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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婴体长56厘米，看着像几个月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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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东平一9岁女孩

卵巢里长畸胎瘤

本报泰安5月20日讯(记者
路伟) 近日，一名东平的9岁女孩
因小腹疼痛到医院就诊，医生检
查发现孩子的盆腔内有明显异
物，最终手术确诊为左侧卵巢畸
胎瘤。医生说，这种疾病大多在20-
40岁发病，9岁女孩患病挺罕见。

东平一名9岁女孩近日感觉
自己小腹胀痛，家长以为是普通
疾病，并没重视，但时间长了疼
痛不止，家长就带她到当地医院
检查。医生给女孩做了B超，结果
显示她盆腔内有明显的异物。随
后，父母又带她到济南的医院做
了检查，医生怀疑孩子患上了畸
胎瘤。

后来家人带女孩到泰山医
学院附属医院就诊。“一般得畸
胎瘤的年轻人都是恶性肿瘤，刚
开始我们也担心是恶性肿瘤。”
妇科副主任白显玲说，经过会
诊，医生决定为小雅进行腹腔镜
下微创手术。“手术确诊她为左
侧卵巢畸胎瘤，肿瘤是良性的，
已经通过手术成功切除。”白显
玲说，畸胎瘤的年轻患者一般在
11-19岁，这种病多见于20-40岁
女性，9岁女孩得这种病确实挺罕
见，“她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年纪
最小的畸胎瘤患者。”经过治疗，
女孩身体状况恢复正常。

至于女孩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白显玲说不能确定，很有可能是胚
胎时期母体内残留痕迹所致。“这
种病不好预防，家长应该经常带孩
子进行体检。”

本报泰安5月20日讯(记者
王伟强) 17日，新泰一名232

斤孕妇剖宫产下一个12 . 4斤重
的巨大儿，体长56厘米，与其他
新生儿相比“高大”不少。产科
医生称，该院产科30多年来第
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婴儿。

20日下午，在新泰市第三
人民医院产科病房，产妇刘女
士正躺在病床上，刚出生的女
儿全身包裹着棉被，静静地躺
在她的右侧。和其他新生儿相
比，这名女婴个头明显大很多。

产妇刘女士不时侧过身来
看看女儿，帮她塞塞棉被，脸上

高兴地笑开了花，病床周围站
着不少亲属。“孩子这会特别
乖，刚睡着。”刘女士的丈夫说，
当从产房里抱出孩子时，心情
特别激动。

医院产科医生孟伟说，17

日下午，刘女士来到医院产科
查出妊娠期的高血压、肥胖症。
刘女士身高1米63，体重达232

斤，宫高45厘米，腹围130厘米，
考虑到腹中的胎儿属于巨大
儿，只能通过剖腹产分娩。

医生孟伟说，经过一个小
时手术，17日下午5点多，孩子
顺利出生，是个女婴。让他们没

想到的是，孩子体重有12 . 4斤，
体长56厘米。孟伟说，这是他们
医院建院三十年以来，孕妇体
重最重、新生儿体重最重的一
例。目前，产妇和孩子都很健
康，需要住院观察，三四天才能
出院。

医生介绍，孕妇生出巨大
儿，和孕妇患有肥胖症有关系，
刘女士怀孕前体重已接近200

斤，怀孕后营养补充很充分，导
致体重增加。婴儿超过8斤就是
巨大儿，这个12斤的孩子可以
称为“超大儿”。（奖励线索提
供人闫先生 50元）

本报泰安5月20日讯(记者 路伟
通讯员 王峰) 20日上午，一名妇

女宫外孕大出血，急需输血。但该妇女
的血型是RH阴性AB型血，医院向血
站求助后，28岁的“熊猫女侠”高婷婷
及时献出400毫升血。

一名宫外孕妇女大出血需要输
血，20日上午，泰安市中心医院向血站
求助。这名妇女为RH阴性AB型血，也
就是俗称的“熊猫血”。接到求助电话
后，中心血站血源科工作人员将稀有
血型献血者筛选出来，电话联系他们。
28岁的高婷婷接到电话后，马上向公
司请假到血站献血。

经过快速检测和体检后，高婷婷
伸出胳膊献了400毫升热血，血液马上

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经过实验室检
测，高婷婷的血液合格，血站送血车迅
速送往市中心医院，为患者输上救命
血。

工作人员介绍，RH阴性AB型血
是一种稀有血型，在人群中的比例仅
为2万分之三到万分之四，如果平时没
有足够的储备，紧要关头患者的生命
会受到威胁。

“怀孕时知道我是稀有血型，生孩
子时，医院还为我准备了血液以备救
急。”高婷婷说，也是从那时起，她了解
到这种稀有血液的珍贵，生完孩子后，
高婷婷主动和血站联系，加入了稀有
血型档案库，这是她第二次参加紧急
救援。

一妇女宫外孕急需RH阴性AB型血

““熊熊猫猫女女侠侠””请请假假为为孕孕妇妇献献救救命命血血

多说一句

中心血站血源科工
作人员称，在联系上高
婷婷之前，已经打了20

多个稀有血型者的电
话，有的没人接听，有的
直接提示是空号。

工作人员介绍，进
行登记后，不仅能帮助

其他患者，也能让自己
得到及时救助。

工作人员呼吁，稀
有血型人士在更换手机
号码时告知血站相关科
室，也许您简单的行动，
能给急需用血的人，带
来生命的曙光。

“熊猫侠”换号码
别忘去血站登记

女婴(左)比一般新生儿
大了不少。

本报记者 王伟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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