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王禾子，是两个女儿的母亲。我的两个宝贝都是在浙大妇院出生的，这也是我至今都觉得

特别幸运的事。2017 年我生第一胎，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3 个多小时就顺利生下了一个小公主。

产后的护理，给宝宝指导母乳喂养、洗澡都很贴心。所以我生二胎也首选了浙大妇院一体化病房。

虽然有了一胎的经历，但我还是难免紧张。那天是下午 6 点多开始有反应，7 点多开始阵痛频繁。导

乐师本来正在吃饭，撂下饭碗就来给我做导乐。这一次，我用了 1 个多小时就迎来了第二个小公主，

比一胎更加顺利。

我现在跟周围熟悉的人都推荐来浙大妇院。这里医生和护士真的非常专业，非常耐心，非常有

责任心。我妈妈因为她自己也做思政方面的工作，她在陪护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浙大妇院“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成果，专门手写了表扬信，以示郑重。

我两个小孩顺利生产的背后蕴含着产科团队医生护士的付出和智慧。我想妙手回春、起死回生

是一种杰出和伟大，而诸多产妇的平平安安更值得我们为白衣天使护佑百姓祥和安康大大点赞！

我两个女儿顺利降生，蕴含着浙大妇院医生护士的付出和智慧

品牌：乳爱接力

含义：初乳被称作液态黄

金。为增强患儿抵抗力，新生

儿科在全省率先开展早产儿

新鲜初乳喂养，从收集到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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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妇院新生儿科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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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产一支部由一体化门诊

病房、产科门诊及围产监护室党员

组成，通过开设专科门诊、增加护

士预约、增加专家门诊次数、开设

专科微信志愿服务群等，将支部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和科室特色有机

结合，为门诊病人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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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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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隔离 2 周后，杭州李女士的胎心检测仪发

出了“警报”：一般胎儿的胎心约为 110~160 次/分

钟，而她肚子里的宝宝降到了90次/分钟。

刚刚迎来新生命的黄女士家中，新生儿黄疸监

测数据也闪起了刺眼的红色，这表示宝宝的黄疸数

值超标，急需入院就诊。

浙江疫情最紧张的那段时间，孕产妇和新生儿

大都居家隔离，不便到医院接受常规的检查，其中不

少是高危人群。检查的中断意味着，他们的风险也

随着升级。

为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一

支部和新生儿科支部推出了远程监护服务，时刻监

测各项指标，准确捕捉危险信号，守护了高风险孕产

妇和新生儿的平安。

高龄产妇隔离期间接到电话
“赶紧来医院生孩子”

杭州的李女士怀孕时 35 周岁，头胎，正好处于

高龄孕妇的临界点。年前孕检，她就已经查出不少

问题。

产科一支部支委、围产监护室副主任叶海慧介

绍说，该孕妇在孕 26 周发现胎盘血池；孕 32 周，因

子痫前期中度、高血压和心胎监护异常，住院治疗了

1周，情况缓解后出院。

普通孕妇，一周检测1次胎心就可以了，但像李

女士这样的高危高龄孕妇，起码要 2 天检测一次。

当时正值春节，她就从医院租了一台胎心电子监护

仪，准备在春节假期时使用。

但没想到，紧接着新冠肺炎蔓延全国，她和其他

人一样开始居家隔离，无法前往医院产检，“那时候

就很庆幸之前租了监护仪，不然去不了医院，宝宝出

问题了也不知道。”

