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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式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睡眠质量及生理功能的影响 
韩  雪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  137400) 

摘要：目的：研究临床上新生儿提供鸟巢式护理干预方法，给新生儿睡眠质量、生理功能带来的影响。方法：选取医院当中的新生儿 80 例
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的方法，观察组采用鸟巢式护理干预的方法，比较
两组新生儿临床睡眠质量、生理功能、哭闹次数、体温波动情况以及并发症出现率。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新生儿的临床指标情况明显好
于对照组新生儿的临床指标情况（P＜0.05）；观察组的新生儿肠胃功能变化要好于对照组的新生儿（P＜0.05）；护理后，观察组新生儿哭闹
次数、体温波动幅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新生儿出现并发症的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临床上为新生儿实施
护理过程中，开始运用鸟巢式护理干预的方法，可以帮助新生儿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与生理功能，减少新生儿出现哭闹的频率，还能够降
低出现并发症的几率，运用效果比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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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主要是那些婴儿分娩出的时间还不到四个星期，新生儿

刚刚与母体脱离，需要独立地来面对外界的世界，他们需要经过一
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良好适应环境，一旦新生儿的适应能力比较弱
或者适应性不高，那么将会容易出现一些疾病，将会对新生儿的健
康带来影响。因而，在临床当中面对新生儿需要提供给他们有效的
护理干预服务。传统落后的护理方法较为单调，并且在整个的传统
护理过程中，护理工作人员经常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进行工作，这样
会降低护理效果。 

新生儿本身对外部的适应能力较弱，追根究底是因为外部环境
和母体子宫的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可以在外部的环境当中模
拟出与母体子宫的环境相类似的环境，那么是否能够在非常快的时
间里让新生儿适应外部环境呢，这就变成了临床上需要重点研究的
内容，在这种情况下，鸟巢式护理干预的方法出现，变成了一大新
型的护理方法。此次研究当中选择医院当中的新生儿 80 例为研究
对象，仔细探讨新生儿提供鸟巢式护理干预方法，给新生儿睡眠质
量、生理功能带来的影响，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当中的新生儿 8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两组，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中的新生儿日龄 1-8 天，平
均新生儿日龄为（2.9±0.8）天，其中包含男 22 例，女 18 例，新
生儿胎龄 36-40 周，平均胎龄（39.5±1.7）周；其中包含足月新生
儿 35 例，早产新生儿 5 例；观察组中的新生儿日龄 1-9 天，平均
新生儿日龄为（2.9±0.9）天，其中包含男 21 例，女 19 例，新生
儿胎龄 37-40 周，平均胎龄（39.6±1.7）周；其中包含足月新生儿
36 例，早产新生儿 4 例；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能够进行比较（P＞0.05）。 

1.2 治疗方法 
医院为新生儿提供护理服务之前，要为每一个新生儿提供产

伤、畸形等方面的护理前检查，仔细对新生儿的体表情况实施观察，
看看新生儿是否存在脑积水、脑膜膨出、肛门闭锁等问题，观察新
生儿的皮肤状况，仔细查看新生儿是否出现水肿、皮肤皮损等。严
格对新生儿的体格发育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的具体指标主要是包含
身长、体质量、各个围度等。还需要了解胎儿的成熟度，评估胎龄，
制定出有关新生儿的生活能力评价指标。比如结合产妇的月经规
律、末次月经时间来估算胎龄，如果孕妇的月经并不规律或者受孕
日期并不清楚，那么要按照新生儿的形态来具体判断胎龄，保障制
定出有效的保健措施，提高预后判断的准确度。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的方法，针对这一组的新生儿实施护
理过程种，四个月之内的新生儿需要保持仰卧位的睡姿为主，保持
身体的清洁程度，防治出现窒息现象。一旦新生儿会出现频频吐奶
的问题，那么就需要把新生儿的头部朝着一边进行偏斜，预防吐奶
堵塞新生儿的口鼻，导致新生儿窒息问题或者产生吸入性肺炎。护
理人员还需要调整好病房中的光线以及温度，为新生儿营造出更加
舒适、更加安全的氛围。通常地，新生儿出生之后的半小时时间里
开始吸吮产妇的乳头，最迟不会超过两个小时时间。早期的吮吸能
够帮助产妇分泌乳汁。面对新生儿的哺乳时间方面，按照新生儿的
需要来展开喂奶，不需要进行定时。如果产妇产后所分泌的乳汁比

较少，不能够符合母乳喂养的要求，那么需要给新生儿提供
60~90mL 的配方奶粉来展开喂养，每间隔四个小时来进行一次喂
养，这个过程中能够配合少量的白开水进行喂养。护理人员还需要
仔细观察新生儿脐带周边的卫生状态，防治产生炎症问题。 

