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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对新生儿

护理效果质量提升的影响 

曹雪萍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三区  湖南省郴州市  423000 

【摘  要】目的：探究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对新生儿护理效果质量提升的影响。方法：拟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9 月在本院出生的新生儿

80 例，按照护理干预方式的不同分别建立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新生儿护理模式，实验组采用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对比两组

产妇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认知情况、新生儿住院时间、新生儿家属对护理服务质量的满意度。结果：实验组产妇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认知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新生儿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的新生儿家属对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新生儿实施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其住院时间明显缩短，且产妇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认知提升，促进家

属对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评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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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出生后，因身体多器官与组织多未发育完全，抵抗力不高，

应在其出生后对其实施全面护理[1]。常规的护理已无法满足新生儿需求[2]。

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属于新型护理管理模式，其

以目标导向、卓越理念为依据，为新生儿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3]。选择

2023 年 1 月至 9 月 80 例新生儿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

理模式，突出分析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对新生儿

护理效果质量提升的影响，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拟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9 月在本院出生的新生儿 80 例，按照护理干

预方式的不同分别建立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新生儿护理模

式，实验组采用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对照组男

24 例、女 16 例，年龄范围 4 小时-7 日，年龄均值（3.52±0.02）日；实

验组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范围 5 小时-8 日，年龄均值（4.21±0.26）

日。两组基本资料可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 

常规护理需要加强对新生儿的生命体征以及黄疸等关注，及时处理

其异常。 

实验组：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 

（1）环境护理 

应增加对病房巡视的重视度，提升巡视频率。还应重视对环境卫生

的关注，加强病房内的清洁，做好物品管理以及清洁。清洁主要是以无

菌清洁技术规范为具体标准，进而对新生儿错误行为进行规范。最大程

度减少探视人员进入病区，依据隔离机制进行，避免因为院内感染影响

新生儿本人的健康。 

（2）基础护理 

加强对新生儿用药与输液护理。护理人员需要对新生儿的静脉与全

身进行评估，并在输液过程中谨慎小心，保证一次性穿刺成功。护理人

员需要积极鼓励产妇拥抱、亲吻孩子，并指导产妇亲自为新生儿换衣以

及更换尿布。叮嘱产妇更换衣物时，应保持动作轻柔，并轻轻托起新生

儿背上部与头部，从后背往胸前穿。 

穿衣时避免震动头部、牵拉手臂。更换尿布时，将婴儿置于床上，

一只手抬起婴儿屁股，将新尿布置于脏尿布下面，尿布顶端置于婴儿腰

部，用纱布或婴儿湿巾将屁股擦拭干净，自然晾干，抽出脏尿布后再将

新尿布包裹好，护理过程中多与婴儿交流。增加袋鼠式护理，让婴儿趴

在母亲胸前，母亲双手分别拖住婴儿背部和臀部，进行亲密接触，增进

产妇与婴儿之间感情，袋鼠式护理时间持续 30～45min，2 次/d。 

（3）提升护理技能 

作为医护人员，不仅需要具备高度责任心，还需通过不同途径来增

强自身的专业技能，，并严格依据规章制度进行新生儿护理工作。还需定

期开展专科知识的培训，主要有知识培训，技术能力培训，并鼓励护理

人员积极参加研讨会以及相关知识讲座，增强护理人员对新生儿相关疾

病临床表现、常规急救技术等深入理解，并理解交接工作以及记录工作

在护理工作中的地位，保证自身业务水平提升。 

1.3 观察指标 

（1）收集两组新生儿一般资料并进行对比，包括性别、出生孕周时

间、平均日龄、孕产妇生产方式。 

（2）对比两组产妇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认知情况。 

（3）对比两组新生儿住院时间。 

（3）对比两组新生儿家属对护理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0.0 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sx  ）、计数资料行 t 检验、 2x

检验对比。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实验组性别、出生孕周时间、平均日龄、孕产妇生产方式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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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差异不显著，可对比（p>0.05），如表 1. 

2.2 产妇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认知评分 

实验组产妇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认知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如表 2. 

2.3 两组新生儿住院时间 

实验组新生儿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表 3. 

2.4 家属对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评分 

实验组的新生儿家属对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4. 

表 1  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男(例) 女(例) 平均日龄（日） 平均孕周（肘） 阴道生产 剖宫产 

实验组 40 25（37.50%） 15（37.50%） 2.30±0.25 38.30±2.02 29（72.50%） 11（27.50%） 

对照组 40 24（60.00%） 16（40.00%） 2.45±0.30 38.62±2.17 28（70.00%） 12（30.00%） 

T/ 2x   3.158 12.524 15.318 4.559 

p  0.969 0.154 0.932 0.187 

表 2  产妇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认知评分（ sx  ，分） 

组别 例数 穿衣技巧 换尿布技巧 袋鼠式护理知识 

实验组 40 90.30±2.30 92.66±6.63 89.63±8.62 

对照组 40 80.36±5.30 86.62±5.30 81.66±2.63 

t  12.306 3.554 7.484 

p  0.001 0.001 0.001 

表 3  两组住院时间（ sx  .d）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 

实验组 40 5.20±0.36 

对照组 40 9.36±0.69 

t  10.304 

p  0.001 

表 4  家属对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评分（ sx  ，分） 

专业技能 护理责任心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实验组 40 52.30±10.30 95.63±4.30 13.524 0.001 55.36±10.30 92.63±5.30 12.504 0.001

对照组 40 52.63±10.25 78.36±5.20 4.558 0.001 55.69±10.25 80.67±2.63 30.251 0.001

t          

p  0.189 0.001 0.158 0.001 0.418 0.001 0.778 0.001

3 讨论 

新生儿作为特殊群体，其抵抗力以及免疫力均较弱，容易发生感染。

传统护理模式对新生儿的应用，有一定护理效果，但是因为护理简单，

无法为新生儿与家属提供全方位护理服务，影响家属满意度提升，严重

会出现护理纠纷]。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主要强调

以人为本，采取积极措施将家属主动能动性激发，并达到设定的护理目

标[8]。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的实施要保证护理的科

学性，首先需要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通过培训与讲座等形式，保

证护理人员获得专业指导，为护理服务质量提升提供有效支持，护理人

员对新生儿家属实施专业的新生儿穿衣以及换尿布等指导，使得新生儿

家属可以独立照顾新生儿，增加其对护理人员的服务满意度，提升产妇

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认知水平[4]。 

综上所述，对新生儿实施基于目标导向卓越理念的优质护理管理模

式，其住院时间明显缩短，且产妇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认知提升，促进

家属对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评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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