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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在 NICU 出院早产儿母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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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临床护理中实施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明确其对 NICU 出院早产儿母亲的影响。方

法 以 2023.01-12 时间段中于院内 NICU 出院早产儿母亲为分析对象，共计 74 例，对各个母亲进行编号后采取随

机抽取法设置成对照组（37 例）、观察组（37 例），分别以常规护理手段、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手段实施

两组护理干预，对干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母婴知识掌握程度、自护能力、生活质量、满意度、心理健康等方

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佳（P<0.05）。结论 在临床护理中实施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有利于提高

NICU 出院早产儿母亲母婴知识掌握程度与自护能力，改善母亲心理健康以及生活质量，提高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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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ntinuity of care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in NICU discharged premature 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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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mplement continuous care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in clinical nursing, and to clarify 
its impact on mothers of premature infants discharged from NICU. Methods A total of 74 premature mothers discharged 
from NICU in 2023.01-12 were selected as the analysis objects. Each mother was numbered and randomly selected to form 
a control group (37 case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37 cases). Two group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implemented by 
conventional nursing means and continuous nursing means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respectively. The intervention 
situa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In terms of maternal and infant knowledge mastery, self-care ability, quality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mental heal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values tha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tinuous nursing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in clinical nursing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maternal 
and infant knowledge and self-care ability of premature mothers discharged from NICU,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improving thei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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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实际情况来看，早产儿会因为肺部功能、体

温调节功能等尚未发育成熟，需要及时接受 NICU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治疗，改善早产儿呼吸、营养状况，为早产儿健康发育

提供保障。待早产儿情况稳定后则可出院，在出院后还

需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确保护理效果，减少其他疾病

发生风险，促进早产儿健康生长[1]。文中在临床护理中

实施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明确其对 NICU 出

院早产儿母亲的影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3 年 1 月-12 月时间段中于院内 NICU 出院

早产儿母亲为分析对象，共计 74 例，对各个母亲进行

编号后采取随机抽取法设置成对照组（37 例）、观察

组（37 例）。两组年龄：20 岁≤年龄≤36岁，观察组均

值（27.43±1.33）岁，对照组均值（27.45±1.31）岁。经

统计学系统处理两组基础资料相关数据信息后证实可

比性高（P>0.05）。此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审

批。择取要求：均为 NICU 出院早产儿母亲；资料齐

全；认知与意识均处于正常状态。剔除要求：中途退出；

依从性差；具有精神疾病史。 
1.2 方法 
1.2.1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 
给予出院指导，告知母婴喂养知识及注意事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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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饮食营养均衡、清淡；定期进行电话随访，了解早产

