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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孩政策出台後，男⼈們結紮越來越難了
「男性結紮⼿術是計劃⽣育政策下的產物，既然現在政策開放了，就沒有做這個⼿術的必要了。」
端傳媒實習記者 卓琳 發⾃新加坡 2021-11-10

江靜和丈夫第⼀次進⼊⼭東省某三甲醫院泌尿外科是在今年8⽉底。⼀個男醫⽣告訴他們，輸精管結紮⼿術可以做，
但要謹慎，⼀年當中來醫院做結紮的男性只有三到五例，⼜提及了男性結紮的⾵險和併發症。「（醫⽣）說⼀般都
是⼥性上環或結紮的⽐較多，」江靜回憶稱。
考慮了⼀個多⽉，他們決定預約做⼿術。然⽽，江靜丈夫在電話中被告知：國家下⽂不讓做了。被拒絕後，他們輾
轉另外幾家醫院，得到了「不做」的⼀致回覆，直到江靜的丈夫在外地成功找到了⼀家⼆甲醫院。國慶前後，網上
熱議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減少⾮醫學需要的⼈⼯流產」的⽂件，江靜擔⼼國家對相關⼿術的管控會愈加嚴格，她丈
夫當天⽴即預約了第⼆天的⼿術。
事後，江靜將此次經歷發布在社交平台，得到⼤量關注和轉發。有⼈猜測，這是否與中國在今年5⽉底出台的三胎政
策有關，也有網友稱，⾃⼰的幾位朋友去北京的四家三甲醫院諮詢後發現，發現「隨時都可以預約去做」，這網友
反問：「到底是醫院不給你家⽼公做結紮⼿術？還是你家⽼公⾃⼰不想做？」



端傳媒採訪中國⼤陸多家醫院、醫⽣和普通市⺠，發現位於北京、河北、浙江、福建、江蘇、⼭東等多家⼤⼩醫院
均表⽰不能做這個⼿術，同時，這幾年被多家醫院拒絕做結紮⼿術的情況並不罕⾒，他們有的是已婚、尋求根本性
避孕的夫婦，有的是丁克家庭，有的是單⾝、決定不⽣育的年輕男性。對於他們的訴求，有的醫院要求提供結婚
證、⼆胎證明，有的說「政策不⽀持」，有的表⽰沒有做過這項⼿術。
廣東某⺠營醫院的⼀名管理者向端傳媒記者透露，他們並沒有收到政府下發禁⽌做輸精管結紮的相關⽂件。但他認
為，由於當前國家的⽣育政策發⽣了變化，從禁⽌多⽣到⿎勵⽣育，某些政府醫院為了緊跟政府政策，才以國家下
⽂的藉⼝來推託。這些年，他所在的醫院也很少有⼈來做結紮⼿術，不過他表⽰，如果患者在醫⽣多次勸阻之後仍
執意要做，會讓他簽署⼀份⽂件，後續任何問題由病患承擔。
「國內是這樣的，他（政府）不會下通知，醫⽣不願做，病⼈也不願做，這事就慢慢不做了。」河北省某縣級醫院
泌尿外科醫⽣李樹仁對端傳媒表⽰，由於談論國家政策，他選擇使⽤化名。
今年約50歲的李樹仁記得，在以前嚴格執⾏「⼀孩政策」的時候，被查到超⽣的夫婦經常被叫到醫院做結紮，有的
甚⾄「被綁着來」，當時他得不得⼀遍遍「做思想⼯作」，告訴他們：男性結紮⼿術規模很⼩，對⾝體沒有什麼⼤
危害。

2016年10⽉28⽇中國北京，當中國婦⼥接受培訓成為合格的保姆時，塑料嬰兒放在桌⼦上。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不⽣兒⼦怎麼⾏」
2019年夏天，已婚六年的徐濤在廈⾨⼀家三甲婦幼保健院掛了⼀名主任醫師（醫⽣職稱中的最⾼級別）的⾨診號，
想做男性結紮⼿術。他表⽰⾃⼰和妻⼦不打算⽣孩⼦。



