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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对产妇身体恢复及对新生儿护理质量改善的影响分析 

苑颖翠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  河北廊坊 

【摘要】目的 研究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对产妇身体恢复及对新生儿护理质量改善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21
年 05 月－2022 年 05 月到本院生产的产妇 200 例，按照不同护理模式，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两组护

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产后离床活动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初次泌乳时间

低于对照组，泌乳频率以及纯母乳喂养概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新生儿神经行为高于对照组，P
＜0.05；护理前，两组 HAMD 评分，P＞0.05，护理 2 周、4 周后实验组 HAMD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运用母婴床旁护理模式为产妇与新生儿提供服务，效果显著，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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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maternal and infant bedside nursing mode on the recovery of maternal bod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eonatal nursing quality 

Yingcui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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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mother infant bedside nursing mode on the recovery of 
maternal bod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eonatal nursing quality. Methods: 200 parturients who gave birth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1 to may 2022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ime of postpartum 
ambulation and recovery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first lactation ti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frequency of lact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eurobehavior of newbor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nursing, HAMD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maternal and infant bedside nursing model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pregnant 
women and newborns is effective and can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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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生活质量有所提升，健康观念逐步更新，对

疾病诊疗要求更高。不但需给予其高效的治疗，更需

将高质量和优质的护理服务引入。产科病房中产妇与

新生儿护理服务一般为常规的传统方式，也就是不同

区域中，不同护士为产妇与新生儿提供不同的相关护

理项目[1-2]。纵然可保障护士操作熟练，护理服务工

作更为便捷，便于管理。但新生儿家属对护理服务了

解不足，不能够辅助护理服务质量的提升。而床旁母

婴护理服务模式为现代化新型的护理服务模式，需在

患者住院期给予母婴全面性的护理服务，运用健康教

育与示范等等方式，指导患儿家属可积极地参与到新

生儿护理中，进而加深患儿家属对护理认知力，促使

产妇可尽快地适应新角色[3-4]。基于此，本文将分析

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对产妇身体恢复及对新生儿护理

质量改善的影响，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 年 05 月-2022 年 05 月到本院生产的

产妇 200 例，按照不同护理模式，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实验组产妇年龄 24-38 岁，平均年龄（28.16 

https://imrf.oajrc.org/


苑颖翠                                        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对产妇身体恢复及对新生儿护理质量改善的影响分析

- 94 -

±4.28）岁；对照组年龄 25-38 岁，平均年龄（28.14 
±4.24）岁，一般资料（P＞0.05）。 

纳入标准：患儿家属知情同意；自愿参与；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合并基础性疾病患

儿；合并重大疾病患儿；不匹配和患儿。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组内新生儿和产妇实施常规护理，依照产科

中的总体布局，划分成不同护理区，新生儿抚触护

理服务需于抚触室中进行，沐浴需于婴儿淋浴间中

进行，疫苗接种需在治疗室中进行。 
（2）实验组 
对组内新生儿和产妇实施母婴床旁护理，具体

为： 
①定期对妇科中医务人员实施专业培训，进而

有效提升其资质与素质，确保医务人员的综合素养

明显提升。妇产科中护士需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性

素养，树立起正确的责任感和工作态度，参与到各

类培训活动中。阅读各项专业的书籍，充实自我，

定期地为其组织分娩专业性培训活动，进而对护理

行为进行规范。定期的为产妇讲解健康教育问题，

传递分娩相关知识，告知其母婴床旁护理有关事项。

在实践过程中，护士需充分考虑产妇与家属需求，

为其制定出个性化和针对性的护理方案。 
②为产妇与家属开展健康教育，对有关的分娩

知识进行宣传，促使产妇能够掌握相关的专业护理

内容。例如，新生热护理、产后护理以及母乳喂养，

提升其产妇与新生儿的舒适度。 
③床旁沐浴。新生儿出生一天之后，需在产妇

在床旁陪伴新生儿洗澡。秉承着一人一盆基本原则，

规避交叉感染问题发生。护士在为新生儿洗澡中，

产妇与家属可在一旁观看，护士需讲解洗浴顺序、

手法以及注意事项等等。 
④脐部护理。新生儿脐部的护理服务至关重要，

如果护理不得当，比较容易发生感染问题。对此，

护士需指导产妇做好脐部护理，引导其对脐部实施

消毒与清洁。每天需运用棉签蘸碘酒清洁与消毒脐

窝与四周，完成消毒之后，运用脐部护理贴给予干

预。 
⑤床旁抚触护理。新生儿的抚触要选择最佳时

段，在责任护士用教具讲解后，指导产妇搓热双手，

在手掌中倒入适量抚触油，搓匀后轻轻抚触新生儿

头面部、胸腹部、上下肢、背部，家属或产妇可通

过教具同步学习。 
⑥新生儿疫苗接种。接种前，护士需为产妇与

家属提供有关疫苗接种的详细信息，发放手册，签

署知情同意书，并合理评估新生儿疫苗接种情况。

确定疫苗类型后，护士应严格执行新生儿疫苗接种

程序，并告知产妇及家属接种后注意事项等。 
⑦饮食护理。在护理期间，专业的母婴护士应

指导和监督产妇产后的科学饮食、身体康复等，研

究新生儿常见生理变化、早期教育方法、免疫规划

等。护士需更为关注产妇乳房变化状况、切口变化

状况以及腹部变化状况等变化。观察产妇的子宫复

旧情况，引导其接受体能训练，辅助产妇可熟练地

掌握母乳喂养正确方式。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分析两组产妇产后离床活动时间与胃肠功能的

