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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还记得那个艰难降生的宝宝“小坚强”

吗？去年12月12日，“小坚强”的妈妈小英在

车祸后重度昏迷的状态下剖宫产生下了她。

此前，钱江晚报连续报道了这对母女的

感人故事，感动了众多读者（详见本报 2018

年 B11 版《奇迹，重度昏迷的她生下健康宝

宝》扫下方二维码阅读）。大家都惊叹于母爱

的伟大和生命的顽强。

马上就要过年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四医院传来好消息：小英在昏迷了95天后

终于苏醒了！

由于“小坚强”已被送回贵州老家，所以她

只能通过照片来见一见从未谋面的女儿，母女

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团圆。

车祸➝重度昏迷➝生下宝宝➝苏醒

植物状态95天，年轻妈妈在义乌醒来
出生46天，贵州的“小坚强”哭闹不止
生命的奇迹让这对母女仿佛在冥冥之中感知到了对方

本报记者 张冰清 通讯员 金南星
妈妈在义乌苏醒
远在贵州的“小坚强”哭闹不止

浙大四院综合病房，下午3点柔和的阳光照在靠

窗的病床上。护士陈天骄俯下身把手机屏幕凑到小

英跟前，那上面是女儿“小坚强”刚出生时的照片。

“可不可爱？”“可爱。”“好不好看？”“好看。”“要不

要去见她？”“要。”

陈天骄像对小孩说话一样引导着问道，小英从插

着气管插管的嗓子里艰难地挤出一声声含糊又坚定

的回答。

这是“小坚强”出生一个多月以来，她第一次见到

女儿的样子：小小的、粉嫩的，两手握拳，安安静静地

睡着。那时候，她还是新生儿监护室一个脆弱的新生

儿。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小山村，“小坚强”的

爷爷正在为孙女的睡眠发愁。

从义乌回到贵州老家后，一直是爷爷在照顾孙

女。“小坚强”已经比出生时胖了许多，小手小脚都长

了不少肉，一天能喝近500毫升的奶。

“小坚强”是个省心的宝宝，大多数时间都不哭不

闹，每天睡得很香，不在晚上打扰大人睡觉。但最近

这段时间，她总是在后半夜惊醒，然后就哭闹着不肯

再睡。

黑暗中，爷爷翻出孩子妈妈的照片，自拍、和丈夫

出游的合影、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模样，一张一张给宝

宝看。“小坚强”眨巴眨巴和妈妈很像的眼睛，紧紧盯

着手机屏幕，眼角还有刚刚哭完留下的泪痕。这个阶

段的婴儿视觉发育还不成熟，但这样温馨的场景还是

让人充满暖意。

没人知道这个满月不久的婴儿心里在想什么，就像

护士们不确定小英是否真的意识到照片里的婴儿是她

在昏迷时艰难生下的女儿，她的大脑还远未完全恢复。

但或许是出于母女之间的本能，尽管相隔两地，

没有任何身体碰触，她们依然对照片里的对方流露出

天然的爱意。

昏迷九十多天
突然对护士说了声“好”

1 月 25 日，陈天骄的同事值夜班时发现，昏迷了

95 天的小英突然轻轻挥动了一下双手，并试图抓什

么东西。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立马在病房传开了。

综合病房护士长侯冠华告诉钱报记者，她们对小

英的苏醒有一定的预感：几天前，护士们给她做肌力

测试的时候就发现，她的右手已经不再是爪形，能检

测到肌肉收缩，但还不能产生动作。

1 月 27 日晚上，陈天骄在交换班时例行公事地

喊了一声小英的名字，这个程序她已经重复了几十

遍。

但这一次，小英竟然回了一句“好”！“虽然我们有

心理准备，但叫了几个月都没有反应，突然回我一声，

还真是被吓了一跳。”

当然，病房里的护士、护工都打心底里为她高兴。

张阿姨是医院派来照顾小英的护工，每天为她翻

身、擦身，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天，“我自己也有女儿，看

她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可怜了。”

小英苏醒后，能通过胃管简单吃点东西，张阿姨

就自掏腰包，买了水果、麦片、饼干喂她。苹果切成薄

片，香蕉打成泥，饼干和麦片用水泡软。

“但她不爱吃粥、汤，挑食的哦。”张阿姨的语气里

没有嫌弃，倒像是打趣自家的女儿。吃完之后，她就

用一个海绵棒给小英清洁牙齿。

过几天，张阿姨就要回东阳老家过年。她这两天

总是念叨，离开后小英要怎么过这个年。好在医院已

经安排了另一个护工接她的班。

侯冠华说，小英的肌力和语言能力每天都在进

步。右上肢的肌力可达到4级，能做对抗外界阻力的

运动；左侧稍微差一些，达到3级水平，能微微离开床

面。

她的词汇量也慢慢丰富起来，一开始只是重复别

人的话，比如醒后第一句话是“好”，很可能是因为护

工阿姨每天重复这个词。现在，她会主动表达“饿

了”、“冷了”等感受。

但有时候也会闹笑话 ，比如医生问她，“你几岁

了？”她的答案是“7 岁”。医生说，她现在的智力水

平，基本上跟一个幼儿差不多。

经过正规、完善的康复治疗后
有望恢复生活能力

不久前，小英因颅脑内积水严重，神经外科和普外

科为她做了脑室-腹腔分流术，之后一直用一些帮助

颅脑神经恢复的药物，这对她后来的苏醒至关重要。

回到综合病房后，护士们在日常护理时都有意识

地“唤醒”她。比如，查房、交班时像对待正常病人一样

跟她打招呼，聊聊“小坚强”的近况，给她听一听广播。

每天，护士们还带着她“做操”，活动活动关节，按

摩按摩肌肉，训练她的肌肉力量。直到现在，她手里

还时刻握着一个握力器，锻炼手指的活动能力。

浙大四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毅力告诉钱报记者，

小英的大脑基本上已经度过危险期，如果顺利的话，

有望在年后拔掉气管插管，恢复自主呼吸，那时候就

可以达到出院标准了。

接下来，小英将面临漫长的康复期，主要是训练

神经智力和肢体功能。陈毅力说，刚苏醒的几个月尤

为关键，一两年后恢复情况基本定型。

根据小英现在的状况，他预测以后她的左侧肢体

可能会有所影响，走路会有一点不稳，智力可能会稍

低于正常人，“她的年纪轻，后期经过正规、全面的康

复治疗后，最理想的状态是可以生活自理，回归家庭，

依然可以当一个好妻子、好妈妈。”

浙大四院副院长徐志豪说，“三个月醒过来算是

比较快的，期间她又经历了剖宫产手术、脑积液手术，

可以说是磨难重重，好在在医院多学科共同合作的努

力下，在她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下，她都挺过来了！在

后期康复这方面，家属也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小英时刻手握一个握力器锻

炼手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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