這位醫⽣勸徐濤，現在不打算⽣孩⼦並不代表以後不想，醫院裏這整層樓的⼈都是為了⽣⼩孩⽽來的，那些不孕不
育的⼈的痛苦是他無法想像的，⽽他竟然要來結紮。「給我說了⼀堆，意思是你有這個⽣育能⼒，為什麼要親⼿把
它給那個，你不能剝奪你⽼婆做媽媽的權利。」
隨後，徐濤⼜接連被三家醫院拒絕。電話裏，醫⽣並沒有問他的具體情況，也沒有告訴他不能做的原因。
徐濤很早就萌⽣了不⽣育的念頭。⼩時候家境不太好，⽗⺟極其嚴苛，會⼲預他的各種⾏為。他記得，有⼀次⾃⼰
倒⽔時，不⼩⼼⽔濺出來滴在桌⼦上，⽗親的⼿掌突然就從上⽅掃下來打在他⼿臂上。15歲那年，⽗親去世，徐濤
原以為⺟親會對他好⼀些，但還是⽼樣⼦。他常想，乾脆⾃⼰過完這輩⼦就好了。
徐濤和妻⼦在⼀起已有⼗年。起初，妻⼦對孩⼦持「可有可無」的態度。為了說服妻⼦，徐濤經常給她舉⾝邊的反
⾯案例，後來妻⼦也向朋友直⾔「不想⽣孩⼦」。
2019年，徐濤被醫院拒絕結紮之後，決定做⼀次精⼦檢測，對⾃⼰的⽣育能⼒有個判斷。結果顯⽰，他完全符合指
標，甚⾄⾼於指標。徐濤稱，從那時候起，⾃⼰幾乎不敢再和妻⼦有性⽣活了。
直到今年3⽉，徐濤得知同事在多⽅碰壁後終於找到了成都⼀家⼆甲醫院做結紮⼿術，且只需要提供⾝份證和核酸陰
性報告，不需要其他證明材料。徐濤很快⾶往成都。
⼿術持續了半⼩時左右，由⼀位主⼑醫⽣完成。醫⽣把輸精管形容成電線：把牆壁（陰囊）破開之後，挑出電線並
剝掉絕緣⽪，再把電線剪斷，最後打個結。醫⽣在準備剪斷輸精管之前，還詢問了他⼀句：「你真的確定了嗎？」

