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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无痛”分娩仍有
痛点待解

2024年12月26日，徐佳(化名)
迎来了自己的二胎孩子，宫口开到
两指时她主动申请“无痛”分娩。

“麻药打上后就不疼了，虽然后来又
有轻微痛感，但是完全在可承受范
围内。”徐佳说，自己的生产速度不
算快，但是因为选择了“无痛”分
娩，过程“少遭了不少罪”。

“无痛”分娩，医学上称为分娩镇
痛。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
知》，确定了900多家医院作为第一
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推广以
来，全国分娩镇痛率已经从2015年
的27.5%提升到2022年的60.2%。

虽然大众对分娩镇痛的接受程
度越来越高，但是记者在采访调查

中发现，从医院角度看，该项技术的
应用推广仍存在一些痛点，包括专
职麻醉医生配备不足、医保报销压
力大等。

从27.5%到60.2%的跨越
徐佳不是第一次体验分娩镇

痛。4年前生第一胎时，她就打定
了“无痛”分娩的主意。“刚开始特
别疼，宫口开到两三指时，打了‘无
痛’，痛感才消失……”徐佳说，虽然
产程较长，“无痛”状态也只持续了
约两小时，但后来痛感大概只有之
前的两三成。

徐佳告诉记者，对于“无痛”分
娩的要求，丈夫、妈妈、婆婆都很支
持，“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老
人也知道这是一项非常成熟的技
术，没有质疑和担忧”。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的许茜有
着30多年的产科工作经历，据她回

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就有分
娩镇痛技术，但是鲜有问津，甚至连
医生都认为疼痛是生产的必经过
程，没有特殊情况无需“上无痛”。

2000年以后，随着分娩镇痛的
普及，许多年轻人开始慢慢接受并
主动提出，但却遭遇了老旧观念的
碰撞。

“一些年轻产妇想打镇痛，但老
人反对。”许茜说，他们顾虑麻药会
损害孩子大脑、延长产程、影响母乳
等。

2018年，我国开始大力推进分
娩镇痛工作，许多医院通过门诊、科
普等方式广泛宣传分娩镇痛技术，
使其覆盖率有了明显提升。国家卫
健委数据显示，与 2015 年相比，
2022 年 900 多家试点医院分娩镇
痛率从27.5%提升到60.2%。

许茜介绍，现在医院逐步推进
的“导乐分娩”“亲情陪产”也是分

娩镇痛覆盖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麻醉师不足是堵点之一
“无痛”分娩能极大减轻产妇的

生产疼痛，但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
现实原因仍有不少产妇排不上、用
不了。

采访中，青岛市立医院产科主
任瓮占平讲述了一个行业案例，一
综合医院的产妇半夜突然宫缩，提
出使用分娩镇痛，但值班麻醉医生
正在为一位外科急诊患者麻醉，待
他赶来时，产妇已经进入产房。

“对医院来说，堵点就是在于麻
醉师不足。”瓮占平表示，比如同属
于舒适化就医的无痛胃肠镜检查都
是集中在白天，可以保证比较充足
的麻醉师配备，但产妇生产时间不
可控，遇到晚上生产而麻醉师又不
多的情况，很难保证能及时实施分
娩镇痛。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麻醉中心
主任梁永新也表示，麻醉师不足确
实是许多综合性医院普遍面临的问
题。“当前我国麻醉师总数约有 10
万人，缺口达30万人。对于综合性
医院而言，当麻醉医生配备不足时，
其精力必将是倾斜于外科等有麻醉

‘刚需’的手术，弱化看似‘锦上添
花’的分娩镇痛。”

此外，医保报销压力大，也是分
娩镇痛中的一大“痛点”。“过去分
娩镇痛的费用没有纳入医保，1000
多元的费用全部由产妇自己承担，
纳入医保后，综合产妇全部生产的
费用，医院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确实
带来了一定压力。”梁永新介绍。

