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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卫生管理奖

项目名称 高危儿生命早期系统化管理模式建立及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广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1.项目背景

我国每年新发高危因素儿童约 150 万，占出生婴儿的 10%左右。大量研究证据表明，

高危儿存在生长或发育上的高风险，其出现发育迟缓、行为情绪障碍等异常的风险

远远高于正常婴儿，将对个人、家庭、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俨然已成为重要的公

共卫生问题。对于高危儿而言，有效的高危儿管理对于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从生命早期开始进行科学规范化的健康管理，能保证至少 70%的高

危儿恢复正常或降低后遗症的影响，显著改善远期生存质量。因此，建立高危儿生

命早期系统化管理模式对于妇幼卫生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2.项目成果

申请人及其团队从 1995 年开始探索以新生儿科为主体，以妇幼保健机构产科、新

生儿科、儿科、儿童保健科等专科，由新生儿科牵头，打破管理壁垒，并与科研结

合，从妊娠及其高危儿，如妊高征母亲所生新生儿开始为依托，对针对有高危因素

新生儿从个体进行管理，与产科合作，共同对高危儿进行产前、产时、产后的管理，

并依高危儿出院后的后续管理，建立了高危儿专科门诊，高危儿出院后进行高危儿

专案管理，指导 家长定期到回院高危儿随访，首创出院后二天第一次随访，随后每

月随访一次，至少随访 1 年，尤其是针对对那些对影响预后风险高指标的高危儿，

如早产、窒息、核黄疸行强调密切关注追踪。随着项目的发展，由新生儿科/NICU

的新生儿科医生为主体的高危儿出院后定期访视，逐步建立以新生儿科、儿童保健

科共同为主体，与多学科合作的系统管理模式，扩展高危儿管理内涵，将高危儿个

体管理时间延长至 8岁，甚至更长，部分病例随访已达近 20 年。获得软件著作权 5

项、国内国际代表性论著共 20篇。同时，依托广州市妇幼网络网顶管理单位 ，建

立高危儿三级转诊体系，在不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将高危儿个体管理经验

在省内外推广的过程中，重视高危儿管理质量管理，将高危儿个体管理与群体保健

相结合，在政府市卫健委的直接领导下，协助政府出台多项相关

项目简介     高危儿是指在出生前、产时（围生期）及出生后存在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的各种危

险因素，或在常规儿童保健发现神经心理行为发育偏离正常轨迹的特殊儿童群体。

本项目以新生儿科为主体，结合妇幼保健机构产科、儿科、儿童保健科等专科，由

新生儿科牵头，打破管理壁垒，共同对高危儿进行产前、产时、产后的管理，并依

高危儿出院后的后续管理，建立了高危儿专科门诊，高危儿出院后进行高危儿专案

管理，制定定期随防制度，并建立起了一套对高危儿进行有效评估的手段，如

① NBNA、52 项神经、CDCC、Gesell及贝利发育量表，②气质量表、社会适应量表

等，③生长发育、营养的监测，④神经系统影像学和功能学检测，⑤遗传代谢病的

检查，⑥地贫等血液疾病的筛查等，及时客观做出正确评价,并超早期干预，效果显

著。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一套以儿童健康档案为核心的贯穿儿童健康管理业务全



程的围产高危儿全程精细化管理系统，实现业务电子化、规范化、个体化、专案管

理，根据高危儿的高危因素、生长发育情况定制随访计划，并能进行智能化汇总和

提醒，提高管理效率，减少重复劳动。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过程中，项目产生了多

项专利和软著。

此外，对新生儿常规开展新生儿筛查，并对高危儿进行听力、早产儿视网膜病、神

经行为测定、脑功能及影像学、免疫功能、遗传代谢等有针对性常规筛查，一旦发

现神经发育问题，在新生儿期即开始超早期干预，及时转入神经康复科治疗，治疗

有效率达 96.3%。通过新生儿科、儿科与产科、保健部等科室共同合作，将产前—

—产时——新生儿——产后——儿童保健——小儿康复等有机结合，建立并完善从

围产期产儿科合作、母婴同室新生儿管理、重症新生儿管理、新生儿出院前的管理

及出院后的管理等一系列规范管理的工作制度、技术常规及防治措施、转诊制度。

同时，依托广州市妇幼网络网顶管理单位，建立高危儿三级转诊体系。建立市、区

二级重症儿童救治中心，创建高危儿管理评审制度，逐步完善高危儿救治、转诊、

随访管理体系以及服务网络，促进临床保健相结合，保证高危儿全程管理，从真正

意义上实现了主动、全程、横向和纵向、个体与群体、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

有机结合的高危儿生命早期系统化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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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宋燕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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