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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干燥法在新生儿脐带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顾  慧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  137400) 

摘要：目的：医院中新生儿脐带护理中应用自然干燥法的方式产生的效果。方法：选取医院中新生儿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脐部包扎护理的方法，观察组运用自然干燥法。结果：护理后，观察组的新生儿脐部各项指标情况、
护理满意度和并发症出现率都好于对照组（P＜0.05）。结论：新生儿脐带护理过程中，引入自然干燥法的方式能够帮助新生儿改善脐部的
状态，提高新生儿的护理总满意度，降低新生儿的并发症出现率，安全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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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分娩之后连接胎儿以及胎盘的就是脐带，作为一种非常重

要的条索形状的组织，能够发挥出给胎儿提供营养和气体的重要渠
道，一旦产妇分娩新生儿之后，那么医院当中的工作人员就需要及
时对脐带实施比较特殊的处理工作，避免脐带所具备的开放性会让
各种各样的病原微生物入侵。而且，如果没有真正良好处理新生儿
的脐带，那么将会引起新生儿出现局部感染问题或者导致新生儿出
血状态，甚至还可能导致新生儿出现败血症，因而做好脐带处理工
作就变成了能够良好有效预防新生儿感染，能够确保新生儿生命健
康安全的一道屏障。医院当中的护理工作者要严格按照规定提出的
要求，结合新生儿皮肤护理指导的具体原则，在临床当中开始使用
脐部自然干燥的方法，为了能够深入探索此种方法对于新生儿脐带
护理的真正运用效果，指导后续临床脐带护理工作服务，本次研究
具体选择医院中新生儿进行研究，探讨此种方法带来的重要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中新生儿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包含男 54 例，女 46

例，平均体重(3.40±0.45)kg；其中包含阴道分娩 52 例，剖宫产 48
例，两组资料对比，未发现明显差异（P＞0.05）。 

1.2 护理方法 
医院当中每一个新生儿出生之后，医院当中的医护工作者都需

要选择浓度是５％的聚维酮碘溶液，来有效对新生儿的脐部实施消
毒，并且做好清洁处理工作，然后采用常规的方式来给新生儿展开
断脐处理工作，并且要挤出在脐带中所残留的血液，然后选择浓度
是 5%的聚维酮碘溶液来对脐带部位的断面展开合理科学的消毒以
及处理工作，等到脐带部位干燥之后，再选择无菌纱布以及胶带卷
的方法对脐部实施覆盖并且做好包扎工作。 

对照组，医院为这一组的新生儿实施常规的脐部包扎护理方
法：当新生儿的脐带断开处理之后的 36 小时，护理工作人员需要
打开脐部位置所包裹的纱布以及脐带卷，等到每天为新生儿洗澡之
后，或者当新生儿大小便之后，护理工作人员就要选择使用浓度为
75%的乙醇来针对新生儿的脐部残端以及脐部周围的皮肤展开科
学合理的消毒和处理工作，然后护理人员再选择使用无菌纱布的方
法来对新生儿的脐部实施覆盖，让新生儿的脐部保持干燥程度，在
这个过程中，护理工作人员还要为产妇展开各种注意事项的指导工
作，让产妇结合上述的方法来为新生儿的脐部实施护理，一直到新
生儿的脐带部位所存在的残端自行脱落即可。 

观察组，医院为这一组的新生儿提供自然干燥护理的方法，详
细方法如下：当新生儿断脐之后的 36 小时之后，需要护理人员打
开覆盖的纱布以及脐带卷，充分将新生儿的脐部暴露出来，然后展
开及时的清洁和处理工作，确保新生儿脐部的干燥程度，然后每天
在新生儿洗澡和大小便结束之后，通过运用清水的方法来清洁新生
儿的脐带残端以及脐部周边的皮肤，将其擦干净，让脐部确保干燥
程度，然后在新生儿洗澡之后不需要再运用消毒剂，然后给新生儿
穿好舒适、棉质的衣服，让新生儿保持更加舒服的状态，并且选择
低于新生儿脐部位置的尿布，防止对新生儿脐部产生污染，避免摩
擦新生儿脐带残端，保证新生儿的脐带残端能够自行脱落。 

1.3 观察指标 
首先，比较两组新生儿脐带观察指标情况；其次，比较两组新

生儿的护理满意度情况；最后，对比两组新生儿并发症出现率。 
1.4 统计学方法 
医院研究过程中全部出现的数据资料都要输入到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当中去，差异所具备的统计学意义采用的是 P<0.05 这个
方法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新生儿脐带观察指标情况 
经过护理后，观察组的新生儿脐带各项观察指标情况好于对照

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新生儿脐带观察指标情况（`x±s，d） 

组别 例数 脐带脱落时间 
断脐组织修复时

间 
观察组 50 7.10±1.20 7.80±1.70 
对照组 50 9.30±1.40 9.80±1.20 

P  ＜0.05 ＜0.05 
2.2 新生儿护理满意度 
经过护理工作之后，观察组新生儿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新生儿护理满意度情况[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n=50） 

25（50.00）20（40.00） 4（8.00） 1（2.00） 49（98.00）

对照组
（n=50） 

24（48.00）14（28.00） 2（4.00） 10（20.00）40（80.00）

P ＜0.05 ＜0.05 ＜0.05 ＜0.05 <0.05 
2.3 新生儿并发症 
护理后，观察组新生儿并发症出现率少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新生儿并发症比较[n（%）] 

