为困难，部分团场

出现人畜饮水困难，对农牧业生产和职工群众生

活造成严重影响。

据新疆兵团水利局统计，截至目前，新疆

兵团有 441.679 万亩农作物、598.15 万亩草场

不同程度因旱受灾，2.924 万人和 3.03 万头大

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

4月以来，新疆南部地区气温持续偏低，山区

融雪量少，塔里木河上游来水量严重不足，造成塔

里木盆地北缘的阿拉尔垦区遭遇近15年来最严

重的旱情。记者近日在阿拉尔垦区采访时看到，

目前新疆兵团第一师用作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的

多浪水库已露出库底。

面对持续旱情，新疆兵团水利局、兵团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会同农业、气象、水文等部门

加强监测研判，及时掌握旱情发展趋势，制定

完善抗旱预案并监督实施；加强水库用水科

学调度，严控水库放水指标，并采取排渠水、

水库水、地下水及河道水混用的措施，尽可能

多引水、多蓄水。对旱情严重的地区加强水

资源管理，统筹生产生活用水，优先保证人畜

用水，严格控制灌溉定额，充分发挥高效节水

灌溉实施的作用。

新疆兵团部分垦区遭遇 60年来罕见旱情

科技日报讯 （房树芬 记者王春）华东理

工大学日前接到美国工程与技术鉴定委员会

（英文简称“ABET”）的正式通知，该校化学工

程与工艺专业已通过 ABET 认证并获得此项

认证所能给予的最长有效期。该专业由此也

成为大陆高校中首个通过 ABET认证的专业。

根据通知内容，华理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的 ABET 认证有效期可追溯到 2011 年 10 月 1

日，截止到 2020年 9月 30日，共计 9年时间，意

即，这段时期内这一专业的学生的所有专业学

分，都将被 ABET认证序列中的高校所认可。

据介绍，ABET 认证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

权威性和普遍性的认证体系，到目前为止，全

球已有超过 550所大学、2500个学院参加过该

项认证。与此同时，它的专业鉴定也是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获得执业资格的权威渠道。

“通过 ABET 认证，意味着这个专业的培

养体系已和国际接轨，毕业生素质和就业优势

都会有更大的提升。”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助理郭旭虹教授介绍说。

ABET 认证体系聚焦于每个毕业生在校

时是否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一主题，包括

“学生”“项目教学目标”“学生能力”“课程”“持

续改进”“教职员工”6 个模块。与国内认证最

大的区别是，该项认证非常强调以人为本和以

学生为中心，所以，认证主要就是考查所有和

学生培养有关的软硬件是否都能保证这个目

标的实现。

华东理工成大陆首家 ABET认证高校

据新华社电 （记者邓中豪）随着 8 月 10

日天津机场在唐山、保定、廊坊、白沟、胜芳等

5 个城市开设的城市候机厅同时投入运营，

天津机场在河北境内的异地城市候机厅已达

到 7 座。天津地铁 2 号线将于 8 月末直通天

津机场地下，届时北京南站与天津机场将实

现“全轨道接驳”，北京乘客经天津机场进出

将大大便利。

“‘首都机场撑得慌、天津机场吃不饱、河

北乘客出行难’，京津冀民航资源不平衡的现

象长期存在。”天津机场市场部总经理孙雨告

诉记者。

为方便河北乘客分享天津市的民航资源，

天津机场已在河北省设立多座城市候机厅，并

配备航空客票销售系统、自助值机设备及航班

查询系统，旅客可现场购票、机票变更、办理值

机手续。“新增设的 5 座城市候机厅均位于当

地长途客运站内，乘客在购票后可直接乘坐高

密度的长途客运班车抵达天津市。”

另外，随着首都机场容量趋于饱和，“天

路拥堵”等问题日益突出；而到今年 8 月底

天津机场 T2 航站楼投入使用时，天津机场

将最高具备年旅客吞吐量 5000 万人次的庞

大运力，运力严重闲置。分流首都机场过剩

客源，成为天津机场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

的重要任务。

据天津机场总经理阎欣介绍，为有效吸引

进出北京的客源，去年 11月 30日，天津机场在

北京南站建立城市候机楼，经天津机场进出北

京的乘客，可选择“京津城际高铁＋机场巴士”

的交通方式，整体费用颇具吸引力，“已经有很

多北京乘客开始从天津机场外出。”

阎欣说，到今年 8月底，天津地铁 2号线将

通达天津 T2 航站楼地下，北京南站与天津机

场航站楼之间将实现“全轨道接驳”，从北京南

站到天津机场的时间将缩短至 60分钟之内。

天津机场在河北 7地开城市候机厅
轨道交通将直通北京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