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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32 周的极低早产儿，因为气管
发育不成熟，生命力极度脆弱。转运到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的过程中，需要多种设备
支持，包括呼吸机、监护仪、压缩气源等，
从而防治各种“过低症”，如低体温、低血
氧、低血糖、低血糖等。

市妇儿医院作为宁波市危重新生儿
救治中心，浙东区域新生儿专科联盟牵头
单位，宁波唯一的国家级新生儿专培基
地，宁波市新生儿医疗质控中心单位，
NICU每年收治近千例危重新生儿。

这例首次跨省转运超早产儿的成功
救治，是市妇儿医院继2022年5月成功转
运救治台州三门的危重早产儿后，危重新
生儿救治辐射范围和转运能力的再一次
升级，标志着该院建设的新生儿转运救治
网络更加完善。

洪女士在信里回忆起三个月前
的情景——

3个月时间，看似很短暂，但对宝
宝来说，却是她生命开启的重要时
刻。还记得她出生的那天，我们当地
的医生说的那句话：这个宝宝甚至不
算早产儿，只能算一个流产儿。那一
刻，我是多么的崩溃。

身边的人都在安慰我说，没关
系，你还年轻，身体养好，孩子还能再
生。

那时候我没有哭，只是想，她都
己经26周多了，如果再多10天，就到
28周了，那就能养活了。为什么我没
有小心点呢？

可惜的是没有如果，在还没来得
及做任何准备的时候，她就出生了。
听见她啼哭的那一声，我流泪了，那
不是伤心，是我感受到了她生命的顽
强。

以前，我从没听说过超早产儿这
个词，也不知道医学已进步到26周出

生的宝宝还能存活。我当时能做的，
就是不想放弃她。

医生在了解我们的决心后，极力
抢救，可胎龄太小，体重太轻，救治对
于当地医院来说，是非常棘手的事
情。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当地医生
一再和我们沟通转院事宜。由于当
地医院缺乏相应的设备和转运经验，
只能等上级医院来接宝宝，可是转到
哪里去呢？也不知道哪家医院同意
来接她。

从茫然无助
到满心欢喜

超早产儿母亲
给市妇儿医院送了一封手写信
记录了她三个多月的心路历程

大家还记得三个多月前从江西
上饶转运到宁波市妇儿医院的超早
产儿吗？（详见本报4月9日A03版）

7月 10 日，小家伙出院啦。7
月 14日，小家伙到医院复查，刚好
是转运至甬的第 100天。医生说，
小家伙的奶量增加，大便正常，情
况良好，不过仍需继续复查。

从暮春到盛夏，这个小小的生
命，走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温馨的生
命旅程。小家伙的母亲洪女士，给
市妇儿医院医护人员写了一封满
满三页纸的感谢信，字迹工工整
整，字里行间满满是对孩子获得新
生的满心欢喜，以及对医护人员的
无比感激。

孩子出院了，洪女士觉得自己非
常幸运，她在信里写到——

三个月的时间里，宝宝的情况在
好转，偶尔反复之后，又会迎来很大
的进步。幸运的是，现在总算熬过来
了。医护人员的付出我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宝宝的体重从800多克，
到现在的3000多克，她已然是一个奶
乎乎的小宝宝了，现在能自主呼吸，
吃奶也很有力。

还记得那天我参与“袋鼠护理”

的时候，李艳红医生走进母婴室，问
我敢不敢把宝宝接回去自己带，我一
时还没能回过神来：她这就可以回家
了？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回家的路上，我开心极了。经过
10多次“袋鼠妈妈抱”，我学会了怎样
喂养早产宝宝，怎么判断她的精神状
态。昨天，还第一次给她换了纸尿
裤。

知道她即将出院，护土还贴心地
告诉我，回家要如何定时、定量喂养，

如何帮她洗澡，要多做抚触，多抱抱，
多聊天，如何练习追听追视。所有我
没想到的，医护人员都帮我想到了。
有位护士还特别提醒我说，她喜欢平
躺着睡。这份贴心，让我真切地感受
到，这三个多月医护人员的付出。

感谢这支优秀的团队，给了我们
家希望，给了孩子一个未来。愿每个
需要救治的宝宝都能遇到像你们一
样用心和专业的医生。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马蝶翼

对于三个多月前的那次千里转
运，洪女士更是记忆犹新——

转运的那天晚上还下着雨，高速
公路很堵。医生和护土一直在提醒
救护车司机，孩子太小，要稳一点，减
少晃动。从 4 月 6 日下午到 4 月 7 日
凌晨，对宝宝来说最关键的 10 多个
小时，她平安“闯”过了。

从那天起，我们的孩子就成了宁
波市妇儿医院 NICU 最小的住客。

我掰着指头，日子从一天一天地过，
到一周一周地过，再到一个月一个月
地过，感觉好漫长。

这些日子里，孩子的早产并发症
很多，呼吸窘迫、肺部感染、支气管发
育不良、脑出血、动脉导管未闭、肠胀
气、眼底病等等。这些医学名词，我
以前从未听说过，所以当时十分焦
虑，但又不敢过多去了解，就怕知道
越多，担心越多。

这期间，妇儿医院的医生和护土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总会主动
地给我讲孩子的病情，告知接下来的
治疗方案，再耐心地解答我的疑惑。
他们安慰我，这都是早产宝宝常见的
问题，只要给宝宝多一些时间，相信
都能挺过去，这让我心里轻松了很
多。我知道，我所要做的就是把宝宝
交给他们，给他们信任，因为他们是
最专业的。

回忆起为什么会把孩子转运到
宁波，洪女士是这样描述的——

转运超早产儿对设备，还有转运
团队的要求都非常高，当时对并发症
无知的我曾想过，就让她住在保温箱
里，能养多久是多久，但放弃的念头
从来没有过。

倍感绝望时，我在宁波的妹妹来
电告知，宁波市妇儿医院收治过很多
超早产宝宝，每年都有不少危重患儿

在那里得到救治。她一边告诉我这
个信息，一边就往宁波市妇儿医院
赶。

现在回想起来，她说她当时也不
知道哪来的勇气，就直接找到了医生
办公室，将请求告诉那位医生。

我们当时只想着宁波的医院能
去接宝宝，那她就有生的希望，并没
有考虑到，其实对宁波的医院来说，
这也是没有过的先例——路途遥远，

宝宝又那么小，未知数太多太多。
后来有一位医生建议我妹妹，可

以直接找 NICU 的李艳红副主任。
当时李艳红正在NICU忙碌着，妹妹
说话都有些颤抖。在听说了我们的
情况后，李艳红当即决定，先和江西
的医院联系，确认孩子的生命体征。
看过相应的检查报告后，她就派出医
生和护士赶往江西。几近绝望的我
们，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

“我不想放弃她”1

绝望中看到希望2

担心却不敢过多打听3

好消息来得太突然4

■延伸阅读

洪女士给医护人员写的感谢信。

7月14日，洪女士带着孩子到市妇儿医院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