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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妈妈：遭遇“困难模式”，我们要做啥
喜获新生宝宝，原本是一个令所

有爸爸妈妈都感到兴奋和值得庆祝的

时刻。事与愿违，一些“心急”的宝宝

早早从妈妈肚子里“跑”出来，让父母

感到十分恐慌和焦虑。早产宝宝出院

之后一路长大，让整个家庭进入带娃

“困难模式”。

我家宝宝是在我怀孕 27 周多就

出生了，在医学上被称为“超早产

儿”，比起胎龄较大的宝宝，会遇到更

多的困难和挑战。面对这些困难，我

们做父母的，除了战略上信念坚定、

战术上积极应对，别无他法。

一是要做心理上的调试，从心理

上接受宝宝早产的事实。我在出现临

产征兆之后，一度非常焦虑和害怕。

现在想来，除了把自己和宝宝交给医

生并且相信现代医疗水平，焦虑和害

怕大可不必。因此，接受自己有一个

早产宝宝这个既成事实，是父母要学

习的心理“第一课”。

宝宝住院期间，主管医生会在固

定的时间与家长沟通宝宝的情况。我

记得，医生第一次打电话，就强调“你

们要有强大的内心”。如果宝宝情况

平稳，医生报上体重、奶量、通氧量等

基本情况后，通话会很快结束。如果

在非固定的时间接到电话，那就意味

着宝宝遇到问题了。

有一次，我们大半夜接到医生电

话，说宝宝感染了，情况危急，正在全

力抢救，需要家长立刻赶到医院签

字。当晚我们一家人一夜未眠，盯着

手机，希望不要再来电话。几天后，所

幸救治及时、医生水平过硬，宝宝平

安度过危险期。

宝宝出院后，还遇到了感染新冠、

多次眼底筛查、神经运动评估、胆汁

瘀积、居家服药等，这与照顾足月宝

宝大不一样的情况。困难一个接一

个，但我的心理状态也慢慢地“皮实”

多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

要活下来就有希望。只有父母内核稳

定，宝宝才能得到力量。

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全面总结

自家早产宝宝的生理规律。“知彼知

己，百战百殆”，在带早产宝宝的经历

中也十分适用。

早产宝宝入院时，我还有时间查

阅超早产儿救治的相关报道和资料。

当时，我就学习了一些有关超早产儿

的护理知识。但当把宝宝抱在怀里的

时候，我发现“普遍的”和“具体的”还

是存在一定差距。这就要求家长作为

早产宝宝的第一责任人，修炼自己从

实际中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理性

处理问题的能力。

比如，早产儿大多有呼吸系统发

育不全的问题，需要对呼吸道感染，

也就是“感冒”予以高度重视。宝宝出

院后不久，就迎来了继早产住院之后

人生第二个“巅峰时刻”———感染新

冠。由于免疫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宝

宝的症状居然不是发烧、咳嗽，而是

嗜睡、脸色发青、呼吸暂停。当时，尽

管我知道宝宝一定躲不过新冠，但还

是吓坏了，用最快的速度冲到医院的

急诊科，及时进行抢救。

宝宝大约到纠正 6 个月、12 个月

的时候，分别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喉

炎、肺炎。几次下来，我也能够比较准

确地“预感”宝宝呼吸道感染的早期

标志性症状是什么———由于喉软骨发

育不良，感冒一般从呼哧呼哧的呼吸

声开始。

关于呼吸道感染，每个早产儿都

有脆弱之处，表现也不一样，这时候

就要考验家长的观察和总结能力了。

三是要汇集多方信息，精心呵护

早产宝宝健康成长。尽管关于早产儿

的报道比较多，但早产儿还是占少数。

因此，即使在早产诊治理念、儿童保健

已经比较先进的大城市中，早产宝宝

遇到的问题仍有很多难以达成共识。

关于接种疫苗的问题令我印象深

刻。国家对于新生婴儿接种疫苗有统

一的规划，几月龄应该打什么疫苗，

按照统一进度即可。

但是，当我拿着宝宝的出院记录

到疫苗接种机构报到时，保健医生按

照足月宝宝的标准仔细审查病历时，

发现有心脏“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

未闭”的诊断，便拒绝了疫苗接种。

这也让我再次为宝宝的健康问题

陷入焦虑当中：难道我的宝宝有先天

性心脏病吗？于是，我专程到医院挂

号，向相关的权威专科医生咨询。医

生告诉我，宝宝病历上记录的这些关

于心脏的问题，随着成长发育，出院

时已经好了，不再是威胁健康的因

素，是可以接种疫苗的。我这才放下

心来。

保险起见，专科医生为我开了心

脏彩超检查证明。我带着“未见异常”

的检查结果回到疫苗接种机构，保健

医生才同意接种。

每年的 11 月 17 日是“世界早产

儿日”。今年这个时候，我的超早产宝

宝差不多 1 岁了。不过，我的带娃之

路才刚刚开始，正如唐僧西天取经，

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我。作为

超早产宝宝的妈妈，我争取把自己修

炼成孙悟空：既有勇敢的心，也有高

强的本领！

宝宝提前出生让父母措手不及，不

过医院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父母较为

放心。当早产儿脱离危险、体重达到一

定范围后，就会出院，这时责任便会落

到毫无经验的父母身上。

《早产儿第一年：从 NICU到家庭

照护完全指南》凝聚临床一线早产儿护

理专家经验和智慧，从新生儿重症监护

病房（NICU）到居家照料，全程陪伴早

产儿家庭，帮助他们平安度过具有挑战

性的第一年。

全书共分八个章节，针对早产儿

父母各种困惑和问题对其进行了科学

指导。

“穿越风暴———NICU 里的你和宝

宝”介绍父母在 NICU里的初期体验，

在这一阶段如何照顾宝宝；“回家之

旅———从 NICU到家”介绍宝宝出院的

重要信号，如何为宝宝出院做准备，其

中涉及脱离医疗设备、管饲、服药等细

节；“浮在水面———在家照顾宝宝”处理

令家长头疼的问题，守护宝宝健康，避

免再次住院；“补充能量———早产儿的

喂养和生长发育”针对早产儿喂养困难

提出多种解决方案；“养育过程中的激

流险滩———宝宝肚子不舒服”帮助家长

应对早产儿常见的消化问题，如胀气、

大便不规律、便秘等；“深入梳理宝宝从

出生到一周岁生长发育规律”帮助家长

了解宝宝的气质特点、行为和沟通方

式；“浮出水面———父母自我照顾”介绍

缓解焦虑、疏解压力的方法，帮助家长

在照顾早产儿的繁重任务中保持健康；

“来自其他早产儿家庭的成功案例”收

录了多个早产儿家庭的生存故事和成

功经验，让新手父母收获过来人的鼓励

和安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科

医学部副主任李秋平评价道，“早产儿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早产儿的关注不

应该仅停留在住院阶段，或限于早产儿

本身。几十年来，我救治了无数早产儿，

目送他们从 NICU出院回到家中。对于

孩子父母而言，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这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介绍了

早产儿养育的知识，为处于茫然无助中

的早产儿父母提供了科学的指引。”

为早产儿回家提供科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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