应注重培养基层医疗
机构的麻醉医师

梁永新告诉记者，分娩镇痛主

要包括椎管内麻醉镇痛、全身阿片
类药物麻醉及非药物镇痛等，现在
普遍使用的是腰段硬膜外注射麻药
的技术。

麻醉师为产妇注射麻药以后，
需要留观半小时以上，避免产妇产
生呕吐、麻药不耐受的情况，生产过
程也要保证随叫随到，及时处理各
种突发情况。

“剖宫产的麻药浓度是0.75%，
分娩镇痛是0.075%，前者打完后会
出现四肢无力感，后者不仅可以保
持行走，还能够保留盆腔和子宫的
感受，帮助产妇顺利生产。”梁永新
解释说，分娩镇痛并非绝对意义的

“无痛”，但可以帮助大多数产妇减
轻60%到 90%的疼痛，而且大量案
例证实，使用药物对产妇和新生儿
几乎没有影响。

梁永新表示，麻醉师数量总体
不足，也与国家相关专业招生、医院
编制有限等因素有关。

为应对麻醉医生不足问题，一
些医院也在积极协调。

例如，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麻
醉中心选派 15名专职从事妇产麻
醉的医生 24小时轮班为产妇提供
分娩镇痛服务，同时，配备一名麻
醉护士配合麻醉医生的操作；青岛
市立医院则是白天统筹调度麻醉
医生，夜间安排专职麻醉医生负责
分娩镇痛，有效满足夜间生产的需
要。

多位受访者也认为，应进一步
加大麻醉医师的培养力度，尤其为
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更多的麻醉医
师，提升其技术水平，满足医院和产
妇分娩镇痛的需求。

不过许茜也提醒，并非所有产
妇都适合分娩镇痛，比如胎心不稳
定、低血压、产妇有禁忌症等情况，
不建议使用。

预订的房型不存在？
2025年首个工作日，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对孙先生诉某科技公
司、某旅行社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作
出一审判决。原告孙先生说，他的
同事、朋友都支持他打这场官司，因
为也有人有过与他类似的经历。

2023年 9月22日，孙先生在某

科技公司经营的 APP 平台预订了
某酒店典雅家庭房 1间 3晚，入住
时间是2023年10月1日，房间总价
3503.22 元。孙先生收到了确认短
信，APP平台显示预订成功。

原告孙先生说：我在2023年的
“十一”跟家人要去苏州旅游，从北
京到苏州，然后在APP上订了个酒
店，但是他（指被告方）9月 28 日，
跟我说酒店因为房型错误无法入
住。因为我们全家4人，两个孩子
跟我、我爱人，他说酒店房型上错
了，是1间大床房，只能住两个人，
我4个人肯定住不了……

某科技公司客服打电话给孙先
生说，因公司未及时更新酒店房型
信息，导致孙先生订单里的房型在
某酒店里不存在，要求孙先生取消
订单。平台可以赠送孙先生一张

“消费 51元减 50元”的优惠券，孙
先生表示拒绝取消订单，要求某科
技公司履行订单。

孙先生说，当时临近“十一”，已
经找不到合适的酒店了。“因为我们
在平江路，去哪儿都比较方便，到那
个时候订房已经很不方便了。因为
临近‘十一’，价格每天都在变，涨
了好多。”

孙先生拒绝某科技公司后，提
供酒店预订服务的某旅行社打来电
话，说退还孙先生所交费用，可赔偿
预订时首晚房费价格钱款。孙先生
不同意。

“我临期去预订，第一根本就没
有房间，第二即使有房间也是正常
价格的 1到 2倍，他只是赔偿我在
预订时期首晚房费，那肯定是远远
不够的。”孙先生说。

不得不临时换了三家酒店
因为提前预订了一些限流的场

馆、游玩的项目，孙先生一家还是按
原计划出行了。

“实际上在苏州换了三家酒店，
因为没有连着的酒店了，在不同的
酒店之间奔波。无论是高铁也好、
酒店也好，包括后期游览的行程都
会造成很大的不便，他给我带来的
麻烦太大了。”孙先生后来还特意去
了订的这家民宿，“让他们的店长给
我做了一个澄清。首先他们并没有
与某旅行社或某科技公司有协议，
而且他给我书面做了证词，还给我
录了个视频，这个我都已经提交给
法院了。他们（指被告）提交了根本
就没有的一个房型，肯定是他们自
己的过错。”