儿情况，给予进一步指导。 
1.2.2 观察组在给予对照组护理措施的同时，行基

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干预 
①创建专科护理小组，要求小组成员全面掌握专

科护理知识、延续性护理知识，可灵活应用微信平台开

展护理工作，确保护理质量。 
②在早产儿出院前，对 NICU 出院早产儿母亲母

婴知识掌握程度、自护能力进行评估，结合评估结果制

定延续性护理方案。并与早产儿母亲获取微信联系方

式，引导其关注相关公众号，创建群聊；对早产儿母亲

进行相应的健康宣教，使其了解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

性护理流程、重要性、目的及意义，提高母亲参与度。 
③定期通过公众号为早产儿母亲推送母婴健康知

识，包括环境（保持家庭环境安静、温暖，避免强光和

噪音，提供舒适的睡眠环境）、体温（早产儿体温调节

功能较弱，需要定期测量体温，确保保持适宜体温）、

喂养（按时进行喂养，注意奶量和喂养频率，避免过度

喂养或饥饿）、清洁卫生（勤换尿布，保持早产儿身体

干燥和清洁，避免皮肤受到刺激）、不断提高早产儿母

亲母婴知识掌握程度、自护能力。 
④按时在群聊中推送喂养技巧视频，可将喂养过

程制作为视频，注意重点讲解，将制作好的视频发送到

群聊中，提醒早产儿母亲进行练习，使其能够正确喂

养。 
⑤收集正面病案、负面病案资料，将病案资料发送

到群聊中，对早产儿母亲强调保持健康饮食、坚持适量

运动、管理情绪等对母婴健康重要影响，强化早产儿母

亲健康意识，主动将个人护理工作落实到位，有效改善

遵医行为。 
⑥将深呼吸训练过程、冥想方式等相关知识与视

频发送到群聊中，让早产儿母亲进行练习，学会放松身

体；可在群聊中提供抒情平和的书单，鼓励阅读，转移

注意力，丰富精神世界，改善不良情绪。 
⑦定期在群聊中为患儿母亲推荐多种健康饮食方

案，同时引导早产儿母亲主动改善饮食习惯，保持均衡

营养的饮食，包括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健康脂肪，

以支持母乳的产量和质量，提醒避免辛辣、油腻、生冷

等刺激性食物。 
⑧要求早产儿母亲按时在相关小程序中更新喂

养、早产儿睡眠与排便等记录，护理人员定期翻看小程

序记录情况，加强护理指导。鼓励早产儿母亲在群聊中

提问，并及时、详细解答，提醒按时复诊。 
1.3 判断标准 
（1）评估两组母亲母婴知识掌握程度（母婴知识

掌握程度调查量表，0-100 分，分值越高则表示母亲母

婴知识掌握程度越高）、自护能力（ESCA 自护能力量

表，0-172 分，分值越高则表示自护能力越高）、生活

质量（EQ-5D 视觉模拟量表，0-100 分，分值越高则表

示生活质量越好）。评估两组母亲对护理方案满意度，

满意度评估量表，0-100 分，满意度越高则分值越高。 
（2）评估两组心理健康状态，心理状态评估量表

（MSSNS），评估内容包括愤怒、焦虑、孤独、抑郁

等情绪项目，具体包括 38 题，每题 1-4 分，每项 0-38
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情绪反映强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t 和x±s 为连续性

变量中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卡方和%为计数资

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或价值。 
2 结果 
2.1 母婴知识掌握程度、自护能力、生活质量、满

意度分析 
母婴知识掌握程度、自护能力、生活质量、满意度

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高（P<0.05），如表

1 所示。 
2.2 心理健康分析 
心理健康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低

（P<0.05），如表 2 所示。 
3 讨论 
常规护理模式下，虽然能够告知 NICU 出院早产

儿母亲相关注意事项，但是不能满足 NICU 出院早产

儿母亲护理需求，整体护理效果得不到提高[2]。 
表 1  比对两组母婴知识掌握程度、自护能力、生活质量、满意度[（x±s）（分）] 

组别（n=37） 母婴知识掌握程度 自护能力 生活质量 满意度 

观察组 90.49±0.85 150.03±9.79 89.56±0.83 88.41±2.08 

对照组 82.07±0.67 121.11±7.14 81.04±0.51 81.10±1.13 

t 47.321 14.517 53.199 18.784 

P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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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对两组心理健康[（x±s）（分）] 

组别（n=37） 愤怒 焦虑 孤独 抑郁 

观察组 12.02±0.31 11.15±0.46 13.14±0.28 12.74±0.29 

对照组 16.85±2.66 15.02±1.64 16.58±1.77 16.85±1.74 

t 10.516 13.281 11.198 13.593 

P 0.001 0.001 0.001 0.001 

 
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是指通过利用微信等

网络平台，为患者提供持续性的护理服务和支持，有利

于动态评估护理效果，对护理方案进行适当改进与调

整，提高护理效果[3-4]。 
给予 NICU 出院早产儿母亲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

性护理，通过微信平台，医护人员可以与母亲实时沟

通，解答她们的疑问、提供护理建议，帮助她们更好地

照顾早产儿[5]。根据早产儿的健康状况和母亲的需求，

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并通过微信平台进行跟踪和

调整[6]。早产儿母亲常常面临焦虑、压力等心理问题，

通过微信平台提供心理支持和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

减轻她们的负担[7]。医护人员可以通过微信分享护理技

巧、健康知识等信息，帮助母亲提升护理能力，促进早

产儿健康发育[8]。 
结合文中研究结果，母婴知识掌握程度、自护能

力、生活质量、满意度、心理健康等方面，两组相比，

观察组各项值更佳（P<0.05）。提示，给予 NICU 出院

早产儿母亲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效果较佳，但

是文中纳入例数较少，存在局限，需要对应用价值进一

步分析。 
综上所述，在临床护理中实施基于微信平台的延

续性护理，有利于提高 NICU 出院早产儿母亲母婴知

识掌握程度与自护能力，改善母亲心理健康以及生活

质量，提高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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