组别 例数 脐炎 脐部出血 脐部肉芽肿 出现率 
观察组 50 1（2.00） 1（2.00） 1（2.00） 3（6.00） 
对照组 50 3（6.00） 3（6.00） 3（6.00） 9（18.00） 

P      
3 讨论 
新生儿的脐带当中包含三条脐血管，这些血管当中包括结缔组

织，通常地说，新生儿所残留下来的脐带会在新生儿出生之后的一
周时间左右脱落下来，新生儿的创口愈合时间要保持在 10-14d 的
时间，脐血管需要经过 1 个月时间才能够完全闭合。新生儿的脐带
断端属于一个具有开放性特点的创面，还是能够与新生儿内环境相
通的一大重要门户，经过新生儿的脐带残端会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
因素的影响，导致新生儿机体受损，再加上由于新生儿本身的免疫
能力不高，因而如果不能够护理到位，那么将会很容易让新生儿的
脐部位置受到感染，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直接对新生儿的
生命健康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应该怎样才能够做好对新生儿脐部
的护理工作，加速新生儿脐带的脱落速度，降低并发症的出现率开
始变成临床护理工作人员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上述的研究过程中，医院当中为新生儿提供脐带护理，开始
运用自然干燥法的方式，获取了比较良好的护理效果，经过护理干
预之后，观察组新生儿的脐带指标情况、护理满意度、并发症出现
率都要好于对照组。以往在医院当中实施传统的脐带包扎护理工作
过程中，更加重视做好对脐带的消毒工作，虽然可以发挥出良好的
杀菌作用，可是还容易让新生儿的脐带长时间保持湿润，残端不能
够获得干燥的效果，会大大增加新生儿脐带出血或者脐带受到感染
的几率。新生儿的脐带护理当中要保持脐带部位以及周围的干燥程
度是关键点，而自然干燥的方法正好就是如此，经过直接将新生儿
的脐带暴露出来，加速新生儿脐带部位的水分蒸发速度，让新生儿
脐带部位保持干燥状态，平时护理当中就需要保证尿布的位置低于
脐带部位就可以，避免接触脐带，有助于新生儿的脐带残端尽早脱
落，降低各种并发症出现率。自然干燥的方法操作起来更为便捷，
避免出现更多的人为感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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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生儿的脐带残端实施护理过程中，护理工作人员要先运
用包扎的方法，通过无菌纱布来对新生儿脐带残端进行覆盖，运用
专用的护脐带进行包扎，当新生儿出生三天之后，只需要进行常规
消毒即可。另外，保持暴露。新生儿脐部平时护理中，无需包扎脐
带残端，只要保持脐带部位皮肤的干燥即可，一直到脐带彻底脱落
为止。另外，护理工作人员还需要及时做好对新生儿脐带的清洗和
消毒工作。当为新生儿的脐带展开结扎时，尽量对新生儿脐带的根
部展开结扎，保留残端 1-1.5 厘米，确保新生儿脐带的干燥整洁程
度。每天新生儿洗澡之后，彻底暴露脐部，重点对脐带部位周围皮
肤和断面展开擦拭，结合污染的程度来展开常规性质的消毒工作，
仔细对新生儿脐带残端脱落情况进行观察，一旦新生儿出院时脐带
残端并没有脱落，那么要进行二次剪脐。在实施二次剪脐当中，护
理人员要及时对剪刀实施消毒，并且运用尖部位置，朝着新生儿脐
带根部表现出浅圆锥形，将残留的脐带剪除，预防脐带残端出现遗
留问题造成局部产生潮湿问题，导致细菌出现，要严格按照规定进
行，避免一刀平剪，一旦在新生儿的脐带结扎部位的下放产生血肿
问题，那么要完全将血块和血肿清理干净。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完全
暴露新生儿的脐部基底，方便保持新生儿脐带的干燥度，加快脐带
脱落的速度，预防感染问题出现。二次剪脐将会加大护理成本，护
理人员如果不能掌握好护理技巧，还容易让新生儿出现脐部损伤问
题。 

许多新生儿出院之后，新生儿的脐带残端还没有完全脱落，不
合理的护理方法容易让新生儿的脐部出现感染问题，护理工作者要

强化对产妇和家属的健康宣教力度，纠正他们护理新生儿脐部的错
误方式，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来维持好新生儿脐部的清洁程度以及干
燥程度，鼓励他们主动参加到对新生儿脐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
要指引产妇和家属学习正确更换新生儿纸尿裤的方式，预防将新生
儿的衣物放到纸尿裤中，避免纸尿裤遮盖脐部引起感染，告诉他们
为新生儿脐部正确消毒的方式，准确评估新生儿脐部产生的异常问
题，每次进行消毒之前要充分暴露创面，判断是否出现异常，一旦
出现异常，要立即到医院当中进行治疗。 

总而言之，医院当中护理人员给新生儿的脐带展开护理时，开
始采用自然干燥法的护理措施，能够优化新生儿脐带各项指标情
况，还能够让新生儿护理满意度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降低出现各
种并发症，运用安全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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