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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的小王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曾经

进行过两次剖宫产。 近期，国家开放了三胎

政策，而她也是跃跃欲试，但她很疑惑自己

是否还能再次怀孕。

虽然剖宫产次数较多会导致怀孕和分

娩的风险较大， 但是临床上并没有规定剖

宫产次数的上限。 大多数进行过两次剖宫

产的女性还是完全可以再次怀孕的。 另外，

剖宫产之后再次怀孕的风险主要在于孕期

和分娩期， 所以剖宫产一般不会对受孕造

成影响。

对于女性而言， 两次分娩之间的间隔

最好大于 2 年。 在临床上，对于有生育要求

的产妇，如果曾进行过剖宫产分娩，一般建

议避孕 18 个月以上。 合适的分娩间隔不仅

可以防止子宫瘢痕破裂的风险， 也可以为

再次怀孕做好营养状态储备。

对于曾经进行过两次以上剖宫产的孕

妇在怀孕和分娩的过程中主要会有三方面

风险。 第一是子宫破裂的风险，但是这种情

况的发生率很低，所以不必太过于担心。 第

二是瘢痕妊娠和前置胎盘的风险， 虽然这

种情况的发生率也很低， 但是随着剖宫产

次数的增加，风险将会明显增加。 第三是由

于盆腔粘连造成的手术损伤风险， 经过多

次剖宫产手术后， 子宫和周围组织会产生

粘连， 再次手术时很容易就会损伤到子宫

的周围组织。

为了预防三大风险，曾经进行过两次以

上剖宫产的孕妇需要通过规律规范的产检

及早发现问题，例如通过孕早期超声判断孕

囊的着床位置并排除瘢痕妊娠、通过孕晚期

体格检查排查子宫瘢痕处有无压痛和破裂

的先兆迹象等。 同时，选择处理高危妊娠有

经验的医院进行产检和分娩也是有帮助的。

除了规律的产检外， 孕妇也要注意控制体

重、均衡营养、适当活动等。

曾经进行过一次剖宫产的孕妇在再次

怀孕时， 可以在医生的严格评估下于有条

件的医院进行严密监护下的顺产。 但是曾

经进行过两次或两次以上剖宫产的孕妇则

不建议进行顺产。

三胎时代已然来临 剖宫产两次仍能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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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许

多痣，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痣都会转变为黑色素瘤，

因此我们必须做到科学识

别与尽早治疗。

五步自查法轻松分辨黑色素瘤

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的常见疾

病。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有所

下降，心脏和血管逐渐“老化”，心血

管疾病的患病几率也会逐渐增长。

其实气候变化也会对心血管产生不

小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血

管功能会逐渐减退， 并容易发生动

脉血管硬化与形成斑块， 而这正是

老年人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最

根本原因。

老年人的心脏结构也会发生变

化，如心肌细胞肥大、心脏瓣膜钙化

等， 这会导致一些老年人出现活动

耐力下降、 活动时胸闷气短等心功

能不全表现。 老年人的心脏传导系

统也会发生老化， 并会出现如心动

过缓、传导阻滞、房颤等心律失常表

现。

此外， 不少老年人还合并有多

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其他慢性

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运动

减少、血脂异常、胃肠道疾病等，而

这些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

险。

目前已进入秋季， 天气渐渐凉

爽，昼夜温差变大，人体的外周血管

发生收缩、痉挛，血管阻力增加、血

压升高， 而且在寒冷刺激下人体内

儿茶酚胺分泌增多， 所以易导致老

年人的斑块破裂、 血小板聚集而形

成血栓，从而引发急性心血管疾病。

因此， 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需要适应气候的变化， 尽量减少晨

练等户外活动， 同时减少运动的时

间和强度。

为了应对心血管疾病， 老年人

应该遵循健康四要素，即戒烟酒、合

理膳食、适当运动和心理平衡，其中

心理平衡尤为重要。 其次要积极有

效控制各种危险因素， 特别是“三

高”，注意定期体检、规范合理用药，

避免盲目使用各种保健药物或器械

治疗。

秋季早晚温差加大 老年人应警惕心血管疾病

■ 戴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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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痣可变为黑色素瘤

根据痣细胞在皮肤中的深浅和

部位，可以将痣分为交界痣、皮内痣

和混合痣。

交界痣位于表皮和真皮交界

处，多见于儿童和青年，表现为淡

褐色至深褐色斑疹，表面光滑无毛

发，可生长于身上的任何部位。 因

为交界痣的痣细胞具有增生活跃

的特性，所以其有转变为黑色素瘤

的可能。

皮内痣完全位于真皮内， 最常

见于成年人， 表现为平坦或高出皮

面的棕、黑色结节，有时中央会有毛

发生长。 因为皮内痣无交界活力，所

以其不会转变为黑色素瘤。

混合痣既见于表皮亦见于真

皮层内，痣的中心部位多呈现为隆

出皮面的斑块且有毛发生长，而其

四周则绕以平滑而色素呈弥漫分

布的晕。 因为混合痣存在交界活

力，所以其也有转变为黑色素瘤的

可能。

五种方法自查黑色素瘤

由于一部分痣有转变为黑色素

瘤的可能， 所以当痣出现形状不对

称、边界不清楚、边缘不光滑、颜色

不均匀以及增大迅速、易破溃、出血

等情况变化时需格外注意。

我们可以使用五点检查法进行

简单的自查。 第一是要注意痣出现

不对称变化。 我们可以在痣的中间

画一条线， 并观察痣的左半和右半

部分或者上半和下半部分是否对

称。

第二是良性痣的边缘整齐，而

黑色素瘤的边缘常常不规则， 呈扇

形或有缺口。

第三是良性痣的颜色均一，而

黑色素瘤的颜色常常深浅不一，甚

至会出现蓝色、灰色、白色或红色。

第四是良性痣的直径往往较

小， 而黑色素瘤的直径常常大于 6

毫米。

第五是要注意观察痣的大小、

形状、 颜色以及隆起程度等情况的

变化，并留意是否有出现出血、结痂

等症状。

如果身上的痣出现了上述变

化，那么就要及时就医治疗。

治疗首选激光或手术

痣可以生长在身体上的任何

部位，正常的痣一般不需要治疗。

如果痣长在脸部和胸部等暴露部

位影响美观，可酌情采取治疗。 如

果痣长在四肢末端、 鼻咽等部位

或平日易受刺激与摩擦的颈部 、

腰部等部位则需多加注意， 出现

异常表现则需及时就医。 根据痣

的大小、 部位、 性质等情况的不

同， 痣的治疗一般可采用激光或

手术治疗。

对于直径小于 2

毫米且性质稳定的

痣， 可以采用激

光治疗去除。 激光产生的高强度辐

射能量可以将痣汽化、击碎，从而达

到去除痣的目的。 激光治疗可实现

随治随走且不易残留明显的疤痕。

对于直径较大、近期增大明显，

甚至出现颜色形态不规则、 破溃出

血等异常情况的痣， 需要采用手术

切除治疗。 手术可将痣一次性去除，

而切下的组织则需要进行病理检

查，并进行进一步诊断。 手术治疗的

疗效稳定可靠， 但是较容易残留明

显的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