2021年7⽉15⽇中國酒泉，中國⽢肅省沙漠中⼀個嬰兒的⼤型雕塑。攝：Wu Yelang/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徐濤的同事陳峰今年30歲，做結紮的時候還是單⾝，但已經決定好了以後要過丁克（DINK）⽣活。陳峰知道避孕藥
對⼥性⾝體影響不⼤，但⼼裏多少還是不舒服。在他看來，男性結紮是不會傷害到⼥性⾝體的⼀個避孕⽅式，「男
性結紮是微創⼿術，恢復快，傷害也⼩。」 同時，他也想從根源上杜絕懷孕的⼀切可能。
去成都做⼿術之前，陳峰被福建省七家醫院拒絕過。⼀家市級三甲醫院的醫⽣告訴他，他們沒有做過這種⼿術。該
醫⽣之後⼜表⽰，需要提供居委會的計⽣證明才能做。陳峰去找了居委會，居委會讓他去找街道辦，街道辦的⼈⼜
告訴他，他們不管這個事。
有受訪者同樣向端傳媒記者表⽰，她的丈夫2020年2⽉去⼀家省會三甲醫院諮詢結紮時，也被要求提供很多證明。不
過，也有受訪者稱，他們沒有被要求提供結婚證和⼆胎證明等紙質材料。
端傳媒向中國泌尿外科排名第⼀的⼀家醫院致電查詢，對⽅表⽰可以做輸精管結紮⼿術，但要帶上結婚證過去，
「家裏有的證件都帶着。」
最終，陳峰通過微博上的⼀位男科醫⽣博主找到了⼀家位於成都的醫院。然⽽，在今年5⽉中國出台「三胎政策」之
後，⼀位網友告訴陳峰，這家醫院已經不再給未婚男性做結紮了。陳峰表⽰，他在微信上向曾給他做⼿術的醫⽣求
證，得知確實如此。
去年，郭超在蘇州市⼀家三甲醫院做了結紮⼿術。當時他年僅23歲，碩⼠在讀。他向醫⽣撒謊稱，⾃⼰已經結婚，
且有了兩個⼩孩，醫⽣也沒有要求他出⽰證明。在此之前，郭超也被多家醫院拒絕過。有的醫院稱不開展這項⼿
術，有的醫院要求帶着結婚證和妻⼦⼀起來。
在⼀次旅⾏中，郭超遇到過⼀對六⼗多歲的丁克夫妻。在他看來，沒有孩⼦的⽣活會更⾃由，夫妻倆好像也更恩愛
⼀些。在看了⼀篇講述⼥性產後出現惡露、⼦宮脱落、漏尿等症狀的科普⽂章後，徹底決定以後要過丁克的⽣活。
他在學校⼀個匿名論壇投了稿，詢問怎麼樣能真正實現不⽣育。有⼈回覆，可以去結紮。
⼀名剛⽣完⼆胎半年多的⼥⼠告訴端傳媒，今年9⽉底，江西撫州⼀家三甲醫院的醫⽣得知她丈夫想做男性結紮時，
很驚訝，不建議他們做。當聽說兩胎都是⼥兒後，醫⽣的反應更⼤了，「不⽣兒⼦怎麼⾏」，「沒兒⼦的話還是慎
重考慮」。
她當即告訴醫⽣，他們決定不⽣了，醫⽣⼜繼續勸說：「還年輕，以後肯定還會想⽣」。



2020年3⽉1⽇中國武漢的⼀家醫院。圖：Getty Images

從強迫結紮，到拒絕結紮
作為⼀家縣級醫院的泌尿科醫⽣，李樹仁說，他早於⼗年前已經不再做男性結紮⼿術。⾄今，他們沒有接到關於禁
⽌該⼿術的明確通知，但他表⽰，醫院逐漸不開展這個⼿術還是和計劃⽣育政策的逐漸放寬有關，同時，作為⼀個
不可逆的⼿術，他們也擔⼼「這個⼿術得罪⼈」。
在很⻑⼀段時間，李樹仁不得不⼀直做這個得罪⼈的⼿術。⾃1980年開始，中國落實「⼀孩政策」，1982年⼜把計
劃⽣育列為基本國策，此後，李樹仁遇到過幾批被查到超⽣並強制叫來醫院做結紮⼿術的⼈。他記得，那時有⼀個
⼝號，「寧添⼀座墳，不添⼀個⼈」。
李樹仁在90年代初開始⼯作，他記得，1995年⾄1997年，以及2004年⾄2006年是當地縣城集中查處超⽣的年份，
這幾年間，他⼤概做了三四百例結紮⼿術，其中80%為男性。李樹仁說，他很同情⼀些被村裏強⾏綁着帶來醫院的
⼈，也很反感這種過於野蠻的⾏為，但他還是不得得努⼒給這些超⽣家庭的夫婦做思想⼯作，說服他們同意做結
紮。
李樹仁介紹，從技術和資源的⻆度，醫⽣更偏向讓男性來完成結紮的任務。⼥性結紮⼿術時間更⻑，程序更為複
雜，⼿術出現併發症的概率較⼤——早期，在技術不熟練的情況下，曾經出現過腸道損傷、腹膜炎、腹腔出⾎的意
外，⽽男性結紮⼿術更為簡單，併發症的機率低得多。
學習輸卵管結紮⼿術需要的時間也更⻑。李樹仁稱，⼤概需要半年或完成80到100例⼿術才能⽐較熟練地操作這個⼿
術。相⽐之下，輸精管結紮的快速掌握只需要⼗幾例⼿術的練習。