2 月中旬，李女士像往常一样用监护仪测了测

胎心，随后马上接到了浙大妇院的电话，“你坐下来

休息 10 分钟，10 分钟之后再测一次。”原来，这份远

程胎心监护报告传到围产监护室后，医生发现胎儿

心率图型不太对劲，怀疑胎儿存在宫内缺氧，于是紧

急指导她再测一次。

第二次，情况更加糟糕。胎心明显减速，下降到

90次/分钟，远低于正常的110~160次/分钟。医院

又打来紧急电话：赶快到急诊办理入院，视情况要不

要提前分娩。

在家人的陪伴下，李女士赶到了浙大妇院急诊，

经过核酸检测后顺利入院。叶海慧副主任说，孕妇

观察了一天，考虑到她之前的情况，医生一致认为提

前剖宫产的风险低于继续妊娠。

第二天，孕 36 周的她接受了剖宫产，母子平

安。医生术中发现，胎儿的脐带过长，高度螺旋 30

圈，如果不及时处理，将有缺氧窒息的风险。

产科一支部书记、产二科主任白晓霞告诉钱报

记者，远程胎心监护技术是胎心电子监护与远程医

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有了远程胎心监护，孕妇不

仅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做监护，更重要的是可以显

著提高胎心监护异常检出率，有效提高孕期安全水

平。”

此次疫情期间，产科一支部充分发挥了这项新

技术的优势。1 月 24 日~2 月 11 日，围产监护室一

共租借 478 台监护仪，约为平常的 4 倍，线上判断胎

儿心率图型1739次，为居家的孕妇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和安全保障。

远程监测新生儿黄疸水平
提前恢复母乳无接触投递

除了孕产妇，浙大妇院出生的小宝宝们也享受

到了远程技术的便利。

ABO溶血病的宝宝容易出现黄疸，需要在出生

后持续监测。新生儿科支部专门挑选了一款精准度

高的黄疸检测仪，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借给 ABO

溶血病的新生儿家庭，方便他们居家监测。

黄女士的宝宝果儿在浙大妇院出生后，因新生

儿黄疸被转到新生儿科治疗 1 周，出院时黄疸水平

已经下降到正常水平。

按照医生的建议，她借了一台黄疸检测仪回家，

每天给宝宝测黄疸水平。这台检测仪大约3个体温

计那么大，只要触碰一下宝宝额头的皮肤，就能快速

测出黄疸数值，就跟温度计测额温一样方便。

第三天，黄疸监测数据亮起了红灯，仪器显示黄

疸指数达到 16.3mg/dL，超出了正常范围。数据传

送到医生端后，医生也及时捕捉到了异常数值，及时

通知黄女士带着宝宝来复查。

院党委委员、新生儿科主任吴明远也提供了一

组数据，1 月 20 日~2 月 29 日，新生儿科共借出 46

台远程仪器，其中监测到7个宝宝黄疸过高，及时入

院就诊，“从统计数据来看，能减少 2/3 的门诊监测

黄疸次数，降低医院人员聚集的同时，也保障了新生

儿的安全。”

吴明远主任表示，疫情期间启用的远程监测只

是一个起点，他们的目标是建设一整套完整的“新生

儿黄疸随访体系”，借助互联网技术监测出院新生儿

的黄疸水平，从而降低黄疸过高造成的新生儿胆红

素脑病的发病率。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会引起神经系统损伤，从而

致残。该病在我国仍有较高的发生率，我们希望通

过随访体系的建立，降低发病率，逐步接近欧美国家

的水平。”

疫情期间，住在新生儿科的小宝宝们也遇到了

新麻烦：他们喝不到妈妈的母乳了。新生儿科支部

书记、护士长滕燕萍告诉钱报记者，浙大妇院一直提

倡母乳喂养，鼓励妈妈给宝宝送母乳，但疫情最严重

的阶段，提倡居家隔离，相关的指南也不建议投递母

乳。

为了让宝宝喝上母乳，新生儿支部想了不少招

数。严格管控时期，他们使用母乳库的捐赠奶，确保

体重 1 公斤以内、自愿接受捐赠乳的早产儿喝到母

乳；疫情缓和后，他们及时制订相应流程，采用母乳

“一人一瓶”无接触投递。

“家属们来送奶时，我们医护和他们保持一米以

上的距离，集中放置到固定区域，再统一收集、处置、

喂养，这样既保证了宝宝的母乳喂养，也保障了医务

人员的自身安全。疫情期间，我们没有一天是完全

停止母乳喂养的。”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孙美燕

居家自行检测胎心、黄疸，医护远程评估及时追踪

守护疫情下的高风险孕妈和新生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