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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母婴皮肤接触在新生儿护理中的临床干预意义 

贾 翠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  河北廊坊 

【摘要】目的 分析对新生儿护理过程中采取早期母婴皮肤接触的效果。方法 从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区间院内收治的新生儿内随机选择 80 例展开实验，根据护理形式对其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每组内

40 例。对照组内新生儿均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内新生儿接受早期母婴皮肤接触，对比相关指标。结果 实
验组的吸吮持续时间、母乳开始喂养时间、喂养质量均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的母乳喂养成功率高、

并发症发生率、家属满意度与对照组，P＜0.05。结论 对新生儿实施护理时，采取早期母婴皮肤接触，可以

提升母乳喂养率，改善家属满意度，提高喂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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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intervention significance of early mother infant skin contact in neonat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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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arly mother infant skin contact in the process of neonatal car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80 newborns admitted in the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carry out the experiment.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form, i.e. experiment and control,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newborn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newbor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early mother infant skin contact, and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duration of sucking, the starting time of breast feeding and the feeding qua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uccess rate of breast-feeding, complication rate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early 
mother infant skin contact can improve the rate of breast-feeding,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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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机体发育不完善，其免疫系统发育稍弱，

在其脱离母体之后，新生儿的生理调节能力以及适

应能力稍弱，故其常会出现不良现象，如新生儿窒

息或感染等，对其生长发育产生严重影响[1]。此时，

需及时对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避免新生儿出现

更加严重的症状[2]。对新生儿实施早期母婴皮肤接

触，可以改善新生儿的生理舒适感，满足新生儿的

安全感以及关怀需求，故本文将分析对新生儿护理

过程中采取早期母婴皮肤接触的效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区间院内收治的新

生儿内随机选择 80 例展开实验，根据护理形式对其

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每组内 40 例。实验组日

龄在 1-30d，平均为（23.92±0.21）d，男 22，女 18。
对照组年龄在 1-30d，平均为（23.91±0.23）d，男

20，女 20。对两组年龄、性别等资料分析后，P＞
0.05，具有可比性。本次实验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

意。 
纳入标准：（1）家属知晓实验，且自愿参与。

（2）皮肤完整，正常。（3）符合皮肤接触适应证。

排除标准：（1）存在皮肤病变。（2）资料不完整。

（3）家属拒绝实验。 
1.2 方法 
对照组内新生儿均接受常规护理：新生儿分娩

后，需对其呼吸道进行清洁，并实施断脐处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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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展脐带消毒包扎措施。护士需将新生儿放置在