恢复时间；分析两组产妇初次泌乳时间、纯母乳喂

养以及泌乳频率；分析两组新生儿神经行为，分为：

被动肌张力、主动肌张力、行为能力、一般反应、

先天反射。分析两组产妇护理前、护理 2 周后、护

理 4 周后的 HAMD 评分。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n/%）

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 sx  ）表示、行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两组产妇产后离床活动时间与胃肠功

能的恢复时间 
实验组产后离床活动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

均低于对照组，P＜0.05。其中，实验组产后离床活

动时间为 16.34±4.21（h）、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为

19.19±5.29（h）；对照组产后离床活动时间为 20.11 
±5.01（h）、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为 22.02±8.08（h）。

产 后 离 床 活 动 时 间 组 间 对 比 （ t=5.7610 ，

P=0.0000 ） ， 胃 肠 功 能 恢 复 时 间 组 间 对 比

（t=2.9303，P=0.0038）。 
2.2 分析两组产妇初次泌乳时间、纯母乳喂养

以及泌乳频率 
实验组初次泌乳时间低于对照组，泌乳频率以

及纯母乳喂养概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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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初次泌乳时间为 7.61±1.13（分）、泌乳频率

为 3.89±0.41 （次/d ）、纯母乳喂养概率 92
（92.00% ），对照组初次泌乳时间为 11.46±2.42
（分）、泌乳频率为 2.77±0.44（次/d）、纯母乳喂

养概率 78 （78.00% ）。初次泌乳时间组间对比

（t=14.4150 ，P=0.0000 ），泌乳频率组间对比

（t=18.6227，P=0.0000），纯母乳喂养概组间对比

（χ2=7.6863，P=0.0056）。 
2.3 分析两组新生儿神经行为 
实验组新生儿神经行为高于对照组，P＜0.05。

其中，对照组患儿被动肌张力评分为：5.31±1.97/分、

主动肌张力评分为：5.63±0.87/分、行为能力评分为：

6.01±1.55/分、一般反应评分为：5.75±1.06/分、先天

反射评分为：5.05±0.42/分；实验组患儿被动肌张力

评分为：8.02±2.03/ 分、主动肌张力评分为：

7.97±1.04/分、行为能力评分为：8.85±1.18/分、一般

反应评分为：7.43±1.33/ 分、先天反射评分为：

7.01±0.61/ 分。被动肌张力组间对比（T=9.5802 ，

P=0.0000 ）、主动肌张力组间对比（T=17.2577 ，

P=0.0000 ）、行为能力组间对比（T=14.5787 ，

P=0.0000 ）、一般反应组间对比（T=9.8781 ，

P=0.0000 ）、先天反射组间对比（T=26.4647 ，

P=0.0000）。 
2.4 分析两组产妇护理前后 HAMD 评分 
护理前，两组 HAMD 评分（P＞0.05），护理 2

周、4 周后实验组 HAMD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 HAMD 评分（ sx  /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 2 周后 护理 4 周后 

实验组（n=100） 23.41±7.75 16.95±6.84 10.62±6.03 

对照组（n=100） 23.56±7.62 12.75±6.65 7.03±4.65 

T 值 0.1380 4.4026 4.7146 

P 值 0.8904 0.0000 0.0000 

 
3 讨论 
传统母婴护理服务模式一般是分开进行的，疫

苗接种、新生儿母婴以及听力测评等相关的护理服

务都是在单独病房中进行的，产妇需护士转答方可

明确其最终情况，比较容易引起产妇出现逐步的不

良情绪，例如，过分担忧、不信任等等[5-7]。加之，

单一地运用语言表述，对产妇实施护理指导和健康

教育，产妇与家属难以全面掌握相关内容，有效记

忆以及合理运用，对新生儿护理的能力并没有显著

的提升。而母婴床旁护理模式作为现代化产妇护理

中全新的模式之一，此种模式主要强调将家庭当作

是母婴护理的中心，秉承着“以人为本”的护理服

务理念，将上述观念贯穿于全护理流程中，进而高

效地满足其需求，使得护理质量显著提升[8-10]。 
此次研究中，分析两组护理效果，发现实验组

产后离床活动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均低于对照

组，P＜0.05；实验组初次泌乳时间低于对照组，泌

乳频率以及纯母乳喂养概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
实验组新生儿神经行为高于对照组，P＜0.05；护理

前，两组 HAMD 评分，P＞0.05，护理 2 周、4 周后

实验组 HAMD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可

以看出，母婴床旁护理模式的运用，改善了产妇、

新生儿状态。 
综上，母婴床旁护理进入到母婴护理中，可提

升护理效果，改善产妇与新生儿临床指标，值得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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