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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孕妇选择性再次剖宫产"

JY2D

$是我国剖宫产率异常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促

进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

I1MC2

$能有效降低剖宫产率%该研究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主要从
I17

MC2

的益处和风险&

I1MC2

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产科医生决策
I1MC2

的影响因素&

I1MC2

风险决策辅助

措施
6

个方面对
I1MC2

风险决策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产科医生决策
I1MC2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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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孕妇选择性再次剖宫产#

"7

-"$&\+"#"

!

"'&$"*'#"'(*"$&\)(

"

JY2D

$是我国剖宫产

率异常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

&

!随着我国+全面二孩,

等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将导致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

孕妇的比例不断增加"而
JY2D

导致的高剖宫产率将

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卫生问题!促进剖宫产术

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

&#\'-)[-',)#'[&"#$"*'#"'(

*"$&\)(

"

I1MC2

$"是降低剖宫产率的有效策略之一"

被法国妇产科医师协会#

RW13

$指南推荐为无阴道

分娩禁忌证剖宫产术后妊娠的合理选择%

4

&

!然而"由

于
I1MC2

存在子宫破裂)子宫内膜炎等医疗风

险%

5

&

"决策
I1MC2

的过程是一种风险决策!因此"

本文将国内外剖宫产术后妊娠孕妇及产科医生对

I1MC2

风险决策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

!

I1MC2

的益处与风险

!!

I1MC2

是指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经阴道试产"

其概念侧重阴道试产这个过程(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

阴道 分 娩 #

+'

L

\('-,\#&] '[&"#$"*'#"'( B"-\+"#

.

"

0FC2

$指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成功经阴道分娩%

6

&

!

有研究表明"与
JY2D

相比"经阴道试产成功者的母

婴住院及康复时间缩短"并减少了产后发热)血栓等

并发症发生率及输血率%

8

&

(且前者经济成本较低%

=

&

!

然而"

I1MC2

虽然成功率较高"但导致子宫破裂和子

宫内膜炎的风险高于
JY2D

"一旦发生"可能危及母婴

生命!

UCRW

等%

>

&比较了
I1MC2

与
JY2D

两种分

娩方式导致子宫破裂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认为
I17

MC2

发生子宫破裂和子宫内膜炎风险的可能性更高!

因此"产科医生应与产妇充分沟通
I1MC2

的益处和

风险"促进符合阴道分娩条件的孕妇选择
I1MC2

!

"

!

I1MC2

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

"9!

!

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建议与支持
!

RTMDD1R

等%

<

&研究表明"提高
0FC2

率的重要因素有产科医生

和助产士对
0FC2

持积极态度)孕妇与医生共同决策

0FC2

)产科医务人员提供分娩方式准确性的信息(

UJJ

等%

?

&研究显示"由对
0FC2

持积极态度)高认知

得分医生照顾的孕妇有较高的
0FC2

率!

"9"

!

孕妇对
I1MC2

的风险感知
!

研究显示"剖宫

产术后妊娠孕妇对
I1MC2

和
JY2D

两种分娩方式

风险和益处的知识水平影响其分娩方式的选择"即风

险知识得分越高"选择
I1MC2

的比例越高%

;:

&

!孕妇

尽可能早地获得
0FC2

相关知识"平衡其风险与益

处"是促进
I1MC2

的重要因素%

;;

&

!

"9#

!

社会支持
!

孕妇在怀孕期间获得的来自社会)

文化和家庭因素)对分娩疼痛的恐惧)恢复期间所能

获得的帮助和支持等会与分娩方式决策冲突%

;;

&

!孕

妇配偶的分娩相关知识水平也会影响孕妇分娩方式

的选择"分娩相关知识水平越低"阴道分娩选择率越

低%

;4

&

!

"9$

!

价值观与分娩经验
!

研究表明"孕妇在生育方

面的价值观是决定其分娩方式的影响因素"其中"行

为信念#如安全性和准确性$和主观选择#如舒适)快

捷)方便$也是重要的权衡因素%

;5

&

!此外"孕妇对分娩

方式的选择主要基于以往的分娩经历"而不是基于对

子宫破裂等并发症发生率的了解%

;6

&

!

"9%

!

害怕分娩疼痛及担心
I1MC2

的安全性
!

MTR

等%

;8

&研究表明"孕妇不愿意
I1MC2

的原因有害怕

I1MC2

分娩疼痛"不想承担
I1MC2

子宫破裂的风

险"担心难产)不愿意冒险长时间分娩"不相信自然分

娩是安全的!

"9&

!

其他
!

PCTXCM

等%

;=

&研究发现"孕妇偏好
I17

MC2

的原因是康复较快)对自然分娩体验的渴望"而

偏好
JY2D

的原因是方便进行产后输卵管结扎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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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特定日期分娩等!王竞%

;>

&的研究显示"再次妊娠

孕妇的文化程度及医生对分娩方式的建议是影响剖

宫产后再妊娠孕妇选择分娩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产科医生
I1MC2

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

#9!

!

担心患者安全和规避医疗风险
!

有研究表明"

产科医生由于担心患者安全和规避医疗风险"以及受

到相关条件的限制如需要产科医生持续在场"具备随

时转急诊剖宫产手术的手术间等"减少了
I1MC2

的

选择%

;<

&

!也有文献报道"缺乏适当的技术设备进行分

娩监测"担心医疗风险是产科医生不选择
0FC2

的影

响因素%

;?

