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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新生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防控管理预案（第一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围产新生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管理预案工作组

［摘要］　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中国持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流行。新生儿由于免疫

功能不成熟，且存在特殊母婴垂直传播的可能，成为 2019-nCoV 易感高危人群。围产 - 新生儿科应全程密切合

作，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应尽可能为感染做好预案，确保潜在患儿得到最优化的管理和救治。根据最

新 2019-nCoV 国家管理方案并结合实际情况，中国当代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围产新生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

管理预案工作组提出了新生儿 2019-nCoV 感染防控管理建议。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20，22（2）：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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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natal and neonatal management plan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1st Edition)

Working Group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eonatal 2019-nCoV Infection in the Perinatal Period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ediatrics (Zhou W-H, Email: zwhchfu@126.com) 

Abstract: Since December 2019, the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infection has been prevalent in China. Due 
to immaturity of immune fun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other-fetal vertical transmission, neonates are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2019-nCoV. The perinatal-neonatal departments should cooperate closely and take integrated approaches, 
and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should prepare the emergency plan for 2019-nCoV infection as far as possible, so 
as to ensure the optimal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of potential victim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2019-nCoV national 
management pla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Working Group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eonatal 2019-nCoV 
Infection in the Perinatal Period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ediatrics puts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2019-nCoV infection in neonates.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20, 22(2):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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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12 月 以 来，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已出现迅速传播的临床流行病学特征，人群普

遍易感，其病原属于 β 属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1-3]，其基因特征与

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 coronavirus, 

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 

coronavirus, MERS-CoV）有一定区别 [4-5]。经呼吸

道飞沫传播是其主要的传播途径， 亦可通过接触

传播。已发现孕产妇感染 2019-nCoV 的病例，截

至目前报道的最小年龄的儿童患者为 9 个月，迄

今暂无围产期胎儿感染和新生儿感染病例的报告。

鉴于 2019-nCoV 感染对于新生儿这一特殊免

疫低下人群可能造成危害 [6-8]，根据冠状病毒感染

的历史文献和此次 2019-nCoV 感染的最新资料，

基于国家法定的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传染病管理

的特点，结合传染病防治法及最新的世界卫生组

织（WHO）有关 2019-nCoV 感染的处置原则，中

国当代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围产新生儿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防控管理预案工作组提出了新生儿 2019-
nCoV 感染防控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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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疑诊及确诊孕妇的围产期处理原则