不過，翻查數據，在「⼀孩政策」年代，⼥性結紮⼿術的數量，還是⼀直超過男性。在中國執⾏的「計劃⽣育⼿
術」，包括男性結紮、⼥性結紮、⼥性放置⽣育環，以及⼥性強迫流產⼿術。在1978年憲法規定「提倡和推⾏計劃
⽣育」之後的⼗年內，男性結紮只佔⼥性結紮⼿術例數的30%，此後，⼆者的差距繼續拉⼤，再加上⼥性⼈流、
「上環」等，⼥性成為計劃⽣育的主要被執⾏者。

1980⾄90年代是中國強制執⾏計劃⽣育的⾼峰期。1982年⾄1983年，錢信忠擔任國家計劃⽣育委員會主任，任職期
間，他提出了「⼀胎上環，⼆胎絕育」的⼝號：⽣完⼀胎之後，⼥性「上環」，⽣⼆胎後，由夫妻其中⼀⽅結紮。
1983年，中國節育⼿術（上環、⼥性結紮、男性結紮）的數量達到了實⾏計劃⽣育政策時期的最⾼峰，分別為1775
萬、1639萬和425萬例。據恆⼤研究院的研究報告顯⽰，1982年中國15⾄49歲的育齡婦⼥規模為2.5億。
中國⼤陸⼀名研究⽣育與⽗職的社會學教授盧天欣對端傳媒表⽰，在這個時期，⼥性被當作執⾏計劃⽣育政策的⼀



個主要對象，其部分原因，是出於在⽣理上的政策執⾏有效性，⼀些決策者或實施者認為，即使給男性做了結紮⼿
術，⼥性仍然有懷孕的可能。考慮到議題的敏感性，該教授選擇⽤化名。
「因為懷孕必須是在⼥性的⾝體裏發⽣，所以就把注意⼒放在防⽌⼥性意外懷孕的環節上。」盧天欣說。
這名教授稱，節育環是在結紮⼿術之後才⼤規模推廣的。與相對複雜⾼危的⼥性結紮與個⼈意願不⾼的男性結紮相
⽐，給⼥性「上環」，成為當時政策執⾏的主要⽅式，但由於早期裝置的不成熟，以及後來沒有及時取環，「上
環」成為⼤陸不少上⼀代⼥性的痛苦回憶。據國家衞⽣健康委員會統計，1971年⾄2019年，放置和取出節育環的總
數分別為4.56億和1.22億例。
李婷婷今年32歲，她的⺟親，正經歷了計劃⽣育的「上環」。這是⼀個將含銅或激素的避孕器放置⼥性⼦宮內的⼿
術。她媽媽曾經對她回憶，當時⼿術過程中，⿇藥沒有弄好，導致⼦宮像被真⼑真槍割傷，疼得撕⼼裂肺，醫院外
頭都能聽到她喊叫的聲⾳。
兩年前，李婷婷在⽣完⼀胎之後向三甲醫院婦產科的醫⽣諮詢過避孕措施，醫⽣告訴她，上環吧。她反問醫⽣為什
麼不能讓男⽅去結紮。醫⽣回她：「男的⼀般都很難那個（接受）吧。」
「好像現在醫院的醫⽣都覺得⼥孩⼦應該上環，」李婷婷有些激動，「為什麼犧牲的都是⼥孩⼦？」
⾹港嶺南⼤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研究助理教授黎苑珊指出，宮內節育器（即節育環）在中國的⾼普及率和「⼀孩
政策」有很⼤關係，在過去計劃⽣育技術不是很成熟的年代，節育器是⼀個⾮常便宜且有效的選擇。
黎苑珊告訴端傳媒，宮內節育器並不只是在中國廣泛使⽤，它是聯合國⿎勵⺠眾去使⽤的、並且在其他國家也很普
及的⼀種避孕選擇。她表⽰，節育器本⾝的⾵險並不⼤，雖然少部分⼈可能會產⽣併發症，但很多臨床研究證明它
是⼀種安全有效的避孕⽅法，如果它是⼥性⾃由選擇的，那麼它具有為⼥性賦權的價值，讓⼥性掌握⽣育的⾃主
權。



