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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 

陈春燕 

重庆市巫山县人民医院  重庆 

【摘要】 目的 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实施效果分析与探究。方法 自 2020 年度 1 月至 2021 年 1 月

选择 72 例就诊于我科室的新生儿进行调研，在新生儿在院期间对其实施护理鸟巢式护理，将其命名为本次调研

的研究组。于同期选择 72 例就诊于我科室的新生儿进行对照，将其命名为对照组。对其实施常规护理干预。总

结与探究 2 组护理结果。结果 （1）对照组第一次胎便时间长于研究组，每日睡眠时间短于研究组，胎便转黄时

间长于研究组，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2）对照组奶增加量与研究组奶增加量较少，两组对照差异

明显，（P<0.05）。（3）对照组新生儿每日体质量增长幅度低于研究组，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4）
对照组新生儿头围与研究组相比较低、身长与研究组相比较低、体重与研究组相比较低，经过组间的对比两组差

异明显（P<0.05）。（5）对照组新生儿每日体质量增长幅度低于研究组，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结论 
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实施效果优异，此护理方案可提高家属满意程度，改善新生儿生长发育情况，此方案

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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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rd's Nest Nursing in Neonat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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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bird's nest nursing in neonatal nursing.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72 neonate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and they were given bird's nest nursing care during their stay in the hospital, and they were named as the 
research group of this investigat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72 neonate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for control and named as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s.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nursing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 The time of the first meconium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the daily sleep time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time of meconium turning yellow 
was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2) The increase of 
milk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3) The daily weight gain of newbor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4)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group, the head 
circumferenc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the length of the newborn was lower, and the weigh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search group. (5) The daily weight gain of newbor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Bird's nest nursing has an excellent 
effect in neonatal nursing. This nursing program can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and improv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newborns. This program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Keywords】Bird's nest nursing; Neonatal nursing; Traditional routine nursing 
 
据有关资料证实，新生儿娩出后对其实施有效的

护理干预，对新生儿后期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生儿娩出后刚刚接触到外界环境，自身免疫力比较

差、地方能力也比较差，和成年人向对比，患病率较

高。在新生儿刚刚分娩出的这一段时间内，为了保证

其健康的成长，应对其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1-2]。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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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临床常用护理干预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但

我科室为了提高护理质量，给予患儿最佳的护理干预，

则采用鸟巢护理。为了总结与调研 2 种护理方案实施

效果，于 020 年度 1 月至 2021 年 1 月选择 144 例就诊

于我科室的新生儿进行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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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例就诊于

我科室的新生儿进行调研，在新生儿在院期间对其实

施护理鸟巢式护理，将其命名为本次调研的研究组。

于同期选择 72 例就诊于我科室的新生儿进行对照，将

其命名为对照组。研究组：n=72 例，男：n=36 例、女：

n=36 例，胎龄在 38 至 40 周，平均胎龄为 39.22 周。

对照组：n=72 例，男：n=37 例、女：n=35 例，胎龄

在 39 至 40 周，平均胎龄为 39.63 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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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在本次调研中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

