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护理医学杂志 2022年第 1卷第 9期（2022年 9月）
Journal of Modern Nursing https://jmnm.oajrc.org/

- 112 -

新生儿随访门诊对极低出生体重儿智能发育的影响分析

刘惠莉，杨 花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宁夏

【摘要】目的 探究为极低出生体重儿应用新生儿随访门诊对其智能发育产生的影响。方法 从本院 2020
年 9月到 2021年 9月收治的极低出生体重儿中选取 114例，2020年 9月到 2021年 3月的极低出生体重儿

57例为应用新生儿随访门诊前，为对照组；2021年 4月到 2021年 9月的极低出生体重儿 57例为应用新生

儿随访门诊后，为研究组。比较随访前后，两组患儿智能发育产生的差异。结果 研究组各项神经项目发育

的完成月龄较对照明显更小，智能发育情况明显更好，同时，其生长发育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为极低出生体重儿应用新生儿随访门诊对其智能发育情况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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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eonatal follow-up clinic on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of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Huili Liu, Hua Yang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eonatal follow-up clinic o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Methods 114 VLBW infants from September 2020 to September 2021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57 VLBW infants from September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the neonatal follow-up clinic; 57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from April 2021 to September 2021 were
used as the study group after the neonatal follow-up clinic.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follow-up. Results The study group complete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neural items at a significantly younger ag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its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At the same time, i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neonatal follow-up clinic for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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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出生体重儿是指出生时体重低于 1500g 的

新生儿，这类新生儿的体形与正常儿相比，体形更

为消瘦、皮下脂肪较少、皮肤多褶皱、松弛，反射

活跃度不达标，视觉反应程度低，在体格、行为或

智力方面有某些缺陷[1]。该情况发生可能是由于疾

病、孕期过短、营养不良或在胎儿子宫内的生长速

度和预期相比较慢等因素而导致的[2]。由于极低出

生体重儿皮下脂肪较少，保温能力相对较差，其代

谢机能和呼吸机能都和正常儿相比更弱，感染疾病

的可能性高，同时对其智力造成不良影响[3]。因此，

该类新生儿的病死率十分高，存活率仅占 60%到

82%，这让人们对该类新生儿的关注较为集中。随

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极低出生体重儿在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的护理治疗过程中，提高了存活率，但

其出现并发症的情况依然较高，且预后的效果较差
[4]。因此，本次研究针对为极低出生体重儿应用新

生儿随访门诊措施，观察其接受随访后产生的变化，

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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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院2020年9月到2021年9月收治的极低出生

体重儿中选取 114例，2020年 9月到 2021年 3月的极

低出生体重儿 57例为应用新生儿随访门诊前，为对照

组（男 33例，女 24例；胎龄：35周 7例、32周 25
例、30周 16例，28周 9例；体重 1401到 1500g15例，

1201到 1400g26例，1000到 1200g有 16例）；2021
年4月到2021年9月的极低出生体重儿57例为应用新

生儿随访门诊后，为研究组（男 31例，女 26例；胎龄：

35周 8例、32周 13例、30周 20例，28周 16例；体

重 1401到 1500g13例，1201到 1400g27例，1000到
1200g有 17例）。2020年 9月到 2021年 3月为应用新

生儿随访门诊前，2021年 4月到 2021年 9月为应用新

生儿随访门诊后，所有新生儿的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

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①无先天性疾病；

②出生时体重低于 1500g；③新生儿家属对研究情况知

情，自愿参与；④无遗传性疾病。排除：①患有严重

缺血缺氧性脑部疾病；②新生儿家属对治疗不配合者。

本次研究在伦理委员会的审核后进行。

1.2方法

应用新生儿随访门诊后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 建立新生儿随访门诊团队。团队成员均由具

有丰富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构成。

在为极低出生体重儿进行随访前，需对医护人员进

行相关的专业培训，且在通过考核后正式上岗。工

作内容包括出院后随访和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治疗

护理。小组长需确保团队成员均具有专业能力的基

础上，有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2. 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新生儿的基本情况和生