起诉欺诈索要三倍赔偿
当年10月 4日，孙先生收到某

科技公司发送的短信，通知他酒店
订单取消，已付的三晚房款全部退
回他的账户。孙先生认为，某科技
公司在 APP 上显示错误的酒店房
型信息并收取房费行为属于欺诈，
侵犯他的合法权益。某旅行社作为

提供酒店预订服务方也有责任，孙
先生起诉要求赔偿三倍房价损失1
万多元。

某科技公司答辩强调，自己仅
为提供酒店信息展示的信息服务提
供者，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某旅
行社承认是自己的失误造成孙先生
在某科技公司 APP 上搜索到的房
型错误，但否认故意欺诈，当庭表示
愿意赔付孙先生第一晚的房费
1167元。

法院：不构成欺诈但有
重大过错

法院主要围绕被告方是否有欺
诈的故意进行了审查。

主审法官秦彬：经营者或者销
售者在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时
候，通过夸大产品或者服务效果，或
者隐瞒对消费者不利的一些商品和
服务的瑕疵，来获取不当的利益，或
者说使他的商品本来不具备这个价
格，而卖出相应的价格还是有图利
性。但是从这个案件来讲，他在订
单生成以后，付款之后，接受服务之
前，他主动履行了相应信息错误告
知的行为，还提供了一些替代或者
补偿的方案。虽然补偿方案消费者
不认可，但是从他的行为上来讲，还
是在止损，还是在避免消费者产生
更进一步的不便，所以看不出来他
有获利欺诈的目的性，所以法院最

终没有认定他构成欺诈。
法院认为，虽然某旅行社的行

为不构成欺诈，但其作为行业内具
有一定规模的旅行社，通过平台向
消费者提供酒店预订服务，应具备
专业的识别能力、完整的审核流程、
高效的化解机制。但其作为掌握数
据库内容、对接数据信息的服务者，
在无法保障准确提供数据信息、未
审核数据展示内容是否真实情形
下，放任错误数据在终端平台进行
展示，其行为明显存在重大过失，应
当承担因孙先生预订酒店时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赔偿责任。

侵犯知情权，一方面是要赔偿
消费者价格方面选择替代方案方面
的一些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法院也
是出于考虑保护消费者心理。基于
对消费者知情权、认知能力和消费
心理的保护，法院酌情按照消费者
实际支付的服务对价的一倍金额，
也就是三晚房价 3503.22 元，支持
孙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官建议，通过手机APP或者
网络平台挑选旅游套餐或者服务的
时候，除了选择较为知名的平台，更
要关注实际提供服务者的资质信
息。有很多消费者出去旅游，主要
关注方不方便、花多少钱，实际上没
有详细对比服务提供商到底靠不靠
谱，没有详细看服务的内容。关注
内容，也是能够降低遇到这种情况
的一种有效途径。

分娩镇痛能帮大多数产妇
减轻60%到90%的疼痛，但由
于麻醉师不足等原因，仍有产
妇排不上、用不了——

全国分娩镇痛率已经从
2015年的27.5%提升到2022
年的60.2%。从医院角度看，
推广分娩镇痛存在专职麻醉
医生配备不足、医保报销压力
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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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师不足、排不上队

推广“无痛”分娩仍有痛点待解

出游预订到“幽灵房”，法院：旅行社担责
判决按照消费者实际支付金额支持诉讼请求

春节打算出游的朋友，可
能已经开始做攻略了，除了机
票、车票，住的地方也要提前
预订。

如果预订好的酒店房型，
临出发前消费者被告知，房型
不存在，或者已无空房，甚至
到了地方发现网上预订的房
型不存在，该怎么办？孙先生
就碰到这种所谓的“幽灵房”，
在旅行社 APP 上预订的房
型，交费成功后一周对方通知
因工作失误，上传平台的房型
并不存在，孙先生为此将某平
台和旅行社起诉到了法院。
2025年1月2日，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对此作出了一审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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