常规护理，（1）宣教与沟通：部分患儿家属因过于担

忧患儿的疾病而出现焦虑、不安、恐慌等情绪反应，

护理人员应与患儿家属进行沟通，向其讲述疾病的诱

发因素、治疗方式，提高家属对于疾病的了解程度，

同时还应与其进行沟通，帮助患儿家属纾解心结，释

放心理压力，树立治疗的自信心。（2）呼吸道护理：

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中应按需检查患儿的呼吸道情

况，如果存在分泌物，应定时、按需清除患儿呼吸道

的分泌物，保证呼吸的顺畅；（3）针对性护理：在疾

病的导致下患儿会有一种痛苦的感觉，给食欲带来一

定的影响，因此要紧密观察患儿的疾病进展，如果患

儿疾病稳定可以增加喂养的次数，但是在喂养过程中

要注意喂养的方式，避免患儿出现呛咳、呛奶的情况，

如果患儿病情未稳定或是有加重的迹象，要评估患儿

日龄以及体质量，再确定喂养次数以及喂养量。（4）
保温护理：新生儿在娩出与母体分泌以后，护理人员

要将新生儿擦拭干净，同时使用家属提前准备好的棉

毯包裹新生儿，另外护理人员还应调节室内温度，保

证室内温度高于 23℃，而且要观察新生儿身体温度，

新生儿身体温度应保持在 36 至 37℃，在新生儿出生以

后的第一天每间隔 4 小时为新生儿测量 1 次体温，保

证新生儿身体温度处于 36．5℃左右，第 2 至多天改为

每间隔 6 小时至 12 小时为新生儿测量 1 次体温，如果

新生儿身体温度低于 36℃或高于 38℃时，应查找原因，

进行处理。（5）体位护理：日常护理中除妈妈喂养时

候将新生儿抱起，新生儿应整日卧床休息，保证充足

的睡眠，每日睡眠时间应高于 20 小时，同时指导新生

儿选择侧卧位，在喂奶后要指导新生儿选择右侧卧位，

还应按需更换体位，防止新生儿睡偏头。仰卧不安全，

此种体位，如漾奶时，可引起窒息。（6）环境干预，

在院内期间，护理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按时按需通风，

但避免穿堂风；另外是降低噪音，高分贝、刺耳噪音

要注意隔离，以免对宝宝的听觉器官造成伤害。（7）
抚触护理：对新生儿抚触前护理人员要保证双手的温

度，如果护理人员的手比较凉要在使用温热水洗手以

后在对新生儿进行抚触，首先将润滑油涂抹到掌心，

沿着新生儿的身体轻轻的滑动，分别抚触臀部以及背

部与下肢、上肢、胸部、头部、下颌、前额，在开始

抚触时护理人员动作要轻柔，待到新生儿适应以后可

逐步加深力度；此外护理人员还要爱护、关心新生儿，

在抚触中对新生儿进行关心与爱护，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拥抱新生儿，提高新生儿的安全感。 
研究组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采用鸟巢式护理，

如下：（1）于新生儿颈部下方增垫一个小棉巾，同时

将新生儿头部抬高约 20-30mm。选择一条干净的棉巾，

并将之裁剪成为宽度 0.25m、长度 1.5m 的长方形，然

后再将之和新生儿的躯体包裹起来，使棉巾和新生儿

的臀部与背部紧密相贴，形成鸟巢状，此后，再对棉

巾的松紧度进行适当的调整，确保新生儿的四肢、脸

部与头部都能处在一种较为放松的状态之中。严密监

测新生儿各项体征，合理调整室内温、湿度，确保光

线适宜。（2）将新生儿放入鸟巢前，预热暖箱，控制

温度在 33℃左右的范围之内，然后再将新生儿轻轻放

在鸟巢当中，并对暖箱湿度作出适当的调整。于鸟巢

底部放置水床垫，使新生儿活动肢体时能体会到水的

振动，以对其皮肤进行摩擦，促进血液循环。（3）定

期消毒鸟巢状棉巾，避免细菌滋生。对新生儿进行母

乳喂养之前，先清洁并消毒乳头，然后再指导产妇对

新生儿进行正确的喂养。通常情况下，在喂养时应采

取右侧位，避免溢奶亦或者是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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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床指标：从胎便转黄时间、每

日睡眠时间、第一次胎便时间。（3）肠胃功能：从进

奶增加量进行统计。（4）体质量增长幅度对照。（5）
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包含了头围、身长以及体重。 



陈春燕                                                                        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 

-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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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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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 
对照组：n=72 例，对新生儿家属发放与回收 72

