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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效果 

王 燕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滨州 

【摘要】目的 人性化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效果。方法 自 2020 年度 1 月至 2021 年 1 月选择 74 例在

我科室娩出的新生儿进行调研，新生儿娩出后对其实施护理干预，根据护理手段将其命名为 2 组，每组均

纳入 37 例病人。按照护理举措将其命名为常规组与调研组，常规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调

研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人性化护理。总结与探究 2 种护理方案实施效果。结果 （1）常规组护理满意评

分与调研组护理满意评分对照，常规组评分结果较低，调研组评分结果高，两组对照存有差异，（P<0.05）。

（2）常规组排便时间长于调研组、胎便转黄时间长于调研组、体温波动幅度大于调研组，两组对照存有差

异，（P<0.05）。（3）调研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7%，常规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调研组，两组对照存有

差异，（P<0.05）。结论 人性化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实施效果优异，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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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neonatal nursing 

Ya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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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neonatal nursing.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74 neonates who were delivered in our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performed on the neonates after delivery. They were named as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thods, and 37 cases were included in each group. patient.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asures, they were 
named as routine group and investigation group. The nursing plan adopted by routine group was traditional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plan adopted by investigation group was humanized nursing.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wo nursing programs. Results (1)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compared with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The score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lower, 
and the score of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2) 
The defecation time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the time of turning yellow 
meconium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and the fluctuation range of body temperature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3)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was 2.7%,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Humanized nursing has an excellent effect in neonatal nursing, and this scheme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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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从出生至 28 天以内均为新生婴儿，临床

将其称之为新生儿。从预防医学视角来讲，人体免

疫机制是抵御外界而来的病毒、细菌，是身体发现

病毒后将其“驱逐”的生理反应[1]。新生儿刚刚与

母体分离，成为独立个体存刚刚于世界接触的第一

时间，其自身的营养均来自于母体供给，新生儿自

身免疫系统发育并不完全，而且免疫力低下，于外

界病原尚未有任何接触，容易被感染而患上各种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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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如新生儿肺炎等[2,3]。由于新生儿个体特护，

在分娩后要对其实施护理干预，通常情况下临床会

采用常规、传统护理，但我科室为了更好的护理新

生儿而采用人性化护理。为了总结与探究 2 种护理

方案实施效果，于 2020 年度 1 月至 2021 年 1 月选

择 74 例在我科室娩出的新生儿进行调研，具体实施

情况、结果分析，见如下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自 2020 年度 1 月至 2021 年 1 月选择 74 例在我

科室娩出的新生儿进行调研，新生儿娩出后对其实

施护理干预，根据护理手段将其命名为 2 组，每组

均纳入 37 例新生儿。按照护理举措将其命名为常规

组与调研组。常规组：n=37 例，男：n=18 例、女：

n=19 例，日龄在 1 天至 4 天，平均日龄为 2.51 天；

研究组：n=37 例，男：n=19 例、女：n=17 例，日

龄在 1 天至 3 天，平均日龄为 2.29 天。纳入新生儿

之间的一般资料对照，并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常规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即

