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第 4卷第 10 期 2022 年

162

人性化护理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效果
黄 程 杨 晨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湖北 宜昌 443000

【摘 要】：目的：研究人性化护理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 2020年 1月-2020年 1月在我院治

疗的 3280例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1640例。对照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实施人性化护理。观察两组患儿家属对患儿护理后的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对患儿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的护理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均有统计意义（p＜0.05）。患儿经过有

效的护理措施干预后，对比护理前的躁动发生率更低，其差异为（p＜0.05）。结论：人性化护理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护

理中的效果显著，优于传统护理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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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3280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 childre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0,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16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children in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humanized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families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after nursing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nursing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cidence of agitation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nursing, and the difference was (P < 0.05).

Conclusion: Humanized nursi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nursing of children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which is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nursing method and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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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家长对重症新生儿的救治需求

也在日益增加。重症新生儿一半以上是早产儿。除了早产儿，

严重的新生儿黄疸、败血症、脑膜炎、新生儿肺炎、脑出血、

缺氧缺血性脑病、脑积水、肾功能不全、肠道疾病、先天性

心脏病等、都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主要收治对象，从而受

到医护人员的特殊护理，重症新生儿容易发生呼吸困难、肺

部感染等严重并发症，相对于普通产儿的监护更加困难，对

于医护人员的要求也更严格
[1]
。因此本次研究主要探讨人性

化护理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20年 1月~2020年 1月在我院治疗的 3280

例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

每组各 1640例；其中对照组：男孩 820 例，女孩 820 例，

年龄 3～30天，平均年龄（16.33±2.21）天；观察组：男孩

840例，女孩 800例，年龄 3～24天，平均年龄（13.17±1.36）

天。患儿家属均签字同意，已经经过医院伦理会批准。两组

在一般资料比较中，结果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

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实施人性化护理，主要内容包括：

1.2.1人性化环境关怀。

为保持病房内环境清洁，选用暖色调，维持室温在 24℃

~26℃、相对湿度在 55%~65%，需要密切观察宝宝的体温，

维持在 36℃-37℃之间，每天的温差不超过 1℃。既要保证病

房内安静健康的环境，又要防止患者直接暴露在光线下，用

布包裹隔热箱，防止患者因强光照射而产生心理不便和异常

行为。

1.2.2人性化体温护理。

将新生儿置于以预热的红外线辐射台或温箱内，以体温

监测仪监测患儿体温。以维持患儿的皮肤温度在设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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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体温监测探头务必妥善固定，以防发生烫伤。新生儿体

温调节中枢功能尚未完善，体温不易稳定。因皮下脂肪较薄，

体表面积相对较大，容易散热过多，故须对新生儿注意保暖，

防止低体温，以免引起硬肿症。时刻注意孩子的体温和保温

箱内的温度，及时检查孩子的体温，做好温度调节工作。体

温过低儿童的体温管理。用 40°C的温水包住孩子的四肢。

及时更换热水，保持热水瓶在合适的温度
[2]
。

1.2.3人性化心理关怀。

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运用眼睛、触觉，使患儿感到

安全，减少患儿的恐惧感，使患儿感到舒适，稳定不良情绪。

护理人员应积极提升自身护理技能及专业知识水平，不断学

习新生儿的心理知识，并在工作中保持高度责任心，只有这

样才能为危重新生儿的病情恢复创造更有利条件。医院应积

极与家属沟通，随时向家属反馈孩子的最新情况，做好与家

属的沟通工作，避免家属的盲目揣测和担忧。

1.2.4人性化呼吸道护理。

预防窒息，护理人员应该做好分娩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以预防新生儿窒息。对孕妇进行心理辅导和产前培训，让她

