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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护理开展于新生儿护理中的临床价值探究 

秦 星，李 玉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南充 

【摘要】目的 深入分析疼痛护理开展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本次研究时间点为 2021 年 1 月-2021
年 6 月，选取该时间段 50 例新生儿作为研究目标，结合随机法分为病例组、对照组，组内各 25 例新生儿，对两

组新生儿实施差异化护理干预，对照组：常规护理，病例组：基础护理的基础上融入疼痛护理，评价护理效果。

结果 病例组 NIPS 和 NIPS 个时间段评分明显偏低，更加接近预期目标（P<0.05），病例组和对照组新生儿家属

护理满意度依次为（100%）、（80%），病例组护理满意度占比具有理想性（P<0.05）。结论 在对新生儿开展

护理过程中，可融入疼痛护理，其可预防新生儿发生疼痛情况，使新生儿哭闹时间显著降低，获家属的高度认可

和青睐，具有大力宣传和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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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eeply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ain nursing in neonatal care. Methods: Into the 
study in January 2021 - June 2021, select the time period of 50 cases of neonatal as the research target, combined with 
random method into the cas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25 cases of newborn group, implement differentiation for two 
groups of neonat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care, case group: in pain on the basis of basic 
nursing care, nursing effect evaluation. Results: NIPS and NIPS scores in the ca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closer to the expected goal (P<0.05).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of newborn infants in the c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100%) and (80%), respectively. Nursing satisfaction proportion in the case group was ideal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newborn, pain nursing can be integrated, which can prevent newborn 
pain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rying time of newborn. It is highly recognized and favored by family members, and has 
great publicity and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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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生儿的护理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由于新生

儿不具备描述疼痛的能力，且沟通受限，但是可以确

定的是，新生儿同样具有疼痛感，并有缓解疼痛的需

求。诱发新生儿疼痛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手术、动

脉穿刺、静脉穿刺、足跟血采集以及注射疫苗等[1]。新

生儿与成年人对比而言，其疼痛感会更为严重且持续

时间长，新生儿虽然较小但依然会存在疼痛记忆，并

且疼痛引发的不良影响存在时间较长。因此，在对新

生儿开展护理期间，开展疼痛干预显露了必要性和重

要性，疼痛护理的实施可有效缓解新生儿疼痛状态，

进一步减少疼痛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往常规护理在开

展期间，对新生儿疼痛干预重视度严重不足，开展中

存在局限性，不能有效的缓解新生儿疼痛感[2]。为此，

本次研究将疼痛护理干预融入新生儿护理中，深入分

析其使用效果，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6 月期间 50 名新生儿为

研究目标，依据随机法分为病例组、对照组，每组 25
例新生儿，两组新生儿基础资料介绍如下：病例组 11
例男性新生儿、14 例女新生儿，胎龄在 37-41 周，胎

龄区间为（39.71±0.41）周，分娩方式：20 例新生儿

为自然分娩，5 例新生儿为剖宫产。对照组中 15 例男

性新生儿、10 例女新生儿，胎龄在 37-42 周，胎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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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39.73±0.43）周，分娩方式：22 例新生儿为自

然分娩，3 例新生儿为剖宫产。纳入标准：（1）所有

纳入新生儿胎龄在 37 周或以上。（2）出生时间不足

三天、体质量在 3000g 或以上。（3）新生儿家属知晓

本次研究内容，并签订同意证明。排除标准：（1）新

生儿脏器存在严重疾病。（2）胎龄低于 37 周。（3）
在出生一天内使用过镇静类药物。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病例组在进行常规护理的

