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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新生儿保健合作中心工作报告

 

（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 

 

一、新生儿健康保健中心的职责  

1.对新生儿死亡水平和导致新生儿死亡的原因进行研究 

2.对提高低出生体重婴儿的存活和提高其以后的生活质量进行研究 

3.寻找、测试干预措施的性价比、更新技术，以减少低出生体重婴儿和先天性异常婴儿的出生 

4.利用和推进现有的技术，如新生儿复苏，以减少新生儿的死亡率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5.利用新生儿筛查技术，对新生儿的先天性疾病，如苯丙酮尿症、甲状腺功能低下、听力障碍等，进行筛

查，以有效预防以后进一步发展成残疾 

6.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就有关管理和随访低出生体重婴儿以及有先天性异常婴儿的内容，开设培训教程 

7.与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组织合作进行相关的培训和研究 

8.就以上有关的内容，编写宣传资料 

 

二、执行和开展的项目  

1.新生儿听力筛查和干预项目 

本项目是从利用已有技术开展对新生儿听力筛查开始的。在2002至2006年期间，我们继续开展对新生儿

听力筛查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工作，对新生儿父母和儿科医生在新生儿听力筛查方面的需求和态度进行分

析，促进听力筛查在高危新生儿中的应用，并进一步在上海市推广在全部出生新生儿中进行听力筛查，

同时开展相关的研究，对听力筛查异常的婴幼儿进行矫正治疗和训练，促进其语言和认知能力的发育。 

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完成了对新生儿听力缺失的流行病学调查；建立并完善了新生儿听力筛查和

后期干预的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本项目获得了“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新生儿先天性遗传性疾病的筛查和干预项目 

在2002-2006年间。我们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和推广对新生儿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疾

病的筛查，并推广早期干预以减少以后的发育异常。同时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发展新技

术以扩大筛查的病种、提高筛查质量、减少筛查费用。目前我们仍然在继续进行有关新生儿先天性和遗

传性疾病的新方法的研究，产前诊断和产前治疗的可行性，以及提高异常新生儿的生活质量的可行方



法。 

近年来，新生儿筛查在我国有迅速的发展，共有5,800,000新生儿被筛查，但从总数上来说只覆盖了我国

10%的新生婴儿。必须进一步关注于提高新生儿筛查的质量和增加筛查的覆盖率。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新的

方法和技术，筛查除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疾病以外的其他的可预防的先天性疾病，将

明显地减少新生儿后期发育异常。 

本项目获得了“2006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二等奖”。 

3.关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的早期发育 

在WHO的资助下，开展了本项目以证实在家庭环境下健康教育对促进儿童保健的有效性。应用健康教育

以提高母亲有关儿童保健的知识，从而进一步促进儿童的发育。 

根据WHO的相关指南，我们编制了有关在家庭中儿童早期健康保健的宣传册，该宣传册对提高母亲有关

儿童健康保健的知识非常有效。 

“关注儿童早期发育“项目经济、简单并十分有效，适合中国贫困农村地区。 

4.新生儿营养支持和促进母乳喂养 

基于临床证据，我们起草和制定了“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南”，该指南用于对低出生体重新

生儿和危重新生儿的提供营养支持，并明显地降低了新生儿的死亡率。 

对母乳成分等进行研究、继续倡导母乳喂养的优点、以及促进母乳喂养一直是本中心的重要任务。促进

母乳喂养和适宜的辅助食品添加已经列入本中心的工作计划。 

5.发育性髋关节异常的筛查和干预 

发展和促进超声检查在新生儿发育性髋关节异常筛查中的应用，同时早期干预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异常。 

超声检查方法简便、易行，可以用于出生7天以内新生儿的筛查。经过Pavlik吊带和简单支持的早期干

预，80%以上诊断为发育性髋关节异常的婴儿恢复，平均的康复期为7.5周。 

目前我们正在上海范围内推进和实行这种筛查并早期治疗的方法。 

6.高危新生儿的随访 

为了促进对高危新生儿的随访管理，我们发展了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加强随访，以减少新生儿的死亡

