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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极早产儿纠正 1岁龄内营养集束化管理模式

的构建及应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重庆市科技进

步三等奖

三、项目简介

（一）研究目的意义

本项目自 2008年起，围绕极早产儿营养关键期“纠正 1岁

龄内”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不同要素，建立了持续时间长、

技术资料完整、纳入案例多的极早产儿纠正 1岁龄内营养管理研

究队列。探索了该阶段极早产儿营养规律特点及关键影响因素，

提出了“两阶段（院内、院外），两环节（肠内、肠外），三要素

（医疗、护理、监测）”的极早产儿纠正 1岁龄内营养集束化管

理模式，并建立相应关键技术体系。

（二）主要技术创新点

1. 探索极早产儿营养规律特点及关键影响因素。

2. NICU内两环节三要素管理模式。



第一环节肠外营养：

（1）护理：开展“脐静脉”续贯“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

脉”的静脉通路管理模式；

（2）医疗：优化静脉营养方案。

第二环节肠内营养：

（1）护理：开展提高 NICU内母乳喂养率的质量持续改进

项目；

（2）医疗：开展强化母乳喂养方案，并针对特殊情况早产

儿（过敏、喂养不耐受等），给予多元化奶方选择。

动态监测极早产儿营养状况，给予个体化营养方案。

3. 出院后至纠正 1岁龄内单环节三要素管理模式。

（1）护理：开展家庭延伸性护理；

（2）医疗：2012年率先在重庆地区开展“高危儿随访门诊”，

至今已纳入 3163例。延续 NICU内的肠内营养管理方案，纠正

1岁龄内母乳喂养率达 80%以上。定期开展个体化营养监测，及

时开展营养指导和神经系统干预。随访至纠正 1岁龄时,身高、

体重及头围 EUGR率分别为 5.05%、5.50%、2.65%，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三）主要结果、水平和结论

1. 本项目组在出生时、出院时、纠正 6月龄时获取早产儿

生长发育指标，同时获取相关代谢组学、内分泌指标，提示生长



发育迟缓儿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水平较生长发育正常儿明显降低

（P<0.05）。该发现将有助于临床开展极早产儿个体化、精准化

营养强化管理。

2. 开展提高 NICU内母乳喂养率的质量持续改进项目，率

先在重庆地区建立人乳库，年收集母乳＞700万 ml，保障 NICU

内极早产儿母乳喂养率 100% 。通过住院期间个体化、精细化营

养管理，极早产儿出院时体重、身长、头围 EUGR 率分别为

51.6%、48.4%、25.8%，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3. 2012年率先在重庆地区开展“高危儿随访门诊”，至今已

纳入 3163例。延续 NICU内的肠内营养管理方案，纠正 1岁龄

内母乳喂养率达 80%以上。定期开展个体化营养监测，随访至纠

正 1岁龄时,身高、体重及头围 EUGR率分别为 5.05%、5.50%、

2.65%，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四）取得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本项目在国内极早产儿宫外生长发育迟缓比例居高不下的

形式下，围绕极早产儿营养关键期---纠正 1岁龄内，构建了“两

阶段、双环节、三要素”的营养集束化管理模式。自 2008年开

始，在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卫健委科研项目等 10个项目

支持下，历时 13年对前诉的极早产儿营养管理模式不断改进完

善，通过举办培训班、招收进修医护人员、现场指导等形式，向

重庆万州区、涪陵区、合川区，四川省邻水县，湖北省利川市等



地区进行推广应用，有效地减少了该地区极早产儿宫外生长迟缓

发生率，为早产儿后期体格发育和神经系统发育打下良好基础，

在生后纠正 1岁龄内预计可减少医疗费用 200-1000元/例，故可

减少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负担。同时也减少早产儿婴、幼儿期和成

人期发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代谢性疾病的可能，有助于提高

我国人口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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