&

!

#9"

!

基于孕妇文化背景和风险偏好
!

有文献表明"

产科医生对分娩方式的选择会基于产妇的文化背景

和产妇的个人要求%

4:

&

!有研究显示"产科医生对
I17

MC2

的决策不仅基于客观医疗风险的判断"还会考虑

孕妇自身对分娩风险的偏好%

4;

&

!

#9#

!

临床证据结合自身临床经验
!

31ZYJZY

等%

44

&研究发现"产科医生认为自身专业经验)权衡风

险和利益的能力)基于临床证据提供标准化护理对剖

宫产术后妊娠孕妇尝试
I1MC2

有重要影响!

PC7

XCM

等%

45

&研究表明"产科医生认为临床指征和医学

证据对剖宫产后再次妊娠分娩方式的决策有重要影

响"且一些产科医生认为证据的整体质量较差"确定

0FC2

成功的孕妇存在困难!

$

!

I1MC2

风险决策辅助措施

$9!

!

I1MC2

评分公式和预测模型
!

目前"国内外许

多学者已构建了
I1MC2

风险预测模型"根据剖宫产

术后妊娠孕妇的年龄)阴道分娩史)宫颈成熟度评分)

体质量指数#

FXT

$)胎龄等客观指征评估
I1MC2

成

功率!

DXTIG

等%

46

&的
I1MC2

评分系统"纳入影响

0FC2

的相关因素"如先前有成功
0FC2

史)胎龄小

于或等于
6;

周)出现前次剖宫产异常指征)宫颈扩

张)前次剖宫产是低胎龄"每个变量基于阴道分娩可

能性赋予相应的分值"评分越高"

0FC2

成功率越大!

吴锦华%

48

&根据既往阴道分娩史)入院临产)新生儿体

质量)瘢痕时限)孕妇身高这
8

项独立影响因素及各

自的回归系数建立预测
I1MC2

结局的模型"对临床

上筛选
I1MC2

的合适人群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也有研究指出国外个别
0FC2

预测公式对我国有一

定的借鉴价值"但仍需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
0FC2

预

测模型和风险预测公式%

4=

&

!

$9"

!

I1MC2

风险决策辅助工具
!

JXXJII

等%

4>

&

开发了信息方案决策和个性化分析决策两种决策辅

助工具对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分娩方式决策的影响"

信息方案提供阴道试产)择期剖宫产和紧急剖宫产相

关信息及母婴可能的结局"个性化决策分析孕妇在信

息方案组的基础上"再利用视觉模拟评分表衡量孕妇

对每种分娩结局的重视程度"结合孕妇期望和决策系

统中每种分娩方式可能的结局"基于期望最大化的基

础上推荐一种首选分娩方式"结果表明"两种基于计

算机形式的决策辅助工具都能有效降低剖宫产术后

妊娠孕妇的决策冲突和焦虑"增加其分娩知识水平"

可提高
I1MC2

比例!

DG1YIJR

等%

4<

&应用以渥太

华决策框架形式的决策辅助手册"结合循证信息"向

孕妇呈现
I1MC2

和
JY2D

两种分娩方式的风险和

益处"鼓励孕妇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需求和偏好做出

个人选择"增加了孕妇知识水平"同时减少了决策

冲突!

$9#

!

I1MC2

风险知识宣教
!

V1RW

等%

4?

&研究表

明"由产科医生主导的健康教育和产前会议增强了孕

妇决策能力"减少了其不确定感和焦虑水平"且选择

I1MC2

的比例提高了
5<N

!

WCYHRJY

等%

5:

&通过

建立专门的产前咨询门诊联合标准化分娩管理顾问"

提供
0FC2

和
JY2D

两种分娩方式的益处和风险知

识"帮助
I1MC2

候选人决定下一次的分娩方式"提

高了
0FC2

率!

%

!

展
!!

望

!!

综上所述"我国剖宫产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

JY2D

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I1MC2

能减少母婴并发

症"促进产妇康复"降低经济成本"提高产妇满意度

等"是降低剖宫产率的有效策略之一"但也存在一定

的风险!上述国外研究表明"影响剖宫产术后妊娠孕

妇决策分娩方式的因素有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建议

与支持)产妇对
I1MC2

的风险感知)社会支持)价值

观与分娩经验)害怕分娩疼痛及担心
I1MC2

的安全

性等"影响产科医生决策剖宫产术后妊娠孕妇分娩方

式的因素有担心患者安全和规避医疗风险)基于孕妇

文化背景和风险偏好)基于临床证据及自身临床经验

等"为产科医生和剖宫产术后妊娠孕妇决策
I1MC2

提供参考!我国也有研究构建了
I1MC2

结局预测

模型"探讨国外
0FC2

预测模型及风险预测公式在我

国临床实践中的预测价值等%

4=

&

"但针对剖宫产术后妊

娠孕妇和产科医生
I1MC2

决策过程的体验)影响因

素和促进
I1MC2

干预方案的研究鲜见!因此"探索

我国产科医生和剖宫产术后妊娠孕妇关于
I1MC2

风险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构建适合我国促进
I17

MC2

的干预方案"以提高
0FC2

率"减少
JY2D

率"

从而改善母婴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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