率和提高高危新生儿的生活质量。 

对高危新生儿的适宜的管理随访是减少新生儿死亡率和提高高危新生儿生活质量的关键。有关的工作也

已经列入我们的工作计划。 

7.培训当地健康保健工作者减少新生儿死亡率 

通过推进已有的技术、培训专科医生和健康保健工作者、并向当地健康保健机构提供设备支持，以减少

上海市临近地区的新生儿的死亡率。 

本项目在浙江省的5个县执行，包括龙游、富阳、江山、海宁、永康。共培训了多名新生儿科医生、妇产

科医生；用先进设备装备了当地的健康保健机构；帮助当地医院建立了新生儿病房包括新生儿重症监护

室，来自上海的专家为当地举办了十次以上的培训班。本项目开展的结果是明显地降低了新生儿的死亡

率；经过培训的专科医生和护士承担了对当地其他人员的培训。这一项目仍然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开

展，并辐射到更多的地区，尤其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8.新生儿紧急转运项目 

本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快速转运以提高高危新生儿的存活率和后期的生活质量。转运系统装备有先进的生

命支持系统和有经验的新生儿专科医生和护士。处于紧急状况的新生儿被从当地医院快速转运到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急诊室接受更专业和更高水平的医疗救护。高危新生儿的转运和转诊对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和

窒息新生儿的存活是非常关键的。 

9.孕期安全 



这是一个多科室联合执行的项目，包括对围生期结果的回顾性研究；对母亲状况影响胎儿发育以及促进

新生儿发育的研究；促进对高中生健康教育以减少HIV/AIDS和性传播疾病。 

预防HIV/AIDS和性传播疾病、早产、和意外怀孕需要儿科、产科、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进一步合作。 

10.对新生儿常见疾病的检测和治疗 

肺炎、腹泻、佝偻病、以及贫血是我国婴儿中的常见病。即使在上海市，这四种疾病也是新生儿中最多

发生的。应该进一步促进研究和推进现有技术以减少这些常见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11.翻译“新生儿问题的处理：给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的指南” 

WHO提供财政资助本中心完成对“新生儿问题的处理：给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的指南”，该指南是妊娠

和分娩综合管理工具书的一部分。翻译将在2007年4月完成。 

 

三、本中心与WHO的合作  

1.WHO支持本中心于2002-2004年度，在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完成了“关注儿童早期发育”项目。总资助资

金，8万美元。 

2.WHO支持本中心人员的培训。2名人员于2004年3月参观访问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和悉尼儿

童医院。6名人员于2004年7月在上海接受了为期2周的培训，由Chris Morgan教授授课。 

3.参加WHO组织的会议“促进孕期安全人力资源发展咨询”，该会议2006年9月在上海举行。 

4.WHO财政支持本中心完成对“新生儿问题处理：给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的指南”的翻译。 

 

四、本中心工作计划  

1.发展与促进新生儿及产前筛查 

本项目将由顾学范教授和陶炯副教授负责 

继续发展新生儿及产前筛查的技术和方法，减少异常新生儿的发生率和预防后期的发育异常。 

预期的结果是形成简便、有效的胎儿和新生儿筛查方法，以发现新生儿的遗传性异常，从而减少儿童智

能落后的发生。 

本项目与WHO促进孕期安全相关。 

本项目已经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资金资助。 

2.环境对儿童发育影响的队列研究 

本项目将由沈晓明教授、田英教授、颜崇淮教授负责 

开始环境与儿童发育关系的研究。作为研究的第一步，主要关注于环境污染对婴儿脑发育的影响。 

本项目的结果将揭示母亲接触环境毒物尤其是同时接触多种毒物对胎儿发育的阻碍。 

本项目与WHO促进孕期安全和促进儿童发育相关。 

本项目已经得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资助。 

3.婴儿的随访和健康保健 

金星明教授、孙建华教授、朱建幸教授负责 

这是一个系列的研究和推进项目。继续促进和发展对婴儿，尤其是对一些不能通过筛查、有先天性疾

病。早产、低出生体重的高危新生儿的随访和健康保健，以减少婴儿的死亡率和以后的发育落后，促进



婴儿体格和智能的发育。同时在中国贫困地区推进已有的技术，通过人员培训、设备提供等支持当地的

健康保健机构，促进贫困地区的婴儿健康保健。 

本项目与WHO促进儿童发育相关 

本项目将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的支持下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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