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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洲新生兒科年會 (European Neonatal Societies )是歐洲新生兒每兩年

的盛會，今年度是第五屆和 UENPS (Union of European Neonatal and 

Perinatal Societies) 和  EFCNI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care of newborn 

infants)兩個組織一起合辦。全歐洲的新生兒科醫師都會去參加，時間長

達 5 天，總共與會的人有高達 1800 多人，是歐洲新生兒科醫師的盛會。 

本次有幸可以投稿上，並獲得成大醫院補助，可以到義大利去和國

際間的醫師們分享我們的研究成果，也藉此看到其他國家目前在新生兒

科的進展，和正在進展的研究，覺得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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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一) 會議名稱： 

(中文) 2023 歐洲新生兒科年會與會口頭報告心得報告書 

(英文) jENS 2023 5th Congress of joint European Neonatal Societies 

 

(二) 口頭發表論文題目： 

(中文) 未經巴氏消毒的捐贈母乳和母乳對早產兒腸道菌叢的影響 

(英文) Effect of Unpasteurized Donor Milk and Breast Milk on Gut Microbiota 

among Preterm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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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 歐洲新生兒科醫學年會 

這是歐洲的新生兒科年會舉辦的第 64 屆，也是和 UENPS, ECFCI 兩個在歐

洲很重要的新生兒科團體聯合舉辦會議的第五屆。會議總共從 9 月 19 日開始進

行了一系列實做的工作坊 workshop，接著 9 月 20 日開始正式的會議進行到 9 月

23 日，進行一個長達 6 天的會議。 

實作工作坊中，有很多不同的主題可以參加，例如：急救，新生兒心臟超

音波，呼吸器，疼痛處理，家屬關懷，管路放置，早期營養等等不同重要的主

題。工作坊的主題有不同國家在該領域的專家醫師分享現在不同的觀點，和現

在最新或是在被挑戰的觀念，並會合併小組討論 

大會的研究的分享分為，poster walk,  e-poster, short oral presentation 和 oral 

presentation 四種不同的方式進行，並且根據不同的內容主題劃分不同的時間居

段。在主題劃分中，有新生兒腦部，肺部，護理，營養，流行病學，急救，循

環，感染等等，對新生兒有全方位的討論。     

除此之外，現場也有很多疫苗，藥物，衛材，儀器的廠商，來提供最新的

儀器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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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摘要 

1. 在 SARS-COV 疫情之下，對新生兒可以獲得母乳哺育成了一個大的挑

戰。在會議中提出了在施打完疫苗之後，母乳裡面可以獲得很好的

SARS-COV-2 抗體，和感染後的媽媽一樣，可以給新生兒很好的保護。

所以母乳哺餵在疫情期間，不應該是只有擔心小孩被感染的危機，而是

應該要看重母乳裡面 IgA 對病毒的保護力，並且母乳中的 IgA 濃度到

10 月時都還是有意義的足夠。 

 

2. 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新的疫苗，今年在美國 FDA 和歐盟都已經獲准核

可通過，也成了一個熱門的話題。Nirsevimab 是新的長效型的

antibody，可以更好的預防嬰幼兒因為感染 RSV 造成的下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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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腦出血的在近期的早產兒研究開始被重視。因為過去超音破的限制，

小腦無法在初期腦部超音波檢查時候被清楚的發現，因為近年來在早產

兒足月時候 MRI 研究的增加，讓大家開始重視這個議題。要在超音波

中更好的檢查小腦，傳統從前囟門看腦部結構的方式較不容易觀察，須

由 Mastoid Fontanel 的位置檢查。這個 view 可以更好的觀察到小腦的細

部結構。會造成小腦出血的原因決大部分都是 injury, 其他相關的危險因

子有小週數，低體重。也有介紹跟據小腦出血的嚴重分級，而這樣不同

的嚴重分級會造成怎麼樣的結果。因出血後造成小腦體積的縮小。會影

響到早產兒未來發育的粗動作，細動作，語言，認知遲緩，和自閉症的

發生率。不只是大小重要，小腦出血的位置也很重要，如果是在 vermis

的位置，對後續發展會有更不好的結果。小腦在早產兒也是個快速生長

但是卻很脆弱容易受傷害的器官，直接影響，不論是出血或是感染造

成，對後續 long-term 發展跟功能性都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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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巨細胞病毒 CMV 在周產期和出生後感染對早產兒的影響都很大。 一直

以來母乳中的 CMV shedding 對早產兒就是個很大的威脅。研究中發現

最高峰會在 4 周，12 週後會開始消退。冷凍母乳在-20 度 C，3 天可以

降低 CMV titers 但是這樣並沒有降低 CMV 的傳染率。有效的降低 CMV 

titer 和傳染率的只有使用經過巴斯德消毒過後的母奶。但是經過巴斯德

消毒過後的母乳和未消毒的母乳又會有活性成分上的差異。所以，目前

因為母乳中的活性成分對早產兒還是很重要的一環，故在好壞處的天秤

上，還是會建議 fresh 的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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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存邊緣的極低週數早產兒現在是全球都在努力的目標，努力的目標不

