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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无缝衔接护理对新生儿黄疸蓝光治疗的影响 
刘迎青 1  任海荣 2 

(河北省巨鹿县医院  055250) 

摘要：目的：探讨新生儿黄疸蓝光治疗过程中采用全程无缝衔接护理对该类患儿的影响。方法：选取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该时间段

本院接收的采用蓝光指标的新生儿患者 350 例，为进一步观察全程无缝衔接护理在该类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将选取的患者分为甲乙两组，

甲组患者采用常规方式展开护理，乙组患者采用全程无缝衔接护理的方式，对不同护理干预方式的效果进行观察。结果：研究结果显示，

采用全程无缝衔接护理的方式对接受蓝光治疗的新生儿黄疸患者进行护理，患儿出暖箱、退黄及住院的时间明显缩短，患儿的体温波动、

血氧饱和度以及血红胆素水平均有显著改善，且应用该方式护理的过程中，患儿出现的不良反应现象更少，患儿家属对该种护理方式的满

意度更高，与常规护理的一组患者相比较具有显著的临床优势。且两组患者的研究数据存在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对接受蓝光

治疗黄疸的新生儿患者进行治疗，可以有效的改善患儿的临床症状及相关指标，缩短患儿住院时间及接受治疗的时间，对于降低患儿治疗

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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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生儿从母体中脱离出来之后，他们需要对外部环境展开一

