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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新生儿疾病构成!为指导新生儿疾病治疗&预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提高新生儿出生和生存质量%方法

!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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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中医院产科出生的新生儿
/-34

例!统计所有新生儿的多项资

料!包括'出生情况&临床表现&治疗及预后等!应用
?>??*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比较采用
!

4 检验%结果
!

新生儿发病率最高的

疾病!前
/

位依次为新生儿病理性黄疸"

**!0+.

$&新生儿肺炎"

*0!3/.

$&早产"

2!*/.

$%结论
!

应加强孕期保健及新生儿监护!

降低感染发生率!寻找胆红素增高的病因!积极对症治疗!防治早产!提高早产儿的存活率及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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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围产医学的不断提高!新生儿的生存质

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新生儿疾病的病种及发病率也在逐年

发生着变化&为了解新生儿发病率)发病情况及治疗转归'

*

(

!

以及各有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对重庆市中医院
40*/

年
*

月至

40*3

年
*4

月出生的新生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随访!并对调

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为新生儿疾病的防治工作提供相应

的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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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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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中医院共出生活产新生儿
/-34

例!其中完成
4

D

随访
/-*2

例!失访
43

例&

$!!

!

方法
!

新生儿出生
42D

内!对其进行跟踪随访及调查!

详细了解并统计新生儿出生)发病)治疗及预后等情况&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
!

4 检验!

D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新生儿疾病构成情况
!

共统计足月新生儿
/0+*

例!其

中
402+

例为健康新生儿!

-1-

例患病!

4,2

例住院进行治疗!

,

例死亡&对足月儿及早产儿分别进行统计!足月儿住院率为

,!13.

!病死率为
0!4,.

%在
3-1

例早产儿中!有
/4*

例患病!

42+

例住院进行治疗!

4/

例死亡!早产儿住院率达到
+4!-2.

!

病死率高达
-!0/.

&早产儿的住院率)病死率均明显高于足

月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0!0*

$&本资料统计的新生儿当

中!健康随母亲出院的新生儿占
2/!30.

!转儿科继续治疗者

占
*+!+0.

!自动出院者占
4!2*.

!其中有一部分为病情较重

放弃治疗!预后大多不好!生后
42D

仍在住院者占
*!**.

!死

亡者占
0!,*.

!失访者占
0!+2.

&在所有新生儿当中!有
-23

例在新生儿期住院治疗!占总数的
*,!02.

!其疾病构成见表

*

&其中新生儿病理性黄疸)新生儿肺炎)早产儿位列发病

前
/

位&

!!!

!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
!

根据新生儿静脉血液中胆红素水平

的高低!统计出住院患儿中血清总胆红素水平低于
440

%

R#J

*

"**-

例!

440

!

4-1

%

R#J

*

"*-4

例!

4-2

!

/34

%

R#J

*

"*04

例!

高于
/34

%

R#J

*

"40

例&患儿发生病理性黄疸共计
/2,

例!主

要由感染)

IA_

溶血病)

V$+>T

缺乏症)婴儿肝炎综合征)新生

儿窒息)头皮血肿等引起'

4

(

#表
4

$&所有患儿均予蓝光治疗退

黄!并积极查找病因!针对病因进行相关治疗!其中有
/

例胆红

素水平过高)治疗效果欠佳者进行了换血治疗!预后均较好!有

*

例患儿诊断为先天性胆道闭锁!治疗效果差!转入外科治疗&

!!#

!

新生儿肺炎
!

本资料住院
/+1

例新生儿肺炎患儿中!感

染性肺炎
42/

例!占
11!**.

!吸入性肺炎
23

例!占
44!2,.

&

在吸入性肺炎中!新生儿窒息为主要病因&所有新生儿肺炎患

儿均进行了痰培养检查!培养出的病原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

菌)表皮葡萄球菌!溶血性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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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表
/

$!其中!大肠埃希菌是引起新生儿肺炎的重要病原

菌'

/

(

!在新生儿肺炎中!它是处于首位的致病菌'

3

(

&#

/

$治疗及

预后"

/+1

例新生儿肺炎中!发生
'

型呼吸衰竭者
+2

例!

(

型呼吸

衰竭者
*4

例%予鼻导管吸氧治疗者
+*

例!持续正压通气

#

P>I>

$辅助通气者
*3

例!气管插管机械通气者
-

例!绝大多数

新生儿肺炎预后较好!其中有
3

例合并呼吸窘迫综合征或肺出

血而导致死亡&

表
*

!!

住院新生儿疾病构成

疾病
,

构成比#

.

$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
/2, **!0+

新生儿肺炎
/+1 *0!3/

早产儿
42+ 2!*/

新生儿窒息
**4 /!*2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
// 0!,3

胎粪吸入综合征
4, 0!24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41 0!11

脓疱疮
4- 0!1*

消化道出血
*2 0!-*

低血糖
*+ 0!3-

畸形
** 0!/*

新生儿败血症
, 0!4+

气胸
3 0!**

化脓性脑膜炎
/ 0!0,

先天性梅毒
4 0!0+

表
4

!!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病因构成情况

病因
,

构成比#

.