1.1　母亲疑似 2019-nCoV 感染新生儿处理流程

（1）产科与新生儿科保持沟通，如发现产前

疑似病例，通知新生儿科，告知高危产妇信息。

（2） 产科如产时发现产妇疑似病例，提前呼

叫新生儿科医生，使其有充足时间穿戴防护装置。

在产房进行复苏准备，新生儿科医师进入前要全

面防护（包括帽子、护目镜、防护服、手套和 N95

口罩等）。 

（3）如疑似产妇随后 2019-nCoV 检测为阴性，

新生儿一般情况好，可随母亲进行母婴同室；如

新生儿反应欠佳，有呼吸困难相应表现，进入新

生儿科观察。如疑似产妇随后 2019-nCoV 检测为

阳性，新生儿进入隔离病房进行隔离诊疗。

1.2　危重症孕母病例（按照国家卫健委定义）新

生儿处理流程

（1）符合如下标准之一，如呼吸衰竭、脓毒

症休克、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立即进入重症

监护病房并在条件允许时尽快转运定点诊治医疗

机构，隔离收治，产儿科共同制订分娩决策。

（2）产后隔离治疗：母亲由感染科治疗为主，

新生儿建议隔离 14 d。隔离治疗的产妇治愈后，

可考虑母乳喂养。

（3）新生儿处理原则：由于孕妇高热及低氧

血症，胎儿发生宫内窘迫、早产风险增加，应严

密监护新生儿，转诊新生儿需做好隔离防护。采

血和呼吸道分泌物检测病毒核酸。目前虽然未见

母婴垂直传播的直接证据，但基于 2019-nCoV 感

染的发病机制可能与 SARS 和 MERS 有相似之处，

而 SARS 等均有母婴传播的个案报道，因此，不能

除外 2019-nCoV 垂直传播的可能性。

2　疑诊及确诊的新生儿处理原则

2.1　诊断

新生儿感染后临床表现可能会和成人表现相

似，表现为无症状感染、轻症感染和重症感染，

新生儿尤其早产儿的症状表现可能更为隐匿，不

具有特异性，需要仔细观察与甄别 [6-7]。潜伏期一

般为 3~7 d， 最长一般不超过 14 d。确诊感染需要

在上呼吸道标本（咽拭子、鼻拭子）或者下呼吸

道标本（痰、肺泡灌洗液、气管插管吸取分泌物）

标本中检测出 2019-nCoV 核酸或者病毒基因测序

与已知的 2019-nCoV 高度同源 [8-9]。

（1）疑似感染病例：在分娩前 14 d 和分娩

后 28 d 以内的有 2019-nCoV 感染病史的母亲分娩

的新生儿，或者新生儿期间直接暴露其他有 2019-
nCoV 感染病史的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医护人员、

探视者），无论有无症状，应考虑疑似感染病例。

（2）确诊感染病例：对于疑似病例，若具备

以下病原学证据之一，可确诊：

①呼吸道标本或血液标本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 2019-nCoV 核酸阳性；②呼吸道标本或血液

标本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 2019-nCoV 高度同源。

2.2　防治基本原则

（1）如患儿有 2019-nCoV 患者接触史，且临

床有咳嗽、发热表现，胸片提示有肺部浸润影像

学改变，则为疑似病例。进行流感、呼吸道相关

病原、血培养等检验进行相关疾病排查，并进行

2019-nCoV PCR 检测确诊。

（2）如母亲为 2019-nCoV PCR 检测阳性病人，

所生新生儿需进入新生儿病房隔离、监护，并进

行 2019-nCoV PCR 检测确诊。

2.3　治疗方面

目前尚无有效的抗冠状病毒药物 [10]。避免盲

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可酌情使用静脉用丙

种球蛋白。

（1）所有疑似或确诊新生儿病例应尽早收入

新生儿病房监护与治疗，临床以对症、支持治疗

为主，维持内环境平衡，尽量避免气道内操作。

实施有效的单间安置和执行接触隔离、飞沫隔离，

在进行易产生气溶胶操作时执行空气隔离措施。

（2）新生儿重症病例的治疗：在对症治疗

基础上，防治并发症，并进行有效的器官功能支

持。对于以“白肺”为表现的重症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患儿，大剂量肺表面活性物质、一氧化氮

吸 入， 高 频 振 荡 通 气（high-frequency oscillatory 

ventilation） 可 能 具 有 疗 效。 特 别 危 重 病 例 必 要

时 需 要 实 施 持 续 肾 替 代 治 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与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治疗。

2.4　出院标准

（1）无症状感染：每隔 2 d 采集上呼吸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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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鼻咽拭子 + 咽拭子）检测 2019-nCoV，连续 2

次（至少间隔 24 h）呈阴性结果。

（2）上呼吸道感染：体温恢复正常 3 d 以

上、症状改善、连续 2 次（至少间隔 24 h）采集

的上呼吸道分泌物标本（鼻咽拭子 + 咽拭子）检

测 2019-nCoV 呈阴性结果。

（3）肺炎：体温恢复正常 3 d 以上、呼吸道

症状症状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

连续 2 次（至少间隔 24 h）采集的上呼吸道标本

（鼻咽拭子 + 咽拭）和下呼吸道标本（痰液）检

测 2019-nCoV 都呈阴性结果。

3　感染防控处理意见

严格遵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机构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