段时间的适应，因为在这个时期，新生儿体内的各个系统脏器的功

能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以他们的免疫功能比较低下，而且他们

的体温调节功能也不是很好，这就导致了他们很容易发生感染和其

他疾病，也很容易产生疾病后遗症。对于进行蓝光治疗的黄疸新生

儿，一般都是全身赤裸，戴上眼罩进行治疗。因为眼罩的原因，患

儿的脸上会有异物感，所以患儿的安全感比较低，经常会有哭闹，

或者是胡乱的抓挠眼罩，这样就会对皮肤产生伤害。除此之外，患

儿哭闹后也会引起出汗，从而影响到患儿的蓝光治疗效果。因此，

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必须要有相应的护理介入，这样才能保证治疗

的有效性，并使整个护理工作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全程无缝衔接护

理是以无缝护理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它可以对

无缝护理措施进行全面优化，使护理工作变得更完善，各个护理环

节之间可以实现无缝隙衔接，从而可以提升护理质量。然而，目前

对全过程无缝化护理在新生儿蓝光疗法中的应用还鲜有报道，因此

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为此，本文选取 350 例该类患儿展开临

床研究，观察其护理效果。详细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该时间段本院接收的采用蓝光

指标的新生儿患者 350 例，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选取的所有患儿

分为数量均等的甲乙两组，甲组患儿采用常规方式进行护理，该组

患儿人数有 175 例，患儿的男女比例为 87:88，患儿日龄在 24 小时

以内；乙组患儿采用全程无缝衔接护理的方式展开护理，该组患儿

人数有 175 例，患儿男女比例为 86:89，患儿均在出生后 24 小时以

内。所有患儿均符合黄疸的诊断标准，且患儿基本资料之间存在较

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甲组患儿采用常规的方式进行护理，在患儿进入蓝光治疗箱

后，护士需要给他们戴上眼罩，做好眼睛的防护工作，可以用纸尿

裤或者长尿片来保护他们的会阴。其中，对于男性患儿，要做好阴

囊的保护工作，在进行蓝光治疗后，要做好日常的护理工作，同时

要对患儿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密切的观察，要对患儿的黄疸变化做

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要及时的进行干预。 

乙组患儿在甲组患儿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全程无缝衔接护理的

方式：（1）组建一支专业的护理团队，从医院中挑选具有一定工作

经验的护士，组建一支全流程的护理团队，在开始工作之前，需要

对其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是新生儿蓝光照射的专

项护理，包括如何使用蓝光照射的治疗工具，如何准备蓝光照射的

前后工作，如何准备蓝光照射的过程，如何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

如何合理的设置各种参数[1]。此外，还可以利用各种护理情景来训

练护士的操作技能，以提高护士的快速应变和整体护理的能力。在

培训结束后，及时总结出培训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方

案，不断提高培训质量。(2)标准化的护理体系，每个组的成员都要

进行一次自我检查和评价，要求每个组的成员都要注意自己的护理

工作。在晨会中，对蓝光治疗护理工作内容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复

习，将学习的内容进行了记录。护士长不定期地对组员的学习笔记

进行了检查，并对他们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估，不断地提高他们的专

业能力。(3)向患儿的父母进行健康教育，向患儿的父母发放健康宣

传单，通过座谈会和面对面的沟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新生儿的蓝

光治疗，知道进行蓝光治疗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进行的护理，相关

的注意事项等。需要让父母注意患儿的精神状态、排便和饮食等方

面的问题。(4)进行心理上的疏导，护士要注意家属的精神状况，如

果出现了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就要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向家属

解释蓝光疗法的成功事例，并对其的问题做出耐心的回答，从而让

家长的负面情绪得到缓解[2]。(5)蓝光疗法的护理，在实施蓝光疗法

之前，护士要对患儿的身体状况进行彻底的检查，如果是使用一般

的灯光，则要事先擦干净，并且确认仪器是否可以使用[3]。检查蓝

光箱中的温度，只有达到 30 度以上，患儿才能进入其中接受治疗。

在治疗之前，先用一块白布盖住患儿的手脚，以避免患儿的手脚与

周边的东西相接触。在给患儿治病之前，要先做好患儿的身体卫生，

并要把患儿的手指甲剪掉，以免划破皮肤。尽量不要在皮肤上涂抹

乳霜，要做好外用的防护措施，不能将外用的部位暴露出来。在治

疗过程中，护士可以给患儿的脚踝和手肘用透明贴进行保护，并戴

上眼罩，以便进行持续的心电监测，以便对患儿的情况进行了解。

将患儿放在光照箱的中心，保证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足够的光线，

并根据需要及时的调节光疗灯的位置和患儿的体位。在治疗期间，

需要对患者的体温进行严密的控制，每四个小时要检测一次，如果

发现患者的体温高于 38℃，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患者的体

温；当体温处于 37.5℃-38℃时，应将箱内温度降低 5℃以下。在治

疗的同时，注意保持患儿的体液的平衡，并给予足够的水分。烦躁

的时候要做好镇静和安抚的工作[4]。在治疗结束后，要让护士对患

儿的身体进行消毒，看患儿是否有炎症、皮肤损伤等症状。如果患

儿的 24 小时胆红素水平出现异常，就要及时的采取措施。为了增

加患儿的安全感，每隔两个小时就要给患儿换一次姿势。(6)并发症

的护理，在接受蓝光照射的 1-2 小时后，是最容易出现皮疹的时候，

所以，在治疗之前和之后，护士都要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以防止

皮疹的出现。如果患儿出现了持续很久的情况，可以使用炉甘石樟

脑洗液进行外敷。关于发烧，护士需要调整蓝光与患儿的距离，将

玻璃灯与灯管的距离保持在 40 m，并且保持在 30-33℃的环境下[5]。

在治疗期间，要定时监测患儿的温度，一旦患儿的温度高于 38℃，

就要采取物理冷却措施。对于青铜症，护士应该加强对患儿的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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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患儿的皮肤出现青铜色，就应该立即停止治疗。这种症状不需