$

感染
*2* 3+!-/

IA_

溶血病
-1 *3!+-

V$+>T

缺乏症
/, *0!0/

婴儿肝炎综合征
/1 ,!-*

新生儿窒息
/0 1!1*

头皮血肿
41 +!,3

其他
*2 3!+/

表
/

!!

新生儿肺炎痰培养结果分类

病原菌
,

构成比#

.

$

大肠埃希菌
2- 4/!*+

金黄色葡萄球菌
+, *2!2*

肺炎克雷伯菌
+* *+!+4

表皮葡萄球菌
33 **!,,

阴沟肠杆菌
/0 2!*1

溶血性链球菌
41 1!/+

铜绿假单胞菌
- *!/+

鲍曼不动杆菌
* 0!41

无细菌生长
3- *4!4+

!!%

!

早产
!

/-*2

例新生儿中!

3-1

例为早产儿!发生率为

*4!,,.

!占住院新生儿总数的
32!,1.

!占死亡新生儿的

13!*,.

&胎膜早破)双胎或多胎)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等是导致

发生早产的高危因素&

#

!

讨
!!

论

!!

由于受各医院所处地理位置及医疗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所以住院疾病的顺位也不尽相同!但以往报道新生儿

大多数均以感染性疾病居首位&

资料中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占住院新生儿的
++!+*.

!所占

比例极高&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常见症状之一!生理性黄疸可

以是新生儿正常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症状!而病理性黄疸可能是

某些疾病的表现!严重者可引起脑损伤&与成人不同的是!新

生儿胆红素代谢具有以下特点"胆红素生成增多%肝细胞结合

胆红素的能力不足%肝细胞摄取胆红素的能力低下%肝细胞排

泄胆红素的功能不成熟%肠肝循环的特殊性等'

-

(

&引起病理性

黄疸的病因较多!且通常是多种病因同时作用的结果!比如"溶

血)感染)窒息)酸中毒)低体温)低血糖)低蛋白血症)某些药物

及先天性遗传代谢病'

+

(

&因此!应该积极寻找引起胆红素增加

的病因!对因治疗!减少胆红素脑病的危险性&

新生儿肺炎是新生儿常见病及多发病!也是导致新生儿住

院的最常见原因之一!以感染性肺炎多见!可发生在宫内)分娩

过程中及出生后&新生儿吸入性肺炎的发生与新生儿的解剖

学结构及护理方式息息相关!容易发生溢奶误吸'

1

(

&另外!产

前)产时)产后感染发生时!不同病原体可以通过吸入)接触)血

行及医源性传播等多种途径感染而导致肺炎&因此!应从阻断

感染的途径着手!减少引发新生儿肺炎的可能!具体措施包括

以下几方面&#

*

$加强孕产妇的保健及预防工作!对羊膜早破)

绒毛膜羊膜炎孕妇在分娩前使用抗生素预防胎儿感染并严密

监护新生儿&#

4

$尽量避免胎儿在分娩过程中吸入阴道内被病

原体污染的分泌物!防止断脐不洁发生血行感染&#

/

$避免在

分娩过程中过多阴道指诊!新生儿室及病房应严格执行隔离制

度!加强对新生儿的护理!比如"护理新生儿前严格洗手!接触

新生儿时佩戴口罩!严格消毒脐带!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新生

儿的用具每日消毒等&

将本资料中早产儿的发生率与国内有关资料相比较!存在

一定差异!国内报道早产儿的发生率为
-.

!

*0.

!而本资料

中高达
*4!,,.

!这可能与不同地区及不同级别医院产科条件

相关&随着围生医学的不断提高!新生儿出生后能得到更好的

监护!早产儿的管理日趋完善!早产儿存活率大大提高!所以早

产儿在住院新生儿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引起早产的原因多

种多样!研究表明!胎膜早破)双胎或多胎)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等是导致早产的主要高危因素&国内相关资料显示'

2$,

(

!孕期

血压过高!发生早产)宫内窘迫)窒息的概率大大增加&因此!

孕产妇的产前检查尤为重要!积极防治妊娠期并发症!对防治

早产有重要意义&由于早产儿自身的特点!各个器官的发育及

功能相对不成熟!在窒息等因素影响下损伤后修复难度大!有

着较高病死率'

*0

(

!且早产儿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及后遗

症'

**

(

!导致患儿生存质量低下的同时!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

沉重的负担'

*4

(

&因此!在面对早产儿治疗时!要积极防治新生

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窒息)黄疸)感染等并发症!同时要注意其

各器官系统的发育情况!对先天性发育不全及时发现及干预!

尽量提高早产儿的存活率及生存质量'

*/

(

&

总之!降低新生儿发病率要从多方面入#下转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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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的知晓程度可能会比一般的儿科医护工作者要高!所以

本研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国内儿科医护工作者对

IP?

的知晓度&

国内儿科医护人员对
IP?

的知晓程度不高!有必要加强

广大儿科医护人员
IP?

相关知识的教育!提高对
IP?

的认

识!推动对中国儿童
IP?

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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