为基础护理。 
调研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人性化护理，具体

如下： 
（1）安全护理：首先护理人员应根据我科室相

关政策、规章制度，定期检查科室所使用的器械，

对于科室所缺少的用品及时补充，另外我科室护理

人员还应按时、定期参与到我科室或我院所组织的

培训中。 
（2）健康教育：护理人员应根据新生儿家属文

化程度，选择简单易懂的语言为新生儿护理实施教

育，例如新生儿保暖教育、新生儿喂养教育、新生

儿皮肤护理、新生儿衣着等，护理人员应选择常见

且具有代表性的护理错误事件进行讲述，首先为新

生儿家属介绍此事例错误点，另外向其讲述此护理

错误事件给新生儿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后为其普及

正确的护理方式。同时，护理人员向新生儿家属做

好示范，例如新生儿洗浴步骤，在讲述、演示过程

中，护理人员要强调护理中，新生儿家属完全掌握

此护理步骤后再继续下一个护理手段的讲述。 
（3）新生儿护理：首先对新生儿实施心理干预，

新生儿娩出后使用婴儿睡袋包裹新生儿，根据实际

情况适当舒展新生儿四肢，使新生儿四肢能够接触

到外界的环境，另外调整新生儿睡姿，据有关资料

证实多方位睡姿可促使新生儿视觉发育、大脑发育，

护理人员应在不影响新生儿睡眠质量、身体发育基

础上按时、定期为新生儿翻身、偏转头向。另外还

应观察新生儿情绪反应，如果新生儿发生啼哭不止

情况，如果新生儿为无缘由啼哭，护理人员应将新

生儿抱起，轻轻怕打后背，使其尽快入睡，如果新

生儿是因排便、排尿而产生不适感而啼哭应尽快更

换纸尿裤。除上述护理外，还应让母亲与新生儿多

接触，母亲应主动亲吻、抚摸新生儿。 
（4）新生疾病预后护理：新生儿离开母体，独

立生存后，一时间对于外界适应情况较差，而且容

易受到细菌感染，而诱发与引起各种疾病，如细菌

性败血症、肺炎等疾病，为此护理人员要重视疾病

的预防，肺炎预防，要告知新生儿家属严禁患有呼

吸道传染性疾病者探望新生儿，如果产妇存在呼吸

道感染情况要告知产妇与新生儿隔离。细菌性败血

症预防，部分新生儿在分娩后受到母产道细菌群与

外界细菌感染，新生儿在分娩出 4 天至 7 天内出现

细菌性败血症的症状，为此护理人员要格外重视预

防，在分娩出 1 天至 2 天对其实施各项检查，提高

居住环境卫生管理。 
（5）抚触护理：①国际标准抚触方式与方法：

护理人员从新生儿面部逐一抚触到胸腹、手足、四

肢，抚触力度由轻至重，在与新生儿肌肤相基础时

候要轻轻揉搓。②游泳抚触方法：新生儿刚刚娩出

后都具有亲水、喜水的特征，为此护理人员应将游

泳、洗浴与抚触相结合，在新生儿吃奶后要做好游

泳准备，新生儿在水中一边活动一边对新生儿实施

抚触与按摩。 
（6）喂养护理：新生儿出生后应尽早开始喂养，

新生儿喂养方式以母乳为主，护理人员要告知产妇

母乳喂养重要性，使其能够做到早吸吮、早接触、

早开奶，鼓励母亲尽早让新生儿吮吸，喂养初期，

喂养次数、喂养时间没有特点的规定，新生儿哭闹、

产妇涨奶均可以喂养。如果产妇存在母乳不充分情

况，应配合奶粉喂养，根据奶粉标准进行调配，但

需要注意奶瓶等用具的消毒。 
1.3 指标观察 
（1）护理满意评分结果：采用评分方式进行评

价，总得分值为百分，得分越高证明新生儿家属对

于本次护理越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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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理效果：从排便时间、胎便转黄时间、

体温波动幅度方面进行分析，血样饱和度越高说明

新生儿情况越为理想，胎便转黄时间越少说明情况

越好，体温波动幅度越低说明情况越好。 
（3）不良事件发生率分析：不良事件为湿疹、

皮肤感染，采用计算方式进行，分析构成比。 
（4）生长发育情况方面进行分析，生长发育包

含了头围、身长以及体重。 
1.4 统计学 
统计学处理将本文采取的数据均纳入 SPSS25.0

软件中进行处理，对于技术资料以（n，%）表示，

x2 检验，计量资料（均数±标准差）表示，t 检验，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常规组、调研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 
常规组：n=37 例，发放与回收 37 份有效问卷，

