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极早产儿的特

点及护理重要性
极早产儿是指出生时妊娠周数小于28周的婴儿，他们面临着许多健康挑战，

需要格外细致的护理。

早产儿护理至关重要，能够显著改善他们生存和长期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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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早产儿的定义与分类

定义

极早产儿是指出生妊娠 28 周至 32 周之间（28 周 + 0 天至 32 周 

+ 6 天）的婴儿，体重一般在 1000 克至 1500 克之间。

分类

极早产儿可根据出生时妊娠周数进一步细分为早产儿（28 周 + 0 

天至 31 周 + 6 天）和非常早产儿（32 周 + 0 天至 33 周 + 6 天）。



极早产儿的生理特点

体格较小

早产儿通常体重较轻，身长较

短，器官发育不成熟，需要格

外关注和照顾。

呼吸系统发育不全

早产儿的肺部发育不完全，可

能存在呼吸困难，需要辅助呼

吸设备和密切监测。

器官发育不成熟

早产儿的器官发育不完全，例

如肝脏、肾脏、消化系统等，

可能需要特殊护理和支持。

免疫系统弱

早产儿的免疫系统较弱，更容

易感染，需要严格的隔离和感

染控制措施。



极早产儿的常见并发症

呼吸窘迫综合征

呼吸窘迫综合征是极早产儿最

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主要表现

为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呼吸

暂停等。

脑出血

脑出血是极早产儿另一个常见

的并发症，可导致脑瘫、智力

障碍、癫痫等后遗症。

黄疸

黄疸是新生儿常见的生理现象，

但对极早产儿来说，黄疸可能

会加重，甚至导致脑损伤。

感染

由于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极

早产儿容易发生感染，如肺炎、

败血症等。



极早产儿的体重和身长监测

体重 克 身长 厘米

密切监测极早产儿的体重和身长，有助于评估其生长发育状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进行干预。体重和身长增长速度反映了婴儿的营养状况、疾病情况和护理质量。



极早产儿的视力发展监测

极早产儿出生时视网膜发育不完全，视力发育缓慢。 应定期进行视力检查，

监测其视力发展情况。

年龄 视力发展指标 监测方法

出生后1个月 光感 观察眼球活动

出生后3个月 追视 观察追视玩具或灯光

出生后6个月 识别颜色 观察对彩色玩具的反

应

出生后12个月 视力发育基本成熟 进行视力筛查

若发现异常，应及时进行专业检查和治疗。



极早产儿的听力发展监测

听力是人类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对于极早产儿来说，由于出生时发育不成

熟，听力发育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对极早产儿的听力进行监测至关重要。

新生儿听力筛查可以早期发现听力问题，并及时进行干预，帮助极早产儿更

好地融入社会。

听力监测的方法包括新生儿听力筛查、耳声发射检查、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

查等。通过这些检查，可以评估极早产儿的听力发育情况。

对于存在听力问题的极早产儿，应尽早进行听力康复训练，以促进其听力发

育，提高其生活质量。



极早产儿的运动发展监测

极早产儿由于出生时发育不成熟，运动能力往往落后于足月婴儿。因此，对

极早产儿的运动发展进行密切监测尤为重要。

监测内容包括肌张力、姿势控制、翻身、坐起、爬行、站立和行走等方面的

发育进展。 同时，也要关注婴儿的活动量、运动模式以及运动时的反应。



极早产儿的认知发展监测

认知发展监测对于极早产儿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能面临着认知障碍的风险。监

测包括观察他们的注意力、记忆力、语言理解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的发展

情况。

定期进行认知评估，例如使用专门的认知发展量表，可以帮助识别潜在问题并及

时采取干预措施，最大程度地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

指标 评估方法

注意力 观察专注时间，对刺激物的反应能

力

记忆力 测试对物品或事件的记忆能力

语言理解能力 观察对指令的理解和反应

问题解决能力 观察面对问题时的解决策略和方法



极早产儿的语言发展监测

语言发展是衡量婴儿认知发育的重要指标之一。极早产儿由于出生时大脑发

育尚不完善，语言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

为了及时发现语言发展问题，需要对极早产儿进行定期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发音、词汇量、语法、理解能力等。

如果发现语言发展迟缓，应及时进行干预治疗，帮助孩子追赶发育。



极早产儿的社交发展监测

社交发展监测对于极早产儿至关重要，帮助了解其社交技能的进步和潜在问题。早期

的社交互动对大脑发育至关重要，可以促进情感、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发展。

年龄 指标 参考

出生后1个月 对声音和面部表情做出

反应

微笑、凝视、安抚

出生后3个月 对熟悉的照护者有偏好 发出声音、伸出手

出生后6个月 开始模仿表情和声音 发出笑声、发出“咿呀”

声

出生后12个月 主动与他人互动，并享

受互动

指物、模仿动作、开始

玩简单的游戏

评估社交发展，要关注其对声音和面部表情的反应，对熟悉的照护者的偏好，模仿能

力，互动意愿等。如有异常，应及时寻求专业的评估和干预。



极早产儿的情绪发展监测

极早产儿由于出生时发育不成熟，情绪调节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

的影响。因此，监测他们的情绪发展至关重要。情绪发展监测包括观察孩子

的表情、哭声、睡眠、进食、互动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分析，可以了

解孩子的整体情绪状态，并及时发现潜在的异常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干预

措施。



极早产儿的喂养护理

母乳喂养

母乳是极早产儿最理想的营养来

源，母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有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生长发

育。

配方奶喂养

对于无法母乳喂养的极早产儿，

可以选择专业的早产儿配方奶粉，

满足其特殊的营养需求。

喂养方式

根据极早产儿的生理状况和发育

程度，选择合适的喂养方式，如

鼻饲、口服或静脉营养。

喂养频率

极早产儿需要频繁喂食，以确保

足够的营养摄入，促进生长发育。



极早产儿的呼吸护理

1 1. 呼吸支持

极早产儿通常肺部发育不成熟，需要呼吸支持，如机械通

气或无创通气，以帮助他们呼吸。

2 2. 呼吸监测

密切监测呼吸频率、呼吸模式和血氧饱和度等指标，及时

发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暂停。

3 3. 预防呼吸道感染

保持清洁的医疗环境，做好手的卫生，预防细菌和病毒感

染，降低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4 4. 促进肺部发育

使用一些辅助措施，如吸入气雾剂、肺表面活性物质等，

促进肺部发育，提高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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