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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虎宝”出院了！2月1日，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一名出生胎龄25周零

3天、入院体重730克的新生儿，在106天里闯过重重“生死关”，创下

生命奇迹。

从出生时的730克到出院时的2700克，从生命岌岌可危到生命各项指标趋

于正常，奇迹的背后，是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团队过硬的医疗技术，是“

小虎宝”父母对他不离不弃的骨肉亲情，更是“小虎宝”对生命的强烈渴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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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2022年10月18日。伴随着一阵“120”的紧急呼叫声，一名25周

零3天的超早产儿在气管插管下从其他医院转入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

因为出生在虎年，医护人员亲切地称孩子为“小虎宝”。

 “小虎宝”母亲合并“胎膜早破”，由于胎龄太小，出生后反应差、皮肤青紫

、自主呼吸微弱，当地医院经过积极复苏抢救后，仍呼吸困难，病情十分

危急。



胎龄25周零3天

体重730克的超早产儿

是个什么概念？

市中心医院原新生儿科主任金德华形容：

皮肤薄如蝉翼、血管细如发丝、呼吸似有似无，整个身体仅有成年人手掌大

小，也就是身体各个系统都不能满足其生存所需。



“小虎宝”入院时只有医务人员手掌大小

“小虎宝”的抢救注定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有着过硬医疗技术和丰富

救治经验的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团队有信心。

因为早在2018年，他们就成功抢救了一名胎龄26周零4天的超早产儿

、超低出生体重儿，近年来也救治了多名出生体重800多克、900多克

的新生儿。



在充分评估“小虎宝”的情况后，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迅速成立由科

室高年资医护组成的专业救治组，由科室主任、护士长带队，全力

保证“小虎宝”的救治。

 呼吸困难，进行呼吸支持，通过脐静脉置管与PICC建立生命通道

维持内环境稳定；

 喂养不耐受，随即营养支持，集束化护理；

 面临感染、脑损伤等重重难关，随即抗感染……

新生儿科医护团队不分昼夜，时刻紧盯“小虎宝”的各项生命体征，密

切观察病情变化，并根据病情不断调整治疗方案。

在大家的紧密配合和精心治疗下，“小虎宝”一次又一次创下奇迹，接

连闯过了呼吸关、感染关和营养关，逐渐撤离呼吸机、成功脱氧、成

功建立全胃肠营养、成功脱离鼻饲顺利经口喂养……

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的特殊时期，“小虎宝”还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

挑 战 ——

新生儿科90%以上医护被感染，带病坚持工作。所幸，坚强的“小虎宝

”未出现相关症状，平稳度过。

每个早产儿都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幸运的“小虎宝”在经历106天的“闯

关大作战”后，体重达到2700克，各项身体指标趋于正常。



出院时，“小虎宝”父母为新生儿科团队送来一面锦旗表谢意，这既是

对新生儿科团队过硬医疗技术的肯定，更是对新生儿科团队良好医德

医风的赞赏。

“小虎宝”救治成功，标志着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超早产儿、超低出生

体重儿的综合救治能力迈上新台阶，也意味着我市危重新生儿救治实

力达到新水平。



据了解

出院后的“小虎宝”还需要配合早期康复，视力，听力，大运动，精细

运动发育，语言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等，逐步恢复。在未来的日子里

，市中心医院儿科团队将继续为“小虎宝”的成长护航。

名词解释：

集束化护理是一种建立在循证医学支持元素的护理体系，同时也是一种基于人文情怀

与科学依据的护理服务，可以显著提高患儿的整体疗效并降低并发症风险，促使患儿

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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