经统计问卷结果证实，新生儿家属满意本次护理，

同时给予 80.76±1.59 分护理满意评分；调研组：n
=37 例，发放与回收 37 份有效问卷，经统计问卷结

果证实，新生儿家属十分满意本次护理，同时给予

92.11±1.69 分护理满意评分，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

与调研组护理满意评分对照，常规组评分结果较低，

调研组评分结果高，两组对照存有差异，（P<0.05）。 
2.2 常规组、调研组护理效果对照 
常规组：新生儿排便时间为 4.01±1.09 次/天、

胎便转黄时间为 65.19±11.19h、体温波动幅度为 0.
91±0.25℃；调研组：新生儿排便时间为 5.67±1.2
6 次/天、胎便转黄时间为 45.49±10.19h、体温波动

幅度为 0.19±0.09℃，常规组排便时间长于调研组、

胎便转黄时间长于调研组、体温波动幅度大于调研

组，两组对照存有差异，（P<0.05）。 
2.3 常规组、调研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照 
常规组：n=37 例，不良事件发生例数：n=8 例，

湿疹：n=5 例、皮肤感染：n=3 例，发生率为 8/37
（21.62%）；调研组：n=37 例，不良事件发生例数：

n=1 例，湿疹：n=1 例，发生率为 1/37（2.7%），

常规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1.62%，调研组不良事件

发生率为 2.7%，常规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调研

组，两组对照存有差异，（P<0.05）。 
2.4 生长发育情况对照 
常规组：新生儿头围为 40.31±1.12cm、身长为

61.59±2.18cm、体重为 6.98±1.29kg；调研组：新

生儿头围为 41.69±1.91cm、身长为 65.32±2.29cm、

体重为 7.99±1.58kg，常规组新生儿头围、身长、

体重均低于调研组，两组对照存有差异，（P<0.05）。 
3 讨论 
新生儿本就属于特殊群体，而且新生儿并无自

理能力，喂养、穿衣、排便均需要大人亲力亲为[4]。

另外，新生儿具备抵抗力低、免疫力低的特点，为

此要对其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保证其生长发育[5]。

通常情况下，临床常用护理干预方案为传统常规护

理，这种护理方案虽然有效，但实施效果不太理想
[6]。为了提高护理效果，我科室则采用人性化护理

干预。人性化护理干预属于新型护理干预，在实施

期间可有效的弥补传统常规护理的不足之处，还能

够保留其优势[7]。人性化护理干预中，通过安全护

理，保证科室所用物品的充足，在新生儿出现意外

事件后能够第一时间协助医生抢救新生儿。通过健

康教育提高新生儿家属对于护理常识、护理知识的

了解程度，使患儿家属能够独立的为新生儿提供护

理，为新生儿回到家中后仍可得到舒适护理打下基

础。在新生儿护理中，通过心理干预可降低新生儿

不安感，同时促使新生儿身心发育。通过新生疾病

预后护理，可预防新生儿肺炎等疾病的发生率。通

过抚触护理，可促使新生儿发展。通过喂养护理，

可提高母乳喂养成功率，而且新生儿在娩出后产妇

应尽早开奶用母乳喂养新生儿，可保证热量供给的

充分。对于不愿母乳喂养者，要为新生儿家属进行

教育，告知其母乳是最佳的天然食品，而且母乳中

含有各种营养物质，例如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

质以及维生素、矿物质、水分等，并且比例适当，

质地优良，最易于新生儿消化吸收。 
本次调研结果证实：（1）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

与调研组护理满意评分对照，常规组评分结果较低，

调研组评分结果高，两组对照存有差异，（P<0.05），
此结果说明调研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更为理想，可

拉近与新生儿家属之间的距离，提高满意程度。（2）
常规组排便时间长于调研组、胎便转黄时间长于调

研组、体温波动幅度大于调研组，两组对照存有差

异，（P<0.05），此结果充分表面调研组所采用护

理方案的优异性，促使胎儿发育。（3）调研组不良

事件发生率为 2.7%，常规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调

研组，两组对照存有差异，（P<0.05），此结果充

分表明调研组护理方案的优异性，可降低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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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提高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人性化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实施效

果优异，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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