2021年4⽉25⽇中國安徽⾩陽，⼀名新⽣兒在醫院新⽣兒護理中⼼的病房。攝：SheldonCooper/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盧天欣介紹，在1960年代避孕藥出現以前，⼀直缺少有效的、可靠的避孕⽅式，避孕藥的發明對⼥性解放起到了⾮
常重要的作⽤，使得⼥性能夠將懷孕的權利掌握在⾃⼰⼿裏。⽬前，在避孕藥的技術不斷改進後，除了對⼀些特殊
體質或疾病的⼈不適⽤外，它還是⽐較可靠和安全的。
與不可逆的結紮⼿術相⽐，宮內節育器可以隨時取出，不影響⼥性⽣育能⼒，⽽且⽐每天同⼀時間服⽤的避孕藥更
為⽅便。她表⽰，它在技術不太成熟的早期存在可能脱落、刺激疼痛、經⾎增多的問題，直⾄現在，它仍然有「脱
環」的可能，會⾃動從⾝體中排出。但她認為，如果醫⽣能夠嚴格執⾏⼿術，保證⼥性對它的⾵險、術後服務的知
情，宮內節育器實際上是⼀個有效的避孕⽅式。
盧天欣認為，無論是為男性或⼥性設計的避孕⽅式，技術本⾝的安全程度和個體的知情⾃願這兩點⾮常重要。其
中，知情⾃願意味着讓當事⼈⾃⼰選擇，並且保證⼥性對於這個技術的原理、潛在⾵險，以及事先、事中、事後的
各種醫療跟蹤服務有⾜夠知情權。
對於⽬前許多醫院拒絕為男性提供結紮服務，盧天欣認為，這影響了他們在避孕上的選擇⾃由。對於醫⽣以「國家
下⽂」的藉⼝來推辭做男性結紮⼿術的情況，「我覺得真是很不負責任，你可以明確說你做不了什麼的，不可以這
樣隨便這樣胡說有什麼政策等等。」
不過，儘管沒有國家⽂件，泌尿科醫⽣李樹仁現在也很拒絕給⼈做結紮⼿術。這兩年，李樹仁也遇到幾位想來做結
紮⼿術的男性，即使是個⼈意願強烈的，都被他⼀⼀勸阻了。
他認為，⼿術是為了治病救⼈，但輸精管結紮並不是治療疾病，⽽是⼀項可做可不做的⼿術。儘管它出現併發症的
概率很低，對⾝體也沒有⼤影響，但李樹仁認為，如果在陰囊上刺⼀個⼩⼝、剪斷輸精管只是為了達到避孕的效



果，並不值得，⼈們可以選擇其他避孕⽅式。
從強制結紮到拒絕結紮，李樹仁表⽰能理解這個局⾯的扭轉。在他看來，這可能會被西⽅社會視為「不講⼈權」，
但他認為，這是因為外國⼈沒有站在中國「國情和傳統」上考慮。
「他沒有站在中國⼈的⽴場上去看⼀個問題，他只從⾃⼰主觀⽅⾯去看，（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合理的。如果是站
在中國官⽅⻆度，國情和傳統⻆度，這個東西是很正常的。」李樹仁說。

