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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有许多值得向读者推荐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作者权威，由全国知名妇幼保健专家精心打造；第二个理由就是全面实用，从孕妇保
健，到产妇护理、新生儿及婴儿的护理保健、孕产妇及婴儿的安全健康饮食与保健都做了详尽的介绍
；第三个理由是系统、新颖，它汇集了诸多专家近几年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专业精华，内容前卫、时尚
；第四个理由也是最值得肯定的，即文字表达方式的通俗易懂，能极为有效地将原本晦涩的专业性知
识，转化为惠泽大众的常识。
相信广大读者一定能够从这本《孕产妇婴儿护理百科》中，获得许多实际的帮助和启示，成为你身边
必备而忠实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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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
从事围产医学工作20余年，专注于孕前保健、孕期保健、高危妊娠监测及管理以及优生优育咨询；擅
长妊娠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产科危重急症的诊断和治疗，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临床
经验。
已发表专业论文10多篇，参与撰写生殖健康孕期保健类科普书籍30余部。
获科学技术部华夏高科技产业创新二等奖，完成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妊娠高血压疾病与凝血相关并发
症的预防”及首都医学发展基金“子痫前期及并发症预测和管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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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孕妇的护理
  第一节  胎儿与母体的变化
    一、0～3周(1个月)
    二、4～7周(2个月)
    三、8～11周(3个月)
    四、12～15周(4个月)
    五、16～19周(5个月)
    六、20～23周(6个月)
    七、24～27周(7个月)
    八、28～3l周(8个月)
    九、32～35周(9个月)
    十、36～39周(10个月)
  第二节  孕期的日常护理
    一、温馨的生活氛围
    二、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三、孕期的正确姿势和动作
    四、孕期的卫生与修饰打扮
  第三节  孕妇的调养
    一、孕期饮食指导
    二、孕期营养需求
    三、孕期营养原则
    四、孕期可选择的食品
    五、孕期饮料的选择
    六、孕早期膳食举例
    七、孕中期膳食安排
    八、孕晚期膳食安排
  第四节  孕期特殊情况的处理
    一、癫痫病人怀孕怎么办
    二、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怀孕怎么办
    三、孕妇患有病毒性肝炎怎么办
    四、肾脏病人能否怀孕
    五、妊娠的生物致畸因素
    六、孕妇做X射线检查有害
  第五节  怀孕的保健
    一、孕妇患病应看医生
    二、孕妇早期要查白带
    三、孕妇要防治早期感冒
    四、孕妇要防治早期发热
    五、孕妇要防治心慌气促
    六、孕妇应防心烦意乱
  ⋯⋯
第二篇  产妇的护理
第三篇  婴儿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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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a.钾在体内的主要功能和缺乏症：钾在维持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正常代谢、维持
细胞内正常渗透压、维持神经肌肉的应激性和正常的功能、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维持细胞内外正常
的酸碱平衡和电离子平衡以及降低血压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如果人体钾摄入不足或体内丢失过多，导致体内钾总量减少，可引起钾缺乏病，使神经、消化、心血
管、泌尿和中枢神经系统等发生功能性和病理性改变，主要表现为肌无力及瘫痪、心律失常、横纹肌
肉裂解症和肾功能障碍等。
正常进食的人一般不易发生钾摄入不足。
钾摄入不足或缺乏多见于疾病患者或其他原因需要长期禁食或少食者，静脉补液时液体内少钾或无钾
也易发生钾缺乏。
引起体内钾丢失过多的原因较多，包括频繁呕吐、腹泻、胃肠引流、长期使用缓泻剂导致钾经消化道
损失，各种以肾小管功能障碍为主的肾脏疾病使钾大量丢失，高温作业或重体力劳动时大量出汗导致
钾经汗液大量丢失等。
 b.钾的适宜摄入量和食物来源：人体需要的钾主要来自食物，摄入的钾约有90％被吸收。
我国居民膳食钾适宜摄入量，孕妇每日为2.5千毫克。
大部分食物都含有钾，但是蔬菜、水果和豆类是钾的最好来源。
每100克食物中的含钾量，谷类为100～200毫克，豆类为600～800毫克，蔬菜和水果为200～500毫克，
肉类为150～300毫克，鱼类为200～300毫克。
每100克食物含钾量高于800毫克的有麸皮、赤豆、杏干、蚕豆、扁豆、冬菇、黄豆、竹笋和紫菜等。
 钠是人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常量元素。
自然界中的钠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的，食盐是人体获得钠的主要来源。
成年人体内含钠约6 200～6 900毫克或95～106毫克／千克。
体内的钠主要存在于细胞外液，占总体钠的44％～50％；骨骼中钠的含量也高达40％～47％；细胞内
含量较低，仅占9％～10％。
 a.钠的生理功能和缺乏病：钠是细胞外液的主要阳离子，在调节和维持体内水量的恒定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钠在肾小管重吸收时，通过与H+交换清除体内酸性代谢物，保持体液的酸碱平衡；钠还具有维
持细胞内、外液渗透压平衡的作用，参与糖代谢和氧的利用；钠与其他离子（钾、钙、镁等）浓度的
平衡，对维持神经肌肉的应激性是必需的。
 在一般情况下，人体内钠不易缺乏。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禁食或少食，对膳食钠的限制过严使摄入量非常低时；高温、重体力劳
动、过量出汗、胃肠道疾病、反复呕吐、腹泻等使钠过量排出体外时；或某些疾病，如阿狄森病引起
肾不能有效保留钠时；胃肠外营养液缺钠或低钠时；使用利尿剂抑制肾小管重吸收钠使钠丢失等原因
，造成体内钠含量的降低，并且未能及时补充丢失的钠时，均可引起钠的缺乏。
 b.钠的适宜摄入量和食物来源：孕妇的适宜摄入量为每日2.2千毫克。
钠普遍存在于各种食物中，但是人体钠的主要来源是食盐、酱油、盐渍或腌制肉类及烟熏食品。
人群调查与干预研究证实，膳食钠的摄入量与血压有关，并且血压随年龄的增高有20％可能归因于膳
食中食盐的摄入。
中等程度减少食盐的摄入量，可使高于正常的血压下降。
长期摄入较高量的食盐，有可能增加患胃癌的危险性。
 镁为正常妊娠所必需的营养素。
镁是多种细胞基本生化反应中必需的物质，也是人体细胞内的主要阳离子，70千克体重的成人体内含
镁约20～28克，其中60％～65％存在于骨骼，27％存在于肌肉，另外6％～7％存在于其他细胞，只有1
％左右在细胞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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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孕产妇婴儿护理百科(畅销版)》编辑推荐：对于新时期初为父母者来说，面临的一切都是新鲜而又
令人手足无措的新课题。
新生儿有哪些发育特点；新生儿该如何喂养、如何护理；如何进行早期培育；婴儿每个月的发育特点
有哪些变化；婴幼儿的营养特点有哪些；如何进行早期培育；如何进行饮食指导；如何进行智力开发
；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等都让初为父母者格外关心。
因此，王琪编著了《孕产妇婴儿护理百科(畅销版)》，对所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给予科学
的指导，使每一个宝宝都能健康地成长，从而迈好人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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