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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联合碳酸氢钠口腔护理预防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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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预防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实施母乳联合碳酸氢钠口腔护理的效果。方法 采用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在我院实行有创机械通气的 85 例新生儿，其中 42 例实行碳酸氢钠口腔护理的为对照组，实行

母乳联合碳酸氢钠口腔护理的 43 例为观察组，对两组临床指标、呼吸机相关肺炎及口腔感染发生结果进行评估。

结果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临床指标更优，呼吸机相关肺炎及口腔感染发生率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预防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实施母乳联合碳酸氢钠口腔护理效果较佳，可改善临床指标，降低肺炎

及感染发生率，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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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eumonia in neo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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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breast milk combined with sodium bicarbonate oral nursing on the 
prevention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 neonates. Methods A total of 85 neonates receiving 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42 cases receiving sodium 
bicarbonate oral care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43 cases receiving breast milk combined with sodium bicarbonate oral care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linical indexes, ventilation-associated pneumonia and oral infe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index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and the 
incidence of ventilators associated pneumonia and oral infection was lower,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Breast milk combined with sodium bicarbonate oral care is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 neonates, which can improve clinical indexe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neumonia and infection, and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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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机相关肺炎对于使用机械通气的患者较为常

见，发病率、致死率均较高，新生儿其机体功能处于不

断发育阶段，自身免疫力较低，临床风险则更高，而一

旦发生呼吸机相关肺炎对患儿生命健康造成较大威

胁，可加重患儿原发疾病，增加患儿痛苦及不适感，严

重性影响预后[1]。因此实行积极的预防措施，在临床中

极为重要，而呼吸机相关肺炎诱发因素复杂，因此在常

规护理中多对环境、呼吸机实行干预，减少风险因素。

有研究者表示通过对患儿实行口腔护理，采用碳酸氢

钠及母乳进行清洁和涂抹，有效降低呼吸机相关肺炎

的发生风险[2-3]。本文主要通过实施母乳联合碳酸氢钠

口腔护理分析预防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具体效

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在我院实行有创机

械通气的 85 例新生儿，其中 42 例实行碳酸氢钠口腔

护理的为对照组，实行母乳联合碳酸氢钠口腔护理的

43 例为观察组。对照组女 20 例，男 22 例，胎龄 28～
39（31.63±3.17）岁，体质量 1031～3147（1946.57±
413.68）g；观察组女 21 例，男 22 例，胎龄 29～38
（30.17±3.19），体质量 1035～3135（1976.35±4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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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患儿家属均自愿参与。纳入标准：（1）接受有创机械

通气治疗；（2）新生儿；（3）生命状态较为稳定。排

除标准：（1）伴有宫内感染、胎粪吸入性肺炎；（2）
存在先天性疾病；（3）死亡。 

1.2 方法 
两组均完善常规护理，以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为主，分别针对环境、患儿体位、手卫生管理等方面实

行护理，病房环境需要保持干净整洁，保持适宜的温度

和湿度，温度 24-26℃，湿度 55%-65%，抬高床头保持

患儿舒适度，护理人员定时进行拍背、翻身，重视手卫

生管理，及时对使用医疗器械消毒清洗。常规护理基础

上，完善口腔护理工作，清理口鼻腔、气道分泌物，采

用无菌棉签对患儿脸颊、舌头、牙龈、上颚等部位进行

清洁，每 6 个小时进行清洁一次，连续清洁至患儿拔

管后。 
对照组碳酸氢钠口腔护理：采用 2%碳酸氢钠溶液

实行口腔清洁。 
观察组母乳联合碳酸氢钠口腔护理：在上述基础

上，间隔 10min，采用无菌棉签蘸取母乳进行口腔护理。

母乳在收集上需要指导家属正确完成泵奶、储存及冷

链转运，护理人员需为家属提供统一的奶瓶，并由专人

进行培训及收取母乳，每次实行口腔护理时，采用无菌

注射器，取出 2ml 复温后方可使用。 
1.3 观察指标 
1.3.1 临床指标：分别统计患儿机械通气、住院时

间。 
1.3.2 统计患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及口腔感染发生

率。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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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机械通气及住院时间均更

短（P＜0.05），见表 1。 
2.2 两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及口腔感染发生率比

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及口腔

感染发生率均更低（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机械通气时间（h）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43 8.36±1.89 19.79±3.52 

对照组 42 11.28±2.79 27.46±5.28 

t - 6.351 13.605 

P - 0.001 0.001 

表 2  两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及口腔感染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口腔感染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3 2（4.65） 0（0.00） 4.65% 

对照组 42 8（19.05） 5（11.90） 30.95% 

χ2 - 4.242 5.439 10.113 

P - 0.039 0.020 0.001 

 
3 讨论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是机械通气患者常见并发

症，其临床风险性较高，其诱发因素复杂，严重者可危

及患儿生命，如何预防呼吸机相关肺炎受到了人们的

重视[4]。 
相关数据统计临床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病率

高达 30%，而死亡率高达 25%，是引起机械通气新生

儿死亡的重要因素。而发生原因主要与细菌感染有较

大关联，如新生儿口鼻分泌物、床单被套衣物、医疗器

械等均存在细菌，若未及时管理则可进一步诱发肺炎，

而新生儿自身免疫力低下也是易诱发肺炎的重要原

因，一旦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对患儿的生命健康造

成较大的危害，影响其生长发育，对机体各功能均造成

损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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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护理包含环境、体位改善、机械消毒等，可减

少诱发因素，但仍旧存在临床风险，而口腔护理中通常

采用生理盐水进行消毒工作，但由于生理盐水可导致

口腔黏膜脱水的情况，最终效果不佳，可增加口腔感染

风险。而将碳酸氢钠应用于口腔护理中可有效平衡口

腔酸碱度，抑制真菌的感染，用于新生儿的口腔护理中

通常采用无菌棉签进行蘸擦，可有效降低临床感染风

险[6-7]。 
母乳中含有多种细胞因子，在提高新生儿免疫力、

促进其生长发育上具有重要作用，还具备充分的有益

菌群，在抑制口腔病菌上可获得较佳效果，从这方面

看，母乳在预防呼吸机相关肺炎上具有积极作用[8]。在

使用上，主要通过在口腔清洁工作完成后将母乳涂抹

在新生儿口腔部位，可具有调节机体免疫力、抗炎抑菌

等多种作用，同时母乳还能促进新生肠道菌群恢复正

常，促进新生儿不断生长发育，最终获得较佳效果。而

对于母乳联合碳酸氢钠，则实现联合应用，增强杀菌效

果，更有效抑制新生儿口腔各种不益菌群的繁衍，降低

感染风险，减少诱发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因素，而本次研

究则通过对母乳联合碳酸氢钠口腔护理应用于新生儿

进行研究，结果表示观察组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时间

均得以缩短，明显降低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发生风险，也

表示通过实行母乳联合碳酸氢钠口腔护理的临床效

果。 
耿丹丹[9]研究明确表示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的

诱发因素与机械通气时间存在较大关联，因此，机械通

气时间缩短在降低呼吸机相关肺炎上较为重要。且观

察组呼吸机相关肺炎及口腔感染发生率明显更低，更

加表示母乳联合碳酸氢钠的临床应用优势。而在陈秋

娜[10]等人的研究中通过对 96 例新生儿进行研究，结果

表示母乳联合碳酸氢钠口腔护理能缩短住院时间，协

助其尽早拔管，降低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生率，这与本次

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综上所述，预防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实施母乳

联合碳酸氢钠口腔护理效果较佳，可改善临床指标，降

低肺炎及感染发生率，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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