们配合护理工作。并在分娩过程中应该做好新生儿窒息的预

防和抢救工作。许多引起呼吸衰竭的婴幼儿呼吸系统异常、

严重失调，如旭兴新生儿肺炎、胎粪吸入综合征、早产儿RDS

中枢性呼吸困难等危重疾病，以及手术治疗，对婴儿身体的

保护管理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3]
。

1.2.5加强监护

重症新生儿容易发生呼吸困难、肺部感染等严重并发

症，相对于普通产儿的监护更加困难，对于医护人员的要求

也更严格。对新生儿进行密切监护，观察呼吸、心率、皮肤

颜色等，使用药物后关注新生儿是否出现药物反应，并且做

好相应的记录，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并采取积极有效的

处理措施。医护人员所需要的观察力和把控能力都是非常强

的，重症产儿情况多变，需要时刻严密监护，每隔 3个小时

就需要给宝宝换尿片、喂奶等。

1.2.6防止感染

在新生儿监护过程中注意消毒，严格按照无菌操作执

行，避免出现交叉感染。新生儿的物品不可交叉使用。新生

儿被服、小毛巾消毒后方可使用，喂奶用具一人一用一消毒，

温箱每天用 02强力消毒净擦内外 1次，每周用臭氧发生器

消毒 60min，新生儿出院后所用过的物品及床单全部更换消

毒。定时对病房进行消毒，并做好清洁工作，避免患儿的脐

带结扎松脱。注意勤换尿布，每天检查患儿的脐部状况。加

强洗手意识，每次接触儿童前后都要洗手或用快速消毒液擦

手，严格控制医源性感染。

1.2.7饮食护理

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逗留期间，婴儿推荐的

营养是母乳。母乳具有帮助对抗感染的抗体，是最适合生长

的食物。有些宝宝可能可以立即进行母乳喂养，而有些宝宝

可能需要在开始时从瓶子或管子喂食。吸吮能力差、吞咽不

协调者可采用间接、连续鼻饲，能量不足者可采用静脉高营

养补充和合理安排。补液时间与喂养时间交叉，尽量减少血

糖波动。详细的每日摄食记录和摄食情况，准确测量体重，

以便分析和调整摄食方案，以满足能量需求。不能立即直接

母乳喂养的母亲仍然可以抽奶来喂养婴儿，如果出现妨碍母

乳喂养的情况，经常可以获得捐赠母乳
[4]
。

1.2.8人性化皮肤护理

新生儿出生后需要检查其皮肤黏膜是否完整，并及时清

理皮肤皱褶处的血迹，注意擦干皮肤，大便之后用温水冲洗，

可以涂少量植物油或者鱼肝油保护患儿皮肤，衣着保证透

气、柔软，勤洗勤换。新生儿皮肤呈粉红色，皮肤表面有一

层薄白色胎脂。足月儿胎毛不多，仅在颅部或额面、骶尾部

可见；胎毛多，未脱落表示未成熟。

1.3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儿家属对患儿护理后的满意度，结果

分为三种：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由专门人员对问卷调

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例数／

总例数×100％。

（2）对比两组患儿护理干预后的效果，最终结果分为

三种：显效、有效和无效。总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

总例数×100％。

（3）对比患儿护理前后的躁动发生率。

1.4统计学方法

所有结果的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使用

均数±标准差（ sx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

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使用中位数（最小值-

最大值）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秩和检验进行组间

比较；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进行多组间、多个时间点的计

量资料比较；使用（χ²）检验进行计数资料率（％）和不

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设定当（P<0.05）时，认为有统计学

差异。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

本次研究发现，对照组分别有非常满意559例（34.33%），

比较满意 501例（30.30%），一般 343例（21.21%），不满

意 237例（15.15%）；观察组分别有非常满意 899例（53.39%），

比较满意 449例（27.27%），一般 265例（16.66%），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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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27例（1.03%）；（X2=7.632，p=0.037），观察组对患儿

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

0.05）。

2.2对比两组患儿护理干预后的效果

本次研究发现，对照组：共 62例，显效占比：25（39.39）；

有效占比：22（34.84）；无效占比：15（25.75）；总有效

率 47（72.24）；观察组：共 62例，显效占比：36（57.57）；

有效占比：23（36.36）；无效占比：3（6.06）；总有效率

59（93.93）；（t=9.421，P=0.045）。观察组患儿的护理有

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均有统计意义（p＜0.05）。

2.3对比患儿护理前后的躁动发生率

本次研究发现，对照组分别有分离焦虑 23例（9.33%），

不良刺激 12例（4.30%），创口疼痛 5例（2.21%），总发

生率 40例（16.15%）；观察组分别有分离焦虑 11例（4.39%），

不良刺激 7例（2.27%），创口疼痛 0例（0.00%），总发生

率 17例（6.03%）；（X2=3.234，p=0.001），患儿经过有效

的护理措施干预后，对比护理前的躁动发生率更低，其差异

为（p<0.05）。

3 讨论

新生儿监护室针对较多病情过于严重的新生宝宝，而监

护内容有很多，包括各种高危新生儿的生命支持，比如重度

妊高症母亲婴儿、重度贫血母亲婴儿等生命指征以及相关问

题的监护工作，还要相关的处理工作，减轻了新生宝宝的痛

苦
[5]
。还有和新生宝宝窒息有关的疾病抢救以及治疗工作，

比如吸入性肺炎、缺氧导致的心脏、肾脏等的损伤，通过新

生儿监护室的治疗及护理的工作，可以有效地减轻患儿的病

情，且能延长宝宝的生存时间，较轻了疾病带来的危害。除

此之外还有新生宝宝的呼吸管理工作，有很多的原因会导致

呼吸衰竭的出现，促使宝宝的呼吸异常，且产生了严重的障

碍，比如新生儿吸入性肺炎、胎粪吸入综合症等危重疾病，

还有手术治疗后的监护管理工作，对于宝宝的身体恢复带来

了较多的帮助
[6]
。

新生儿监护室针对较多病情过于严重的新生宝宝，而监

护内容有很多，包括各种高危新生儿的生命支持，比如重度

妊高症母亲婴儿、重度贫血母亲婴儿、糖尿病母亲婴儿、心

脏病母亲婴儿等生命指征以及相关问题的监护工作，还要相

关的处理工作，减轻了新生宝宝的痛苦。在疾病抢救以及治

疗方面，如吸入性肺炎、胎粪吸入综合症、缺血缺氧性脑病、

缺氧导致的心脏、肾脏等的损伤，通过新生儿监护室的治疗

及人性化护理的工作，可以有效地减轻患儿的病情，且能延

长宝宝的生存时间，较轻了疾病带来的危害
[7]
。新生儿重症

监护病房护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防止婴儿的痛苦经历并增

强积极的亲子关系。护士经过专门培训，可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婴儿在接受抽血或手术时所经历的疼痛。婴儿在新生儿重

症监护病房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与父母互动并得到父母

的支持。人性化护理过程中，医务人员要有同情心、爱心和

责任心，要进行医德风及医院感染知识的教育，严格落实各

项消毒隔离制度，并自觉遵守
[8-9]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对

患儿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

＜0.05）。观察组患儿的护理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

差异均有统计意义（p＜0.05）。患儿经过有效的护理措施干

预后，对比护理前的躁动发生率更低，其差异为（p<0.05）。

综上所述，人性化护理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护理中

的效果显著，优于传统护理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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