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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作为一种主观体验，因为新生儿年龄较小，不

能用语言将自己的感受表述出来，1 其疼痛评估的难度较

大，尤其是在桡动脉采血中，容易出现血流速慢、凝血

现象等诸多问题，不利于采血的顺利进行 [1]。研究发现，

与成年人和婴儿相比，新生儿对疼痛的感知比较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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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以及强烈，在疼痛的刺激下，可加重新生儿的生理

反应，若疼痛持续时间较长，还会影响新生儿的神经系

统和行为发育 [2]。所以，选择一种合适的护理方法，使

疼痛感减轻或者消除，对提高采血成功率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因此，本文对新生儿桡动脉采血中运用综合护

理干预的临床效果进行了研究，如下报道。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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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而观察组则运用综合护理，对两组护理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

VAS评分低，组间对比差异明显（P<0.05）；同时，两组的舒张压、收缩压、心率、呼吸以及血氧饱和度变异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过将综合护理运用在新生儿桡动脉采血中，不仅可以减轻疼痛感，还能稳定

新生儿生命体征，获得较好的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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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随机数字法将我院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9 月期

间收治的 164 例新生儿分为两组，每组 82 例。对照组体

重 2600-4100g，平均（3423.2±25.6）g，胎龄 37-41 周，

平均（38.5±1.2）周，其中 35 例为女孩、47 例为男孩；

观察组体重 2700-4104g，平均（3426.1±25.9）g，胎龄

37-42 周，平均（38.6±1.3）周，其中 36 例为女孩、46

例为男孩。纳入标准：（1）桡动脉穿刺采血 1 次成功；

（2）胎龄 37-42 周；（3）具有完善的临床资料；（4）家

属对本次研究知情且同意。排除标准：（1）有血糖异常、

心律失常、心脏先天畸形等严重疾病者；（2）核黄疸；

（3）有神经系统体征或者症状；（4）24h 内使用过镇痛

药或者镇静药；（5）需使用辅助呼吸或者供氧者；（6）

出生后 1min 或 5min 的 Apgar 评分 <8 分。两组的性别、胎

龄、体重等资料比较无差异（P>0.05），如表 1。

表1　两组新生儿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例数
性别（n，男

性 / 女性）

孕周

（x±s，周）

出生体质量

（x±s，g）

对照组 82 47/35 38.5±1.2 3423.2±25.6

观察组 82 46/36 38.6±1.3 3426.1±25.9

t/X2 值 0.845 0.584 1.186

P 值 >0.05 >0.05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即采血前，常规评估、消毒采

血部位后，熟练运用操作技术，尽量一次性穿刺成功。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则运用综合护理，具体如下：（1）环境护理。

对室内的湿度和温度进行调节，减少噪音，调节室内光

线强度，营造一个安静、舒适、温馨的采血环境，有助

于新生儿保持安静，避免大哭大闹；（2）体位干预。运

用襁褓包裹新生儿或者取屈曲体位，使新生儿的自我条

件能力增强，减少各种操作导致的疼痛感；（3）健康教

育。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基础上，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参加

学习和培训，正确认识疼痛，尤其是掌握和了解疼痛对

新生儿的影响程度，要求动作轻柔、操作技术娴熟，避

免反复穿刺，减少对新生儿的刺激；（4）5% 葡萄糖或

者奶口服。在操作前，给予新生儿 5% 葡萄糖或者奶 4ml

口服，反复操作时，则口服 0.6-1.2ml；（5）抚摸。通

过肌肤接触、按摩以及摇晃等，能够减少对新生儿的前

庭、运动感觉以及触觉的刺激行为；（6）非营养性吸吮

（NNS）。采血前 5min，让新生儿吸吮安慰奶嘴，直到采

血后 5min 停止吸吮。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下列指标：（1）在穿刺桡动脉采血期间，运用

多功能监护仪对新生儿穿刺前 5min 和穿刺时的舒张压、

收缩压、心率、呼吸以及血氧饱和度变化进行记录，并

且对各个参数的变异率进行计算，即（穿刺时数值 - 穿

刺前数值）/ 穿刺前数值 ×100%= 变异率；（2）运用新生

儿面部编码系统（NFCS）评价新生儿采血时的疼痛感，

共 10 项内容，分别是神舌；O 型嘴型；下颌颤动；舌呈

杯状；嘴水平伸展；嘴垂直伸展；鼻唇沟加深；张口；

皱眉；挤眼，每项 1 分，总分为 10 分，其中重度疼痛为

>7 分；中度疼痛为 5-7 分；轻度疼痛为 <5 分。

1.4 统计学分析

由 SPSS 20.0 软件分析数据，采用 t 检验组间计量资

料对比，以 P<0.05 表示有差异。

2.结果

2.1 两组疼痛评分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疼痛评分分别为（2.56±1.44）

分、（6.34±1.65）分，组间比较有差异（P<0.05）。

2.2 两组生命体征指标对比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心率、血氧饱和度、舒张

压、呼吸以及收缩压变异率均较高，组间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生命体征比较（x±s，%）

组别
舒张压

变异率

收缩压

变异率

心率

变异率

呼吸

变异率

血氧饱和

度变异率

对照组

（n=82）

22.35±

10.09

16.55±

7.01

22.37±

7.67

26.34±

9.45

-5.09±

1.66

观察组

（n=82）

12.34±

3.45

7.82±

5.11

11.58±

6.45

13.24±

5.11

-2.56±

1.46

t 值 6.409 9.122 5.976 7.875 8.854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一 般 来 说， 早 产 儿 或 者 新 生 儿 在 出 生 后 则 具 备

疼痛感知能力，他们会回应、传递刺激伤害信息。因

为新生儿的血液分布以躯干和内脏为主，分布在四肢

的不多，并且新生儿具有较细的血管，血管充盈度较

差，在行静脉采血时，出血慢、时间长，可破坏静脉

血管，从而加重新生儿疼痛感 [3]。有文献报道，通过

环境和行为干预护理可以减轻新生儿疼痛，也是比较

有效的一种方法。在综合护理中，通过对室内噪音和

光线强弱进行调节，在床边播放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

能够减少对新生儿的直接伤害，使新生儿的疼痛感减

轻，并且护理人员运用轻柔、娴熟的技术，能够使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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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给新生儿带来的刺激减少 [4]。同时，通过屈曲体位

和襁褓包裹能够增强新生儿的自我调节能力，肌肤接

触、按摩以及摇晃均为无痛接触刺激，使新生儿应激

行为减少，降低机体痛阈值 [5]。此外，对于新生儿而

言。吸吮是新生儿感受信息的一种有效方法，可以对

注意力进行分散，对 5- 羟色胺的释放进行刺激，从而

增强镇痛效果，并且适量的葡萄糖水，能够对甜性味

觉进行刺激，发挥止痛效果 [6]。

综上所述，在新生儿桡动脉采血中，临床上运用综

合护理干预，不仅能够使机体疼痛感减轻，还可以稳定

新生儿生命体征，确保采血的顺利进行，具有一定的推

广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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