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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帅 通讯员 王畅

让妈妈不焦虑
“十个宝宝九个黄”，大多数

的新生儿出生后都会出现黄疸症
状，这是新生儿中最常见的临床
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
疗，容易导致胆红素脑病等严重
并发展，造成新生儿终身残疾甚
至死亡等严重后果。

以往这类患儿接受光疗时需
要连续住院 3~4 天，若碰到一些
特殊的黄疸，住院的时间更长。

然而，这种传统的模式会导
致母子分离，有些妈妈在孩子不
在身边的时候会产生焦虑或抑
郁，甚至影响母乳的分泌。

为了体现人文关怀，让更多
的母亲能尽快见到自己的宝宝，
近日，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新生
儿科设立了全省首个黄疸日间病
房。在日间病房里，达到指征的
患儿每天只需接受 8 小时的光
疗，即可回到妈妈的身边。

日间病房
走进日间病房，覆盖着深色

围帘的蓝光箱内，黄疸患儿头戴
眼罩，接受光疗。据介绍，黄疸日
间病房采用了最新型的光疗设备

和防护措施，做好防护工作，防止
蓝光对患儿眼睛及生殖器的损
伤，深色围帘能起到保护周边患
儿不受光刺激的作用，同时还能
保护家属及工作人员的眼睛。

小囡（化名）是第一位入住日
间光疗病房的黄疸患儿，在出生
20多天后，进行日间黄疸光疗，当
天晚上，小囡就可以回到家与妈
妈在一起，继续母乳喂养。

“起初，听说黄疸高要住院照
光。我一想到孩子这么小就让她
一个人丢在病房，真的不舍得。”
小囡的妈妈说，还好咨询了一下
新生儿科，治疗期间可以全程陪
护在孩子身边，不仅能看着宝宝，
还在病房学到了有关新生儿的喂
养和家庭护理等专业知识，对于
这次体验，她感到这种方式很棒。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新
生儿科主任章丽燕说，新生
儿黄疸是新生儿中最常见
的临床问题，如果新生儿黄
疸指数相对较高，不立即处
理，可能会损害新生儿的大
脑和肝脏等器官，此时应该
带新生儿到医院接受蓝光
治疗，照射时应注意遮盖新
生儿的眼睛和生殖器，以免

受到损伤。
据悉，目前，该院新生儿科的

日间病房已开设 6 张床位，配备
有先进的婴儿恒温箱、GE LED
蓝光照射灯、光纤蓝光毯、经皮黄
疸测定仪及脉氧监测仪。

■相关链接

家有“小黄人”，记住3点
1.无需焦虑：新生儿黄疸大多

是生理性过程，及时监测并干预，
宝宝大多可以平安度过黄疸期。

2.必须重视：黄疸虽然是新
生儿常见的生理现象，但是程度
较重的黄疸不及时治疗，会造成
无法逆转的神经系统损伤。

3.配合医生：住院期间，黄疸
评估可交由医生处理；出院后有
异常表现，遵医嘱及时复诊。

□本报记者 陈坤
睡前，3岁的孩子能穷尽一切

办法拖延：妈妈我要尿尿我要喝
水，躺下后，妈妈我要上厕所我好
热……一顿操作能把家长折腾得
无欲无求。

我们知道，如果平时宝宝不
爱睡觉会导致身材比同龄人矮
小，还会让思维能力下降等。那
么，为何孩子越来越拖延？如何
纠正孩子的睡眠问题，养成正常
的作息呢？我们邀请到 IPHI 授
权中国区教学总督导、认证母婴
睡眠咨询师苏晓芳。

需要说明的是，孩子的睡眠
问题包括：1.由疾病引发的睡眠
障碍；2.因养育行为、养育习惯引
发的入睡困难。本文针对的主要
为后者。

3岁孩子总在“逼疯”父母的
边缘试探

《韦氏婴幼儿睡眠圣经1.5~5
岁》里提到这个普遍现象：这个年
龄段的孩子确实非常擅长拖延，
任何分离焦虑或者夜间恐惧都能
锻炼他们的这种技能。

在孩子看来，醒着的世界太
精彩了，他们根本舍不得睡。许
多入睡困难的问题都是基于这一
点发生的。而这也与3岁孩子的
认知特点有关：他们已经懂得自
己对周遭的影响力，无时无刻不