「連我⾃⼰的爸媽都寧可讓我結紮，而不是讓我⽼公去做」
根據國家衞⽣健康委員會發布的《中國衞⽣健康統計年鑑2020》顯⽰，⾃中國政府在2016年實施全⾯⼆孩政策之
後，男性結紮⼿術的數量驟減；2015年全中國男性結紮⼿術為14.9萬例，2016年跌⾄3.5萬例，2019年下跌⾄4742
例。



江靜是80後⼥⽣，她的⽗親也在計劃⽣育政策下經歷了結紮⼿術。到了⾃⼰這⼀輩，她希望更⾃由地選擇避孕⽅
式，更多地考慮⾃⼰的⾝體。
懷孕對江靜⽽⾔，是⾮常困難的經歷。五年前，她第⼀次懷孕時遭遇了兩次胎停，不得不進⾏刮宮，流產⼿術繼⽽
造成了宮腔粘連和輸卵管梗阻。2019年，她終於再次懷孕，為了保胎，肚⽪上被注射了很多針肝素鈉。⽣產時，她



初選了順產，中途卻⼜不得不轉為剖宮產。回憶起這些，江靜覺得特別遭罪，如果再要⼆胎，「感覺命都快要沒
了。」
她覺得，⾃⼰絲毫不能再承擔任何⼀次懷孕的⾵險了。2020年底，江靜在⽣完孩⼦半年多後，對丈夫提出希望他去
做結紮⼿術。她說，⾃⼰在⽣育過程中付出了太多，⽽避孕是他們夫妻需要共同承擔的責任；如果丈夫去結紮，再
戴上避孕套，肯定就不會再懷孕了，⽽其他避孕⽅式都不是最保險的選擇。她表⽰，⾃⼰⼀個朋友在⽣完⼆胎之後
帶上了節育環，但後來還是懷孕了，捨不得流產，最後只好⽣下來。
起初，和⼤多數男性⼀樣，江靜的丈夫對結紮也有顧慮，擔⼼影響⾝體健康，以及有「被閹割」的⼼理負擔。江靜
查詢了很多資料，諮詢了做過該⼿術的網友，⼜從⺟親那了解到，結紮對⽗親的⾝體沒有產⽣什麼影響，最終才下
定了決⼼。
李婷婷在⽣完⼀胎的⼋個⽉後，⼜意外懷上了第⼆個孩⼦。在⾝體還沒有完全恢復的情況下，⼜要承受第⼆胎，她
決定做流產⼿術。當她換完⾐服躺在準備流產的⼿術室裏時，卻聽到了⺟親和丈夫在外頭哭，⼼⼀軟，⼜從⼿術台
上下來了。
在⼆胎快分娩之前，李婷婷和丈夫提出，不如他去結紮。起初丈夫很抗拒，⾝邊也很少有⼈做這個⼿術。第⼆天，
他給李婷婷發了⼀條信息，坦⽩⾃⼰⼀直覺得結紮有些可怕，怕⾃⼰以後「直不起來了」。後來，他考慮到不能再
讓妻⼦的⾝體受苦，也了解了男性結紮⼿術的傷害性確實⼩得多，才同意了這個提議。
今年年初，他們在杭州問了四家三級綜合醫院和⼀家私⼈醫院，被其中三家拒絕了。

「沒有⼈做這種⼿術，建議你去其他醫院再看⼀下。」 醫⽣這樣回絕了李婷婷。她的丈夫也因此打了退堂⿎，看到
這麼多醫院都不讓做，他覺得這個⼿術「肯定不怎麼樣」。
離開醫院後，他花了⼀千多塊錢買來了100個避孕套。結紮⼿術擱置⾄今，他們決定，等過陣⼦再去其他⼤醫院問問
看。
在諮詢醫⽣的那段時間，李婷婷和⽗⺟說了這件事情。她媽媽的第⼀反應是，「這哪⾏啊」，男的做了結紮以後不
能幹重活，不能累着，「他們說，那不廢了嗎？」
⼀名已經⽣育的⼥性告訴端傳媒記者，丈夫在去年2⽉被當地最好的三甲醫院拒絕做結紮⼿術後，她將這件事情告訴
了⾃⼰的⽗⺟，結果被罵了⼀頓，說他們夫妻倆「亂來」，⼜舉了很多例⼦來向她證明男性結紮會帶來種種⾝體問
題，⽽⼥性結紮則不會對⾝體有傷害。
「連我⾃⼰的爸媽都寧可讓我結紮，⽽不是讓我⽼公去做。」 她無奈地表⽰。



