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护理医学杂志                                                                          2024 年第 3 卷第 8 期
Journal of Modern Nursing Medicine                                                            https://jmnm.oajrc.org 

- 168 - 

全程优质护理模式用于新生儿护理对家属满意度的干预价值分析 

朱云超 

桐乡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嘉兴 

【摘要】目的 分析在新生儿护理中开展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对家属护理满意度的干预价值。方法 现将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出生的新生儿中抽取出 68 例开展分组护理研究，经过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

观察组 34 例和对照组 34 例，观察组新生儿给予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对照组新生儿给予常规护理模式，对比并分

析两组最终取得的护理效果。结果 两组最终结果比较显示，观察组新生儿的睡眠质量和智能发育各指标改善效

果均优于对照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最终家属对护理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将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应用于新生儿护理管理当中，可确保新生儿出生后获得专业优质的护理服务，提高新生儿的

睡眠质量，促进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最终能够提高家属对临床护理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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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vention value analysis of whole-process high-quality nursing model for neonatal nursing to family 

satisfaction 

Yunchao Zhu 

Tongxi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Jiaxing, Zhejiang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tervention value of the whole-process high-quality nursing model in neonatal 
nursing 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Methods A total of 68 neonates bor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for group nursing study, and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34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34 case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Neonat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full quality nursing 
mode, and neonat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mode.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comparison of the final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the improvement 
effects of sleep quality and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indexes of neonat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adverse event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final score of 
family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Applying the whole-process 
high-quality nursing model to neonatal nursing management can ensure that newborns get professional and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after birth,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newborns, promot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newborns, and 
ultimate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on clin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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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是指出生至 28 天内的婴儿，其护理具有独

特的特点。首先，新生儿生理功能未完全发育成熟，需

要特别关注其呼吸、循环和体温调节等方面。其次，新

生儿免疫系统尚不健全，易受感染，需要加强预防性护

理和营养支持。此外，新生儿对外界刺激敏感，需要提

供舒适的环境和适当的刺激，以促进其感知和发展。另

外，新生儿还存在较高的需求，需要家属和护士密切配

合，共同照料，才能进一步提高新生儿的舒适度以及安

全性[1-2]。因此，针对这些特点，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在

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有着重要价值。全程优质护理模

式可以提供个体化的护理计划，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

高新生儿的护理质量，并进一步提升家属的满意度。为

进一步核实该护理模式在新生儿中的应用价值，我院

将其做了进一步对比分析，具体分析对比详情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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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我院新生儿科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接收的新生儿 68 例，将其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

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有 34 例，观察组新生儿中有男 20
例、女 14 例，平均胎龄（39.50±1.50）周；对照组新

生儿分为男性 19 例、女性 15 例，平均胎龄为（39.00
±1.40）周，两组新生儿的一般资料对比后差异较小（P
＞0.05）存在可比性。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1）新生儿：按研究定义确定新生

儿的年龄范围，通常为出生后的前 28 天内。2）健康

新生儿：没有特定的疾病或先天性异常。3）特定的临

床情况或诊断：例如低出生体重儿、早产儿、患病新生

儿等，如果研究针对特定的新生儿群体。4）母亲或家

庭的相关特征：如母亲的健康状况、生育方式、家庭环

境等，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5）同意参与

研究：新生儿的监护人或父母知情同意参与研究。 
1.2.2 排除标准：①存在严重疾病或先天性畸形的

新生儿。②出生时即处于危重状态的新生儿。③母亲有

严重的健康问题或孕期并发症。④家庭不配合研究或

无法提供必要的信息。⑤已经接受过特定护理干预或

治疗的新生儿，如果研究旨在评估新的护理方法。 
1.3 方法 
对照组新生儿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开展全程