前提下，添加疼痛护理，具体内容包括：（1）母乳喂

养，进行母乳喂养是缓解新生儿疼痛行之有效的方法

之一，可显著降低其生理反应，具有防范远期负面影

响的效用。（2）体位护理，护理人员将一只手放在新

生儿双脚处，另一只手放在其头部，采用合理的力度

协助新生儿身体保持屈曲状态，缓解疼痛感，此种体

位称为鸟巢式体位，可有效改善新生儿能力。（3）非

营养吸吮，在新生儿口中放置安抚奶嘴，提升其吸吮

能力，同时获得镇静的效果，以缓解疼痛程度。（4）
环境护理，护理人员实时检测病房温度，确保温度适

中 ，避免强烈光线照射，新生儿使用的暖箱应使用遮

光毯等物品进行遮挡，使灯光保持适当的亮度，合理

人员在开展护理期间最大程度降低噪音刺激，室内音

量不宜超过 45dB，若有报警出现，立即作出反应。（5）
袋鼠式护理:有关致痛性操作完成后，让新生儿贴于护

理人员胸口处，协助宝宝保持直立，并用手轻柔拍打、

按摩其背部，使新生儿感受到温暖。（6）音乐护理：

向新生儿家人询问妊娠期间是否接受过音乐胎教，将

胎教音乐名称给予记录，当致痛性操作前 15 min 播放

婴儿熟悉的音乐，采取循环播放的方式，直致操作完

成后 15 min，在播放音乐期间注意音量，保持在 55-60 
dB 为宜。没有接受过音乐胎教的婴儿，选择播放摇篮

曲等轻音乐。（7）葡萄糖水：考虑到婴儿有营养需求，

给新生儿喂食适量的葡萄糖水，且可有效缓解疼痛状

态。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新生儿不同时间段 NFCS 和 NIPS 

评分。NFCS 评分内容包含张口、嘴水平伸展、下颌颤

动以及舌呈杯状等，每项总分 10 分，共计 100 分，存

在疼痛感记录 1 分，无疼痛感为 0 分，分数越高证明

疼痛感越强。NIPS 评分内容包含：面部表情、上下肢

活动、呼吸运动以及哭闹等，每项最高分设定为 10 分，

总分 60 分，得分越高表明疼痛越严重。（2）统计新

生儿家属满意度。采用院内自制问卷开展满意度调研，

总分 100 分，90 分或以上判定为非常满意，70-89 分

判定为普通满意，69 分及以下判定为不满意。 
1.4 统计分析处理 
本次实验研究获取的全部信息使用 SPSS22.0软件

进行整理和分析，（x±s）（%）分别代表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组间数据对比应用 t 检验，若 P<0.05 则证

实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2 统计两组新生儿疼痛程度 
在不同的时间段，病例组 NFCS 评分、NIPS 评

分相较于对照组显著偏低（P<0.05），详见表 1。 
2.2 统计两组患儿家人满意度 
经统计，病例组和对照组家人护理满意度占比分

别为（100%）、（80%），病例组满意度具备理想性

（P<0.05），详见表 2。 

表 1 两组新生儿 NFCS 评分、NIPS 评分对比表（n=25，x±s，分） 

 NFCS 评分 NIPS 评分 

组别 操作时 操作 1min 后 操作 5min 后 操作时 操作 1min 后 操作 5min 后 
病例组 4.55±1.12 4.14±1.01 1.72±0.37 3.15±0.69 3.04±0.61 1.24±0.33 

对照组 5.99±1.31 5.64±1.26 2.55±0.41 4.12±0.63 3.67±0.73 2.22±0.51 

t 值 4.178 4.644 7.514 5.190 3.311 8.066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表 2 两组患儿家人满意度对比表[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普通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病例组 25 22 3 0 25（100%） 
对照组 25 10 10 5 20（80） 

t 值     5.556 

P 值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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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新生儿存在的疼痛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由于其疼

痛能力、感知能力是与生俱来，然而新生儿不具备表

达疼痛的能力，且家人对新生儿护理认识不充分，加

之护理人员没有对疼痛护理给予重视，诸多因素的影

响下，会使疼痛给新生儿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3]。整体

而言，疼痛刺激对新生儿的免疫、神经系统以及内分

泌等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极易导致血压升高、

婴儿哭闹等情况发生，因此，给予新生儿开展疼痛护

理尤为重要[4]。常规护理在开展中显露了一定的不足，

如缺乏对新生儿疼痛护理的重视，并且护理措施不完

善，针对性不强等。但疼痛护理的有效实施可有效的

弥补该部分缺陷，关注对新生儿的疼痛护理，同时结

合新生儿具体情况开展针对性的干预，良好满足个性

化要求[5]。 
相关研究证实，在疼痛护理开展期间，重视新生

儿居住环境，病房具有舒适性和安静性，可明显缓解

新生儿疼痛，起到镇痛的作用，以降低刺激程度。在

致痛性操作期间，进行非营业吸吮，可对新生儿口腔

触觉给予刺激，提高其疼痛阈值，加速 5－羟色胺的释

放，发挥镇定效用，同时，吸吮还可良好的转移婴儿

注意力，以缓解疼痛程度[6]。有关研究发现，采用鸟巢

式或袋鼠式体位护理，可在致痛性操作中具备理想的

镇痛效果，具有安抚新生儿以及调节疼痛的功效。分

析原因，两种体位护理方式可给新生儿带来较强的安

全感和温暖，可有效协助生理的稳定性[7]。此外，在致

痛性操作时，袋鼠式护理融入抚触，可进一步降低婴

儿的疼痛程度。音乐护理对新生大脑神经系统起到刺

激作用，提升交感神经的兴奋度，激发思维的想象力，

并可加速啡肽等物质分泌，使疼痛阈值提升，使新生

儿心率、呼吸等逐渐恢复稳定[8]。本次研究中，通过一

系列疼痛护理的开展，病例组不同阶段的疼痛程度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且获得家人的满意度更为

理想（P<0.05），本次研究与其他研究存在一致性。 
综上所述，在对新生儿开展护理阶段，融入疼痛

护理干预，可明显缓解新生儿的疼痛程度，降低疼痛

导致的不良影响，并获得婴儿家人的高度认可和青睐，

具有广泛应用和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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