2020年4⽉14⽇中國⿊⿓江省綏芬河市，⼈⺠醫院內的醫務⼈員。攝：Huizhong Wu/Reuters/達志影像

黎苑珊認為，在中國當下的三胎政策下，國家要做的不是將規劃強加於⼤眾或⼥性，⽽應該給他們提供更多的途徑
和資源做出適合⾃⼰的理性選擇，這樣才能實現⽣育⾃主。例如，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資源和經費來⽀持男性避孕技
術⽅⾯的研究。除了避孕套和輸精管結紮之外，如果有更多⻑效的、可逆的避孕⽅式，個體和夫妻也能夠更好地規
劃⾃⼰的⽣育選擇。
陳峰和徐濤都認為，男性去做結紮⼿術時最重要的是克服⾃⼰的⼼理障礙。「⼀些刻板印象，覺得會陽痿，會變娘
炮，不是男⼈了，覺得被⼈閹割了。」陳峰稱。
在陳峰⾝邊的男性朋友中，更多的是反對聲⾳。朋友們並沒有在明⾯上說他做得不對或者不好，只是淡淡地表⽰——
沒必要。⽽⼥性朋友中⽀持他的⼈則更多⼀些，「她們會覺得我⽐別的男⽣好⼀點。」
陳峰認為，三胎政策主要對⼥性的影響⽐較⼤，其本質是限制⼥性找⼯作。「本來企業就不願意僱⽤⼥性，這回開
放三胎，他們就更有理由拒絕⼥性了。」他覺得，想娶妻⽣娃的男性最終是這個政策的受益者。
徐濤現在在核酸採樣組兼職，平時總和醫護⼈員打交道。他會把⾃⼰做過結紮⼿術的事情告訴⾝邊的護⼠們。「她
們總覺得我挺有擔當，她們都挺稱讚我的，」徐濤稱，他會得到來⾃年輕⼥性的百分之⼋九⼗以上的贊成票，⼤家
認為，他是挺⾝⽽出。

尾聲
在不同城市的三甲、⼆甲醫院做結紮⼿術的多位受訪者稱，⽬前費⽤⼀般在1000到2000⼈⺠幣左右，但無法通過社
會醫療保險進⾏報銷，需要⾃⾏承擔。



然⽽，杭州市⼀家三甲醫院的醫⽣給李婷婷和丈夫的報價⾼達兩萬多⼈⺠幣。隨後，他們去了⼀家當地⾮常有名的
私⽴醫院，醫⽣起初的報價是8800。聽到這個價格和之前的兩萬多相差過⼤，李婷婷有些驚訝，重複了⼀句：
「8800？」
醫⽣以為他們嫌太貴，便說「七千也⾏」，過⼀會⼜說「最低六千」。
「這中間我⼀句話都沒說，他⾃⼰⾃動砍價，我也是第⼀次⾒，」李婷婷回憶稱。
郭超向端傳媒表⽰，去年他在河南⽼家和江蘇無錫諮詢過多家醫院，其中⼀家無錫的私⽴醫院要價8000。
他追問價格較⾼的原因，醫⽣稱，貴了就不會影響他的性能⼒。
應受訪者要求，江靜、徐濤、陳峰、李樹仁、李婷婷、郭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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