份有效问卷，经统计新生儿家属满意本次护理，并给

予 80.35±2.31 分；研究组：n=72 例，对新生儿家属发

放与回收 72 份有效问卷，经统计新生儿家属十分满意

本次护理，并给予 91.35±1.26 分，对照组护理满意评

分结果与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对照组评分

结果高，研究组评分结果低，两组对照存有差异，

（P<0.05）。 
2.2 临床指标对照 
对照组：第一次胎便时间为 25.74±3.25h、每日睡

眠时间为 16.83±0.86h、胎便转黄时间为 63.47±3.08h；
研究组：第一次胎便时间为 19.98±2.96h、每日睡眠时

间为 20.18±0.54h、胎便转黄时间为 55.17±2.46h，对

照组第一次胎便时间长于研究组，每日睡眠时间短于

研究组，胎便转黄时间长于研究组，两组对照差异明

显，（P<0.05）。 
2.3 肠胃功能对照 
对照组：奶增加量为 2.05±0.89ml，研究组：奶增

加量为 3.42±1.49ml，对照组奶增加量与研究组奶增加

量较少，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2.4 体质量增长幅度对照 
对照组：体质量增长幅度为 11.39±1.25g/d，研究

组：体质量增长幅度为 15.62±1.31g/d，对照组新生儿

每日体质量增长幅度低于研究组，两组对照差异明显，

（P<0.05）。 
2.5 生长发育对照 
对照组：新生儿头围为 40.29±1.09cm、身长为

61.48±2.15cm、体重为 6.57±1.15kg；研究组：新生儿

头围为 41.75±1.35cm、身长为 65.35±2.31cm、体重为

7.98±1.57kg，对照组新生儿头围与研究组相比较低、

身长与研究组相比较低、体重与研究组相比较低，经

过组间的对比两组差异明显（P<0.05）。 
3 讨论 
新生儿是指胎儿与母体分离并自脐带结扎作为一

个独立存活个体的时期，新生儿从出生至 28 天均为新

生婴儿[3-4]。新生儿出生后身体各个器官、脏腑功能均

未发育完全，而且抵抗能力较弱，在外界因素感染、

作用下而诱发与引起各种疾病，甚至是导致新生儿死

亡。新生儿离开母体会出现不安等情况，故而应对新

生儿实施护理干预[5,6]。通常情况下，临床常用护理干

预为传统常规护理，这种护理方案虽然有效，但实施

效果不太理想。为了提高护理质量，我科室则采用鸟

巢式护理干预。鸟巢式护理是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再为

新手儿创造一个类似鸟巢的自然环境，周边用布卷成，

使新生儿有边界感与安全感。鸟巢式护理干预作为比

较先进的一种专科护理方式，核心是以人为本，能够

为新生儿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体外子宫环境，使新生

儿能够尽快适应外界环境，并有助于增强其安全感，

减少并发症发生风险。相关资料中提及，鸟巢式护理

是为新生儿创造一个类似鸟巢的自然环境，周边用布

卷围成，使新生儿有边界感与安全感，可达到抚摸及

固定体位的效果，其姿势与胎儿在宫内姿势相似，使

其感觉更舒适、安静，减少哭闹。另外，鸟巢式护理

还能给新生儿提供一个母体化的环境，安全舒适，有

利于生长发育，并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提高新

生儿生命质量。 
本次调研结果证实：（1）对照组第一次胎便时间

长于研究组，每日睡眠时间短于研究组，胎便转黄时

间长于研究组，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2）
对照组奶增加量与研究组奶增加量较少，两组对照差

异明显，（P<0.05）。（3）对照组新生儿每日体质量

增长幅度低于研究组，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4）对照组：体质量增长幅度为 11.39±1.25g/d，研

究组：体质量增长幅度为 15.62±1.31g/d，对照组新生

儿每日体质量增长幅度低于研究组，两组对照差异明

显，（P<0.05），（5）对照组新生儿头围与研究组相

比较低、身长与研究组相比较低、体重与研究组相比

较低，经过组间的对比两组差异明显（P<0.05）。上

述结果充分表明研究组所采用护理方案的优异性。 
综上所述，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实施效果

优异，此护理方案可提高家属满意程度，改善新生儿

生长发育情况，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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