优质护理模式，1）住院期间的护理：将新生儿放置在

安静、舒适、温湿度适宜的环境中并予以保暖。记录新

生儿的呼吸、心率、体温、血压等生命体征和各项指标，

监测其身体状态。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每日定时对新生

儿的病房进行清洁和消毒，在接触新生儿前严格做到

“七步洗手法”洗手。在新生儿大便后及时更换尿片并

使用温水清洁臀部，保持新生儿皮肤干爽、整洁。尽早

让新生儿吮吸母乳，促进其胃肠道的发育和功能成熟。

认真观察新生儿的神态、面色、哭声、皮肤、体温、大

小便等情况；若发现其他异常症状，及时告知医生并协

助治疗。在新生儿出生后的 24 小时内，及时接种乙肝

疫苗，以预防相关疾病。在新生儿进食后的 1 小时，

护士应协助产妇对新生儿进行抚触护理。让新生儿趴

在产妇胸前，与产妇肌肤相亲，使产妇充分发挥其作为

母亲的天性。2）出院后的随访及护理指导：定期对产

妇进行电话随访，询问新生儿的身体状况，对产妇和家

属提出的问题进行耐心解答，并指导其做好新生儿的

护理工作。产后的第 7-14 天和第 28 天，护士应电话对

新生儿进行随访，了解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情况，检查新

生儿的皮肤、口腔、脐带、臀部等部位，及时发现问题

并给予处理。定期开展健康讲座，邀请新生儿家长参加，

向其讲解新生儿的护理知识、喂养技巧、常见疾病的预

防和处理等内容，提高其育儿能力。 
1.4 观察标准 
①睡眠质量：使用匹兹堡（PSQI）量表评价，总分

值 18 分，得分越低表示睡眠质量越好。②智能发育：

运用婴幼儿发育量表（MDI）评估，总分值为 100 分，

得分越高则表示新生儿智能发育越好。③详细记录两

组护理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④家属护理满意度：采用

自制调查问卷表评价，最高分为 10 分，获得分值越高

则表示满意度越好。 
1.5 统计方法 
用 SPSS25.0 软件处理文中的所有数据，计量指标

通过（ x ±s）来描述，另外采取 t 检验；计数指标使

用 n（%）描述，并且实施 χ²检验，当两组数据有统计

学意义为 P＜0.05 表示。 
2 结果 
护理前，两组指标对比无差异（P＞0.05）；但与

对照组护理后结果相比，观察组新生儿的睡眠质量和

智能发育评分均占据优势，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

最终获得的护理满意度评分较高，（P＜0.05），见下

表 1。 

表 1  组间各指标对比详情（ x ±s） 

分组 n 
睡眠质量/分 智能发育/分 护理满意度/分 护理不良事件/%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后 管理后 

观察组 34 14.6±0.8 9.5±0.4 75.9±6.5 90.2±8.8 9.2±0.8 2（5.9） 

对照组 34 14.7±0.9 11.2±0.6 76.0±6.8 85.6±7.6 8.6±0.6 8（23.5） 

t/x²值  0.4842 13.7463 0.0619 2.3067 3.4985 4.2207 

P 值  0.6298 0.0000 0.9508 0.0242 0.0008 0.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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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新生儿指的是出生后一个月内的婴儿。他们是人

类生命周期中最脆弱的群体之一，需要特别的照顾和

护理。新生儿在出生后需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还要

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护理。新生儿的身体特点包括：

头大、肢体细长、皮肤薄嫩、肌肉松弛、活动范围有限

等。此外，新生儿的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他们对外

界刺激和感染更为敏感。因此，提供全程优质护理对新

生儿的健康发育至关重要[3-4]。新生儿的护理需求主要

包括喂养、清洁、保暖、安全和情感需求。首先，喂养

是新生儿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新生儿需要获得足够的

母乳或配方奶来满足其生长和发育的需要。其次，清洁

方面的需求也是重要的，包括定期换尿布、洗澡和清洁

口腔等。此外，新生儿由于体温调节系统不完善，需要

保持适宜的温度，如穿合适的衣物、使用保温设备等。

在护理过程中，家属的存在对新生儿的情感需求也非

常重要，他们的陪伴和关爱可以帮助新生儿建立安全

感和情感联系[5-6]。为此，我院对新生儿开展了全程优

质护理模式，且最终结果对比显示，采取全程优质护理

后的观察组新生儿的睡眠质量和智能发育各指标改善

效果均优于采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发生的护理

不良事件明显少于对照组，最终家属和患者对此次护

理的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全程优质护理模式

的护理理念是以患者为中心，注重提供个性化、安全、

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在新生儿护理中，全程优质护理模

式的护理理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程优质护

理模式注重与家属的合作互动。护士要与家属建立良

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积极倾听家属的需求和意见。通

过与家属的密切协作，能够更好地了解新生儿的个体

差异和家庭背景，进而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提高家

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其次，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强调

全面、细致的护理观察和评估[7-8]。护士要具备专业的

知识和技能，及时观察新生儿的生理和行为变化，并进

行科学的评估。 
在此基础上，护士能够及时调整护理措施，提供针

对性的护理服务，全面保障新生儿的健康和安全。最后，

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强调情感关怀。护士要关注新生儿

和家属的情感需求，通过温暖、亲切的语言和行为，给

予他们安全感和信任感。同时，护士还需提供必要的心

理支持和教育，帮助家属更好地应对新生儿护理中的

各种困惑和焦虑，增强家属的护理参与度和满意度[9-10]。 
综上所述，全程优质护理模式的护理理念在新生

儿护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以新生儿为中心的护

理模式，护士能够更好地满足家属的需求，提供个性化、

安全、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增强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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