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中常见医用防

护使用范围指引（试行）》 的要求执行。

3.1　传染病防控医疗规范

（1）门诊分诊及收治病人流程：所有门诊新

生儿病人需经医院统一分诊，如有发热，进入发

热门诊通道就诊。

（2）转运病人流程：①转运前医生详细询问

患儿病史，特别是有否接触来自有 2019-nCoV 感

染的流行病史的患者，以及相关症状。②如有疑

似 2019-nCoV 感染的病人接触史，且症状体征疑似，

建议按照流程规定隔离处理。

（3）新生儿病房探视制度：①在 2019-nCoV

流行期间，暂停新生儿病房探视。②新生儿科患

儿家属需经医院统一监测排查方能进入。

（4）病房管理：疑似及确诊病例应在具备有

效隔离条件和防护条件的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疑

似病例应单人单间隔离治疗，确诊病例可多人收

治在同一病室。

①新生儿科划定为过渡病房、隔离病房及普

通病房。病人入科前根据分诊情况，确定进入何

种病房。疑似病例置于温箱中，不使用开放式抢

救台。物品专用。

② 入 NICU 后 医 护 人 员 严 格 洗 手， 隔 离 室 

NICU 医护人员要穿隔离衣和戴手套，如果新生儿

有呼吸道症状，还要戴 N95 口罩，进行吸痰等操

作时佩戴护目镜。医护人员将诊疗操作集束化，

尽量减少接触病人。使用辅助通气的疑似病例加

用头罩，头罩内放置负压吸引管，呼吸机出气端

连接过滤器并接入负压吸引器，吸痰时使用密闭

吸痰管。用于人工通气的复苏囊连接过滤装置。

3.2　高危新生儿的处理原则

新生儿 2019-nCoV 感染的水平传播途径依据

风险大小依次为密切接触传播及飞沫传播（照护

者、家庭成员、家庭来访者）、医院内获得性感

染、在公共场所接触到感染源等。针对高危对象，

应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

（1） 发病前 14 d 内有武汉地区或其他有本

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2） 发病前 14 d 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或

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

症状的患者；

（3） 有聚集性发病或与 2019-nCoV 感染者

有流行病学关联。

符合其中 1 条者，应将患者采取单间安置，

医学观察 14 d（若根据临床流行病学、临床和实

验室检查等能够明确排除疑似或确诊 2019-nCoV

感染，可提前结束医学观察），在观察期间执行

如下措施：①医务工勤人员在接触患者时执行接

触隔离、飞沫隔离措施，在进行容易产生气溶胶

操作时执行空气隔离措施；②为降低风险，避免

使用患病母亲的母乳进行喂养，如采用捐赠母乳，

则在使用前采用巴氏消毒后使用；③患儿产生的

医疗废弃物置双层感染性医废袋，并且采用含氯

制剂喷洒消毒作用不少于 10 min（消毒剂浓度按传

染病疫源地消毒要求执行），再按感染性医废处

置；④患者非一次性使用的医用织物要床旁收集，

推荐采用含氯制剂喷洒消毒作用不少于 10 min（消

毒剂浓度按传染病疫源地消毒要求执行），再按

感染性医用织物处置；⑤患者所在房间终末消毒

优先采用过氧化氢雾化或气化消毒，或含氯制剂

喷洒消毒。

3.3　观察期间疑似或确诊病例处理原则

如果患儿在观察期间出现疑似或确诊 2019-
nCoV 感染症状，需执行以下措施：（1）立即隔离，

按规定流程处理，应在具备有效隔离条件和防护

条件的定点医院隔离治疗；（2）患儿所在房间在

彻底消毒处理前禁止收治患儿；（3）患儿所在房

间的其他患儿需进行医学隔离观察，等待疑似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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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确诊结果，如果排除 2019-nCoV 感染，解除隔离，

如果确诊，则需观察 1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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