在试探行事的边界。于是，他们
“疯狂”试探，到底“拖延”到何种
程度，最终在不逼疯爸爸妈妈的
最晚时间沉沉睡去。

3岁以后，孩子的问题大部分
是养育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孩
子在试探边界，那父母就要立边
界。

首先，父母双方在孩子的睡
眠问题上要保持一致。父母越坚
定，越坚持底线，就越能建立孩子
的好习惯。

其次，良好的亲子关系是良
好行为习惯的基础。良好的亲子
关联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安全感。
了解并满足孩子的合理需求；每
天保证一定时间与孩子沟通，高
质量的陪伴并不代表要花费大量
时间，有时候10分钟的全情投入
就足够。

《正面管教》一书就提到：“孩
子在睡前折腾父母，一个原因，是
感觉到父母总是在急急忙忙想摆
脱他们，会感到归属感受挫，就会
通过反复要求喝水、上厕所、哭等
行为来表现。当他们感觉到你真
的很享受和他们在一起待几分钟
分享一些事情，会体验归属感，减
少哭闹的需要。”

养成固定的“睡前仪式”
3岁左右的孩子，一般建议安

排 7 至 7 点半间起床，午间 12 点

半左右安排一次睡眠，午睡时间1
至 2 小时均可，但最好不要睡过
16 点。晚上建议 20 点半左右进
入睡前准备，要避免睡前“持久
战”，尽可能在 20 分钟内结束后
关灯睡觉——这样的作息也比较
容易和幼儿园衔接。

养成固定的“睡前仪式”。提
醒孩子，到了睡眠时间，接下来就
要收拾玩具、喝牛奶、刷牙、换睡
衣、讲故事、关灯、睡觉。这个阶
段的孩子对视觉化的内容接受度
更高，可以利用孩子喜欢的卡通
形象制作成睡前入睡绘本，完成
了就奖励一朵小红花。

将所有孩子可预见的“临时
要求”提到睡前仪式前完成。孩
子可能依然会提出各种要求，那
么，在进入“睡前仪式”前就要提
醒孩子：是否需要做某件事，如果
现在不做，待会就不能做了。一
旦开始“睡前仪式”，孩子临时提
出的要求，父母要坚定不予理睬。

良好的作息，有助于形成孩
子的生物钟，更有助于培养孩子
的时间观念。值得提醒的是，家
长对孩子的发育结果也要有一
个合理预期，要适当调整，不要
急于求成。养育是一个持续输
出的过程，贯穿在每天的养育行
为中，要给孩子成长足够的时间
和支持。

□本报记者 廖小勇
通讯员 张连治

磁力珠又称百克球，
色彩斑斓，能够组合成各种
造型，深受小朋友们喜爱。
但是，在外科医生眼中，磁
力珠却是一颗颗“定时炸
弹”，一旦孩子误服，很可能
会导致严重后果。近日，厦
门市儿童医院接诊了一名
误服磁力珠的患儿。

前一段时间，贝贝在学校玩
同学带来的磁力珠，他对珠子感
到好奇，便放进嘴里尝了一下，
不料一不小心把珠子吞进肚子
里，当时有点肚子痛，但他没在
意。下课后，他又拿珠子出来
玩，再次误吞了一颗珠子。同学
得知后，将情况告诉老师。老师
赶紧通知家长带贝贝到厦门市
儿童医院检查。

经检查，腹部平片显示贝贝
吞下的磁力珠位于其胃和肠子
里。所幸就医及时，通过胃镜，医
生在贝贝的胃和十二指肠里各发
现一颗珠子，并将珠子成功取出。

厦门市儿童医院普外科主任
张中喜提醒，吞食磁力珠的情况
多见于学龄前儿童。2020年，厦
门市儿童医院已接诊了15例因
误吞磁力珠就诊的病例，多数患
儿是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次
吞入多颗磁力珠，等到孩子出现
腹痛、呕吐等症状，到医院检查才
发现，已经造成肠穿孔、肠坏死，
只好进行手术探查修补。

■链接

小朋友分次吞食磁力珠后，
磁力珠会隔着胃壁、肠壁和肠系
膜相互吸引，导致胃、肠及系膜
被夹住，此时在磁力作用下，肠
管及系膜会因为长时间被压迫
造成缺血、坏死，甚至会引起穿
孔。肠穿孔后，大量消化液、细
菌，甚至粪便进入腹腔，就可能
引发感染性休克，导致死亡。

小小年纪为何患上拖延症？

全省首个新生儿黄疸日间病房开设
福州儿童医院建议：家有“小黄人”，无须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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