长发育情况构成了电子健康档案的内容，记录其体

重、身长、头围的变化情况，对其营养指标、体格

发育等情况进行监测。同时，护理人员定时进行常

规的抽血化验、眼底筛查、神经心理发育保健、视

力和听力的筛查等。监测和筛查的结果均在电子健

康档案上呈现，以便后续的护理和治疗。

3. 随访护理干预。随访时，护理人员为新生儿

家属提供宣传教育手册或视频教材，同时还可以建

立微信交流平台方便与新生儿家属随时进行沟通交

流，便于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情况，听力、视力情

况，和甲状腺功能等情况的密切关注，促进随访工

作的整体管理服务和日常护理的实施。另外，电话

和微信随访可以快速获得新生儿近期的情况，并引

导家属在育儿时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而促进新生儿

发育质量的提高。

4. 定期对新生儿的智力发育情况进行干预。随

访时对新生儿的神经系统发育情况进行随访工作的

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为新生儿通过神经行为检

查进行行为测试，具体的实施方法首先包括使用颜

色鲜艳的玩具来吸引新生儿的视线，进而刺激其视

觉；其次，可以通过屈曲新生儿的肢体来锻炼其体

资，同时配合温和的音乐刺激其听觉；再次还可以

针对其具体的身体基本情况，如月龄等，帮助其进

行不同的训练。例如，12个月时进行行走、坐立和

蹲起等训练，4个月时进行爬行、翻身等训练，2个
月时进行侧卧的锻炼，1个月仅进行俯卧抬头锻炼。

1.3疗效标准

首先，使用 Gesell发育量表对患儿 1岁时的智

能进行检测，检测内容包括 5个功能区，分别是动

作能、言语能、精细动作、应物能和应人能，统计

所有患儿中智力低下和智力正常的病例数，计算其

所占比例。其次，收集所有患儿各项神经发育项目

完成时的月龄，主要包括翻身、扶掖迈步和仰卧抬

头，比较应用随访前后产生的区别。最后，记录随

访 6个月后新生儿的体重、头围和身长，每次数据

需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7.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t检验，并以（χ±s）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智能发育情况的对比

应用新生儿随访门诊后的研究组 57例患儿智力正

常和智力低下的病例数分别为 32例（56.14%）和 25
例（43.86%），应用新生儿随访门诊前的对照组病例

数分别为 39例（68.42%）和 18例（31.58%），研究

组智力正常的患儿占比明显较对照组更高，比对照组的

智能发育情况明显更好，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χ2=8.163，P=0.001）。

2.2神经项目发育完成月龄的对比

研究组和对照组仰卧抬头完成月龄分别为

1.69±0.21和 2.41±0.52，翻身完成月龄分别为 2.56±1.23
和 3.54±0.65，扶掖迈步完成月龄为 1.63±0.29 和

2.19±0.52，研究组各项神经项目发育完成时间较对照组

明显更短，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t=10.231、9.556、
7.034，P＜0.05）。

2.3生长发育情况的对比

应用新生儿随访门诊半年后研究组的身长（cm）、

体重（kg）和头围（cm）分别为 67.08±2.98、6.91±1.34、
43.68±3.06，应用新生儿随访门诊前的对照组患儿出生

6 个月后的各项发育情况为 61.96±1.63、5.2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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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6±1.58，研究组的各项生长发育情况明显好于对照

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t=11.276、12.344、5.434，
P＜0.05）。

3 讨论

极低出生体重儿是新生儿中病死率最高的一类

人群[5]。目前，该类患儿虽然能在新生儿重症监护

室中得到有效的护理和治疗，存活率较以往来说有

所提高，但由于该类患儿身体各项器官的发育还不

成熟，其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

统等系统功能容易出现问题，引发脑损伤、感染和

智力低下等并发症，对新生儿后续的发育情况产生

不良影响[6]。因此，引发了人们对该类患儿预后的

重视，随访就是对该类新生儿生存质量产生影响的

一个重要环节。

本次研究为极低出生体重儿应用了新生儿随访

门诊后，发现对该类患儿进行随访过程中，

由于随访门诊中包含儿内科医师、眼科医师、

营养医师、神经科医师和新生儿科医师等各方面综

合的医师资源，可对极低出生体重儿身体出现的各

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7]。例如，帮助其摄入充足且

平衡的营养以便促进生长发育；进行胸部物理治疗

或限制液体入量、应用利尿剂以避免呼吸道感染；

随访时对其神经发育进行的测试和进行脑电图、头

颅超声和头部核磁进行检查，帮助其及早发现可能

出现的神经系统后遗症，以便尽早针对出现的具体

问题进行干预；强调随访中进行的定期眼科检查和

耳鼻喉科检查可以帮助医护人员确定患儿有无出现

视力问题和听力问题，以便尽早进行眼球运动训练

或视觉刺激训练[8]。随访过程中对神经系统发育情

况的观察是最为重视的一点，不仅为新生儿进行了

行为测试，还通过各项辅助检查对其神经发育情况

进行更准确的检查。以上是应用新生儿随访门诊对

极低出生体重儿所做的措施产生的整体性的变化。

另外，极低出生体重儿的成长需要家属和医生的共

同努力，出院后的随访工作通过电话或微信平台来

与家属进行沟通，使随访工作更加的完善、细致、

及时，其中，医护人员对患儿的家属进行的咨询指

导可以明显提高育儿质量，对患儿的生存质量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根据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应用新生

儿随访门诊后的研究组患儿的身长、体重和头围等

生长发育情况明显较对照组更好，各项神经项目的

发育完成月龄较对照组更早，且智力正常的患儿占

比明显更高，以上差异明显，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为极低出生体重儿应用新生儿随访

门诊对其智能发育情况、生长发育情况和各项神经

项目的发育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改善了该类新生

儿的生存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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