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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生產本是一件讓人期待、開心

的事情，但是分娩過程的疼痛相

信讓準媽媽們都有不少的焦慮。雖說疼

痛的感受因人而異，但產（陣）痛幾

乎是數一數二無法忍受的疼痛了，母

體骨盆大小和胎位等因素也都影響著產

（陣）痛的程度。以下對減痛分娩的介

紹，希望能讓媽媽們和家屬有更完整的

認識！

產（陣）痛

分娩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產程

由子宮開始規律收縮、子宮頸軟化到子

宮頸口全開（10cm），有些初產婦此產
程可長達十多個小時。第二產程由子宮

頸口全開到胎兒娩出。第三產程則是胎

兒出生後到胎盤娩出這段時間。

產痛以第一產程子宮規律且慢慢增

強的收縮所造成的下腹痛最為強烈，隨

著產程進展及胎兒頭部下降擠壓，疼痛

會傳至會陰及肛門處，並且伴隨著便意

感。減痛分娩的意義在於有效的阻斷第

一產程痛覺神經的傳遞，讓下腹宮縮痛

減緩之餘，也能在漫長第一產程的等待

中獲得充分的休息及保持體力，一旦進

入第二產程，才能配合醫護人員的指導

用力，順利分娩胎兒。

減痛分娩

坊間一般所謂的「無痛分娩」其實

應該正名為「減痛分娩」，實行的目的

是為了減緩產婦待產過程中的不適，而

非為了讓生產完全不痛。方法可分為非

藥物類止痛和藥物類止痛兩種：

一、非藥物類止痛

包含了針灸、按摩、盆浴、拉梅茲

呼吸法等，但這類方法多半屬輔助的性

質，缺乏醫學上的實證來證明可以有效

的改善產痛。

二、藥物類止痛

1. 靜脈或肌肉注射嗎啡類止痛藥：可能
會抑制胎兒呼吸。

2. 吸入性麻醉氣體：少用，且會有廢氣
汙染等問題。

3. 硬脊膜外腔麻醉：目前所謂的減痛分
娩多半是指這種方法，本院亦是採用

這種方式。為目前醫界認定可信度

高、止痛效果好的方法，成功的硬脊

膜外腔麻醉，可以有效降低產痛 8∼9
成。在有經驗的麻醉科醫師執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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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常規的後續監控下，這種麻醉止痛

法，對母體和胎兒可說影響最小，相

對安全性最高。

硬脊膜外腔麻醉法

此種技術必須由受過正規訓練的麻

醉科醫師執行操作，才能避免重大的併

發症，提高安全性。產婦必須要配合醫

護人員的協助完成姿勢擺位，才能順利

進行。一般來說，產婦需要側躺，背靠

至床緣，身體與床面剛好呈 90度，頭
和雙腳都往腹部蜷曲，讓下背部拱出呈

現 C字形或蝦米狀。麻醉科醫師會在無
菌的操作下，將一透明的軟管從腰椎間

放置入硬脊膜外腔，之後便會由這個軟

管注入麻醉藥物，把感覺神經的傳遞暫

時做阻斷，藉此來達到減痛的效果，而

整個過程大約花費 10∼15分鐘。
減痛分娩的禁忌症包含了急產、神

經中樞或施打區域有感染情形、凝血功

能異常、休克（血壓低）、特定麻醉止

痛藥物嚴重過敏、特殊神經脊髓疾病、

曾接受腰椎手術、無法配合姿勢擺位

等。除此之外，基本上大部分的產婦都

可以要求施打減痛分娩。在施打前，婦

產科和麻醉科醫師也都會再次評估各別

狀況，來維護母親跟胎兒的安全。

硬脊膜外腔麻醉止痛並不會造成第

一產程的延遲，也不會增加從自然產轉

變成剖腹產的機率。因為使用的麻醉藥

物濃度低，穿透胎盤被胎兒吸收的量可

說是微乎其微，對新生兒的健康狀況沒

有影響。雖然研究上指出硬脊膜外腔麻

醉會造成使用產鉗或真空吸引等輔助生

產方法的機率提高，也會延長第二產程

（平均增加約 15分鐘），但靠著藥量
的調控，這些問題都可以獲得解決。根

據目前美國麻醉醫學會的準則，當產婦

開始感受到宮縮不適要求止痛時，就可

以評估進行減痛分娩，而不單純僅僅依

據子宮頸擴張的程度來判斷施打時機。

減痛分娩的優點不單單只是減緩疼

痛而已，它還能影響母體的生理變化，

疼痛會造成母體血壓攀高、身體耗氧量

增加及刺激腎上腺素分泌，這會造成子

宮胎盤的血流量下降，對子宮有效收縮

有不良影響。成功的減痛分娩可以讓這

些不利胎兒的因素獲得改善。然而減痛

分娩還是有些缺點，包含頭暈、噁心嘔

吐、血壓低、身體搔癢、不自主發抖、

尿液滯留、頭痛等，但這些症狀多半

輕微且隨著藥物代謝後就會改善。而較

嚴重的併發症則包含感染、血腫壓迫神

經、神經損傷等，但在有經驗的麻醉科

醫師評估及技術操作下，這類嚴重的併

發症其實是罕見的。另外有些人擔心從

脊椎附近打針會不會造成日後腰酸背痛

的情況，目前並沒有文獻紀錄顯示這兩

者間有相關性，也就是說，減痛分娩並

不會增加產後背痛的機率。

減痛分娩尚未列入健保給付，目前

仍需自費，但它提供一個選擇，讓媽媽

可以擁有較輕鬆的生產過程，家人們也

可以安心的迎接新生兒的到來！

學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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