只是要這些 22-23 週的早產兒生存下來，而是希望他們是沒有長期嚴重

後遺症的長大。所以請各國的專家來針對這些 22-23 週早產兒的處置，

有美國、義大利、日本、德國，進行討論。在第一週的水分，濕度照顧

在各國之間就有極大的差異了。且針對這些極小的早產兒，歐洲國家某

仍奉行著 parent partnering，讓家屬在病房中陪伴小孩做檢查，也不需放

在保溫箱中。日本對呼吸器的使用，和其他國家不大相同，他們會早期

使用低設定的 HFOV 作為肺部的保護措施。且提出了 late cardiovascular 

collapse (LCC) 這樣的一個概念，建議提早使用類固醇，避免血壓不穩定

早成的腦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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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營養部分，會中也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早產兒營養已經有很完善的

產品如母乳添加劑在使用，可以提供這些早產兒小朋友母乳的不足所需

的熱量和營養。但是足月因疾病如先天性腸道問題術後，或是先天性心

臟病，而影響成長的新生兒，卻還沒有一個如同母乳添加劑這樣完善的

產品，可以讓這些新生兒可以同時吃母乳更獲得足夠的營養，都必須犧

牲母乳哺餵轉而使用較高熱量的配方奶粉。而這些配方奶粉又不是針對

這些新生兒設計的，是針對低體重新生兒，所以在需求上也大有不同。

美國 prolacta 廠商開發了使用捐贈母乳製作的足月小孩所需的母乳添加

劑，較少的蛋白質，較多的乳糖和 fat。而在研究上面，也明確指出這

些孩子們因為添加了足月的母乳添加劑，有更好的成長，並且同時可以

保留了母乳哺餵的好處。而且因為是純母乳哺餵，這些孩子的餵食困難

相較於配方奶餵食大大將低，並且可以快速追上生長曲線，且也可以降

低靜脈營養的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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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報告和南區母乳庫合作的研究題目”  未經巴氏消毒的捐贈母乳和母

乳對早產兒腸道菌叢的影響“ 介紹了南區母乳庫嚴格篩選了沒有 CMV

感染的媽媽，並且對這些媽媽的捐贈母乳做了嚴格的細菌學檢查，確認

是對早產兒安全無虞。給予早產兒服用之後和喝媽媽自己母乳的腸道菌

叢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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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過去參加國際會議的經驗以美國為主，這是第一次參加了歐洲的新生兒科國

際會議。一個會議可以連續舉辦 6 天，把所有大家現在最熱門的新生兒議題都

包括進去，想想都覺得很不可思議，在台灣幾乎不可能進行。歐洲因為包含了

很多國家，很多不同的文化，在研究的主題上會提出更多元化的不同的看法，

這點覺得很棒，能對更多不同的做法和文化有更好的兼容性。 

參加會議中，關於早產兒營養照護的課程，聽了最頂尖的講者講現在的最新

的作法，發現和目前單位裡面的照護是相同的，讓我對於我們早產兒營養照護

這塊更有信心，知道我們在這方面是跟世界頂尖一樣走在最前面，用最科學的

方式在照顧著我們的早產兒小朋友營養，也希望可以創造這些早產兒最好的成

長跟發展。在報告後和其他國家的人交流，也被提出了很寶貴的問題和意見。

這次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們不是傳統的 poster 和 oral presentation，而是在發

表的方式上分成了 poster walk, e-poster, short oral presentation 和 oral presentation. 

Poster walk 在開始的時候會有座長帶大家走過所有的 poster, e-poster 則是使用了

大型的電子播放器，讓每個 poster 的 presenter 有 1 分鐘的時間可以跟大家報告

研究，所以在同個時段就會在會場各個不同的角落，大家會圍著螢幕，聽大家

快速的報告，如果在報告完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在自己在螢幕上找到 poster，

short oral presentation 是介於 poster 和 oral presentation，讓更多有趣的研究，可以

有機會讓發表著做更清楚的傳達，雖然時間只有短短的 3 分鐘，2 分鐘是問

答，但是卻讓大家可以對研究內容更有感，而且後續如果想再更詳細的看內

容，也有 e-poster 可以針對自己想知道的細節再去看仔細。這樣多元的方式，會

讓與會的人員更有參與感，而且也更有彈性。 

除了會議本身，參觀廠商的攤位也是很有趣的一個環節。可以看到很多先進

的設備，可以很完善早產兒的照顧，讓人很感嘆台灣的早產兒沒有機會獲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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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先進設備的機會。而且在全球都開始少子化的狀況下，擬真嬰兒也越做

越接近真實，包含模擬急救狀況，判斷急救品質都有更新的設備可以讓 training

中的學生，更感同身受。同時看到很多先進的衛材，在台灣很多時候我們都會

克難的使用替代品，但是在現場卻可以看到原廠衛材，無論是品質或是精緻程

度，而且包括重量和拿取的角度，都可以看得出來是專門此訂做的。收集了廠

商很多的資料，希望有一天也可以有機會把這類的器材引進到台灣來，讓台灣

的早產兒能夠跟世界同步，都可以獲的最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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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一) 台灣學會舉辦活動時，可以採取除了傳統 poster 跟 oral presentation 的方式，

可以更有互動性，像是 e-poster 和 short oral presentation. 增加報告者和聽眾

的連結，可以提出更深入的意見。 

(二) 參觀到不同衛材的時候是可以參考人家巧思，反思我們單位中有沒有可以

替代的東西，藉由替代的方式，也盡可能讓沒有先進衛材的台灣，也可以

不要因為缺乏先進衛材而受限。 

(三) 希望其他醫師也都可以有機會可以出國參加會議，和其他國家的人交流能

夠知道自己現在進步的程度，也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也可以從中獲得很

多新知，不會受限於眼前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