观察组采用鸟巢式护理干预的方法，重点是运用光滑、柔软的
全面布料，按照鸟巢的形状来折叠布料，护理工作人员要给新生儿
提供系统化的检查工作，确保新生儿的各项身体体征保持正常之
后，将新生儿放在鸟巢当中。护理人员要帮助新生儿保持侧卧姿势，
让新生儿的四肢保持自然的屈伸状态，结合新生儿的具体情况来调
整鸟巢的松紧度，调整到最佳的适合新生儿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
保障新生儿的舒适程度，让新生儿的全身被鸟巢所包裹起来。护理
工作人员通过运用棉布的材料，制作成为弧形硅胶软枕，大小规格
是 3cm×20cm,将新生儿的头颈部放好，确保新生儿保持顺畅的呼
吸状态。护理人员通过分析新生儿的体质量情况，及时对光照温度
和时间展开调整，每天对鸟巢运用 75%的乙醇来进行消毒。另外，
护理工作人员为新生儿提供护理操作过程中，要严格控制好噪声，
保持轻柔的操作行为，有效调节仪器合设备的音量，确保新生儿良
好的睡眠状态，让新生儿的生理节律变得更加科学合理。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新生儿临床睡眠质量、生理功能、哭闹次数、体温波

动情况以及并发症出现率。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研究过程中的数据资料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的方法

来进行表示，其中差异所具备的统计学意义运用 P<0.05 来进行表
示。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新生儿临床指标情况 
护理后，观察组新生儿的临床指标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新生儿

的临床指标情况（P＜0.05），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新生儿临床指标情况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暖箱的时间 睡眠时间 体质量 
血氧饱和

度 
体温波动 

观察组 40 12.08±2.66 
18.33±

0.56 
15.33±

1.35 
93.66±

1.07 
0.30±0.08 

对照组 40 18.30±2.06 
14.67±

0.70 
6.08±

1.68 
88.06±

1.53 
0.70±0.11 

P  ＜0.05 ＜0.05 ＜0.05 ＜0.05 ＜0.05 
2.2 对比两组新生儿肠胃功能变化情况 
观察组的新生儿肠胃功能变化要好于对照组的新生儿（P＜

0.05），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新生儿肠胃功能变化情况（`x±s） 

组别 例数 首次胎便时间 
胎便转黄时

间 
排便次数 进奶量 

观察组 40 18.07±1.30 46.28±12.96 5.05±1.23 5.16±.17 
对照组 40 23.66±5.08 56.98±13.45 4.26±1.68 2.36±0.52 

P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新生儿哭闹次数、体温波动幅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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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后，观察组新生儿哭闹次数、体温波动幅度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5），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比较两组新生儿哭闹次数、体温波动幅度（`x±s） 

组别 例数 
新生儿哭闹次数

（次） 
体温波动幅度（℃） 

观察组 40 4.85±0.17 0.72±.12 
对照组 40 2.86±0.11 0.32±0.12 

P  ＜0.05 ＜0.05 
2.4 比较两组新生儿出现并发症的情况 
护理后，观察组新生儿出现喂养不耐受的 1 例，出现皮肤溃疡

的 1 例，出现硬肿的 1 例，出现呼吸暂停的 0 例，观察组新生儿并
发症出现率为 7.50%；对照组新生儿出现喂养不耐受的 3 例，出现
皮肤溃疡的 5 例，出现硬肿的 4 例，出现呼吸暂停的 2 例，观察组
新生儿并发症出现率为 35.00%；观察组新生儿出现并发症的几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新生儿刚脱离母体，面对新的环境，适应力较差，抵抗力不高，

为了让新生儿更加舒适，要给他们提供更舒适的环境，确保护理的
合理性。生活环境的不舒适将会影响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护理干预
不到位会让新生儿感官、行为功能出现异常。护理人员为新生儿提
供保温箱的方式，能够营造与母体相似的环境，能够促进新生儿的
生长发育。与常规护理对比，鸟巢式护理干预的方法更具规范性，
能够弥补常规护理的不足，还能利用科学的思维与方法解决平时护
理工作中的问题。 

鸟巢式护理干预方法主要是模拟母体子宫的环境，有效改善新
生儿受外部刺激带来的不适感，确保新生儿处在舒适的环境中，能
够促进新生儿机体发育。鸟巢式护理干预的方法能够帮助新生儿减
轻陌生感，对他们的成长发育有着巨大的作用。鸟巢式护理干预还

能够高度关注新生儿的生长发育实际需要，指导、监督新生儿家属
提供给新生儿正确的喂养护理，通过模拟母体子宫的方法，加强新
生儿的适应力，降低新生儿刚离开母体出现应激反应的几率。上述
结果表示，护理后，观察组新生儿的临床指标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
新生儿的临床指标情况；观察组的新生儿肠胃功能变化要好于对照
组的新生儿；护理后，观察组新生儿哭闹次数、体温波动幅度明显
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新生儿出现并发症的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这一结果直接表示，新生儿的家长对鸟巢式护理干预方法
比较满意，对这一护理方法具有更高的认同感。结果还直接表明，
对比传统的临床护理工作来讲，鸟巢式护理干预的方法能够明显提
高新生儿睡眠时长，增加新生儿的进奶量，缩短新生儿住院时长，
减少新生儿的体温变化情况，获得理想的护理效果。 

总而言之，新生儿护理当中，临床上为他们提供鸟巢式护理干
预方法，可以更好地改善新生儿的睡眠情况，优化新生儿的生理功
能，让新生儿减少哭闹情况，还能够降低新生儿体温变化幅度，减
少并发症出现率，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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