辐射台上，合理调节温度，将温度控制在 28-30℃内，

使用温水清洗血迹。护士使用婴儿润肤油将胎脂擦

除干净，并按脚印，为新生儿注射维生素，测量身

长、体重，使用婴儿毯将其包裹后，放置在产妇的

旁边的婴儿床上。 
实验组内新生儿接受早期母婴皮肤接触： 
（1）抚触护理：护士需调整室内环境温度到

24 度-26 度内，对母亲进行抚触相关教育，让其掌

握抚触的正确措施，要求不可留过长指甲，抚触过

程中手法操作轻柔。可以随时播放轻柔和缓的音乐

来缓解新生儿的不良情绪，减轻外界环境干扰。准

备好会阴遮盖布、尿不湿、眼罩对应着好相关部位，

在沐浴后开始付出双手清洁后，涂上适当润肤油，

摩擦双手直到可感知一些温度，随后在患儿的胸腹、

头部、面部、背部、臀部和四肢进行顺序抚触，以

前额开始以臀部结束，尽量在其睡醒的时间段进行

并且可以和洗澡操作、母乳喂养等同时进行，防止

干扰患儿的睡眠时间。每次抚触时间约为 15-20 分

钟，每天进行三次，共计抚触四天。并且如果抚触

过程中患儿严重苦闹、用力挣扎或皮肤变红，表示

其感到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且和医生联系。头面

抚触要将患儿头部固定，另一只手从前额沿着额骨

方向抚触，适当轻揉百会穴。将双手放在眉眼额头

处，轻轻揉下巴和耳背，提升肌肤敏感性。胸腹抚

触应将胸部暴露后从两边肋骨直至提到腋窝处，重

复操作，食指中指并拢，从右下腹抚触至左下腹，

顺时针五次避免摩擦肚脐。背、臀应将患儿放置于

仰卧位，肩部向脊柱方向抚触，双侧轻抚到臀部，

四肢抚触应固定手腕后，从腋下到手指轻轻抚触，

皆重复五次。 
（2）母婴皮肤直接接触：当产妇分娩接触后，

需让产妇与婴儿尽快进行皮肤接触，并指导产妇进

行母乳喂养。一般在产妇分娩后半小时可以进行母

乳喂养，保证产妇与新生儿及早进行皮肤接触。同

时，由于新生儿对于哺乳的方法不够熟练，故护士

需加大指导力度，让产妇在哺乳时将乳轻轻放置在

新生儿嘴上，随后将新生儿抱到产妇的胸前，让产

妇的腹部与新生儿的腹部紧密贴合。新生儿嘴巴裹

住乳头后可以开始吸吮，将乳头轻轻向外拉扯 5 毫

米，保证乳腺管拉直，避免产妇因乳房内奶液过多

出现胀痛，缓解产妇的不适感。护士需协助产妇选

择舒适体位，护理人员指导调整哺乳姿势，将只穿

尿不湿的婴儿裸露俯卧位趴在产妇的胸前，哺乳侧

上臂向外展开，并平放于床上，一软枕置于产妇手

臂上使之平行乳房下缘，软枕下手臂托住新生儿腰

部，托住乳头和大部分乳晕，刺激其进行吮吸。其

次，当产妇分娩回房后立即由责任护士负责利用顺

时针喂养法母乳喂养技能指导，旁人协助婴儿含乳

姿势为顺时针旋转。即婴儿的鼻唇沟依次垂直于 12
点、3 点、6 点、9 点方向，使婴儿有效地含住乳头

吸吮乳汁。当产妇分娩 48h-72h 后，可以指导产归

自行选择舒适坐位，坐凳紧挨床沿，在在床上垫一

长形枕头，将新生儿身体纵轴放置于枕头上，新生

儿身体与母亲身体成 90 度，新生儿头部置于母亲腋

窝下，母亲只需用同侧手臂轻轻抬起新生儿的枕部，

指导其右手固定乳房给婴儿进行哺乳。最后，当产

妇分娩 72h 后，护士需依据产妇分娩后身体恢复情

况，调整舒适体位并采取半卧姿势，床头抬高 50-60
度，由护士对产妇的喂养进行指导,使产妇掌握半躺

式母乳喂养姿势。护士观察其喂养姿勢，及时纠正

和指导，并讲解相应的作用和意义。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对比吸吮持续时间、母乳开始喂养时间、喂养

质量。 
对比两组母乳喂养成功率高、并发症发生率、

家属满意度。 
1.4 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例

（n/%）表示，ꭓ2 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标

准差（ sx ± ）描述、t 检验。P＜0.05，则具有差异。 
2 结果 
2.1 吸吮持续时间、母乳开始喂养时间、喂养

质量 
实验组的吸吮持续时间、母乳开始喂养时间、

喂养质量均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2.2 各项指标 
实验组喂养成功率为 62.5%，对照组喂养成功

率为 37.5%，对比ꭓ2为 5.0000，P＜0.05。实验组并

发症发生率为 12.5%，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37.5%，对比ꭓ2 为 6.6667，P＜0.05。实验组家属满

意度为 97.5%，对照组家属满意度为 77.5%，对比ꭓ2

为，7.3143P＜0.05。实验组的母乳喂养成功率高、

并发症发生率、家属满意度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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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泌乳与乳头疼痛（ sx ± ） 

组别 例数 吸吮持续时间（min） 母乳开始喂养时间（min） 喂养质量（分） 

实验组 40 24.13±1.43 33.32±1.43 14.76±1.43 

对照组 40 11.32±2.43 75.32±1.21 6.32±1.21 

t 值 - 43.0454 6.7526 65.6349 

P 值 -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新生儿体温的恢复以及保持十分重要，且分娩

过程中新生儿体内的皮质激素以及儿茶酚胺分的分

泌量显著增加，故患儿常会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3]。

再加上新生儿发育不够完善，其自身体温调节能力

稍差，在环境的影响下，新生儿长时间觉醒会消耗

大量的能量，导致新生儿出现体温较低的情况[4]。

同时，新生儿分娩后还涉及到母乳喂养的问题，母

乳喂养对母婴均具有良好的作用[5]。临床内早期开

展母婴皮肤接触，不仅可以改善新生儿的体温情况，

还可以提高母乳喂养的质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6]。早期母婴皮肤接触可以促进产妇母乳喂养，提

升新生儿的保暖能力，且效果较好，有助于产妇分

娩后的康复恢复，具有较高的可行性[17]。 
随着我国新生儿数量不断增加，产科内新生儿

护理工作也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干预措施，

提升护理质量[8]。传统新生儿护理内常忽视母婴接

触，对早期母婴皮肤接触的研究较少，但随着医学

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更新，诸多学者均重视早

期母婴接触对新生儿的作用，并将其用于临床护理

内[9]。对新生儿进行护理过程中，开展早期母婴皮

肤接触不仅可以帮助新生儿维持体温，让其体温保

持在正常状态，降低出现体温过低的情况，还能提

高母乳喂养成功率[10]。护士通过母婴皮肤接触能够

指导产妇进行母乳喂养，帮助新生儿顺利吸吮母乳，

构建良好的母婴沟通，为婴儿提供更多的营养，促

进新生儿的生长发育。 
综上所述，对新生儿实施护理时，采取早期母

婴皮肤接触，可以提升母乳喂养率，改善家属满意

度，提高喂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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