要特别的治疗，很快就会消失。 

1.3 观察指标 

(1)将两组患儿从暖箱中出来的时间，退黄色的时间和在医院的

时间进行比较。(2)将两组儿童的温度变化、血氧饱和度、血氧饱和

度进行比较。(3)将不同时段患儿的血清胆红素进行比较。(4)将两组

患儿发生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满意度进行比较。出现哭闹、发热、

皮肤干燥、皮肤损伤、皮肤受损等症状时会有一定的副作用。非常

满意（得分范围是 77-95 分），一般满意（得分范围是 58-76 分），

不满意（得分范围是 0-57 分）。 

1.4 统计学方法 

在这一次的观察和研究中，笔者使用了 SPSS25.0 作为数据统计

分析工具，通过 t 检验对比两组护理后的差异，并明确两组之间差

异的显著性，以从数据层面获得有效的量化解释，以验证全程无缝

衔接护理在该类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2.结果 

2.1 两组患儿临床相关指标比较 

与甲组患者相比较乙组患者临床相关指标的改善情况更显著，

且 P＜0.05，见表一。 

表一两组患者临床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出箱时

间 

退黄时

间 

住院时

间 

体温波

动 

血氧饱

和度 

血清胆红

素水平 

甲组 175 
14.85±

1.59 

7.58±

2.01 

8.54±

2.64 

0.85±

0.11 

93.46±

2.06 

157.49±

22.42 

乙组 175 
12.05±

2.06 

4.86±

1.08 

6.05±

0.25 

0.59±

0.06 

95.48±

3.16 

101.52±

18.46 

T - 5.241 8.442 9.424 1.064 3.054 5.006 

P - 0.031 0.042 0.016 0.028 0.088 0.073 

2.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后，乙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更低，且 P＜

0.05，见表二。 

表二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哭闹 发热 
皮肤干

燥 

皮肤损

伤 

精神倦

怠 
总发生率 

甲组 175 6 8 10 2 3 29（16.57）

乙组 175 0 1 1 0 0 2（1.14）

T - 2.524 9.421 0.754 4.254 7.085 3.524 

P - 0.025 0.016 0.039 0.085 0.049 0.067 

3.结论 

蓝光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蓝光是一种降低血清

中游离胆红素含量的方法，游离胆红素可转化为可溶性同分异构

体，并随尿或胆汁排泄。本疗法具有疗效好、操作简单、成本低廉

等优点。然而，在长时间使用的过程中，人们也发现，在治疗的过

程中，患儿会出现一些与之相关的副作用，比如：哭闹、恶心、呕

吐等[6]。还有一些家长，因为过于担心患儿的身体健康，担心蓝光

照射会对患儿的身体造成伤害，所以拒绝进行蓝光治疗，这对疾病

的控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进行蓝光疗法的同时，还应采

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对患者进行干预。但到现在为止，关于护理方法

的选择还没有统一的结论，所以，如何选择合适的护理方法成为本

研究的重点。 

对接受蓝光照射的新生儿采用传统的护理方法，易出现严重的

副作用，且不能明显缩短治疗周期。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对接受蓝

光照射的新生儿进行了“全程无缝隙”的护理，结果发现，接受蓝

光照射的患儿，其出吸箱内的时间明显缩短，睡眠时间明显延长，

血氧饱和度明显提高[7]。所以他们相信，采用全过程的无缝式护理，

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进行本次研究后，乙组患儿在出暖箱时间、

退黄时间、住院时间、胎便转黄时间和首次排便时间方面均较甲组

患儿短；与甲组患儿相比，乙组患儿的体温波动幅度较小；研究的

结果显示：乙组患儿的血氧饱和度明显高于甲组；治疗 6 天后，乙

组与甲组比较，血清胆红素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对

接受蓝光疗法的新生儿进行全过程的无缝连接护理，建立专门的护

理团队，对团队成员进行专门的蓝光疗法护理训练，从而使护理体

系更加规范化，从而可以全方位地提升护士的业务素质，健全护士

的管理制度，从而保证可以为患儿们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护理[8]。

与此同时，医护人员还要对父母进行心理指导和健康宣教，这样不

但可以提高父母在进行蓝光治疗和护理时的依从性和配合度，保证

了护理措施的实施，还可以让父母的不良情绪得到缓解，从而提高

他们参与到患儿治疗和护理中的信心。特别是在蓝光治疗的全过程

中，对每一项的介入，可以保证各项护理措施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衔

接，从而提高护理工作的完整性和持续性。患儿在接受治疗的同时，

可以得到全面的、有目标的护理，进行面诊可以减少治疗的时间，

并促进身体的恢复。在此项研究中，乙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甲

组；乙组的满意度高于甲组；根据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在

实施全程无缝衔接护理的时候，可以对并发症展开有效的干预，与

此同时，还可以采取多项手段，对患儿进行保护，可以避免在治疗

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良反应。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患儿，在治疗过程

中不但可以得到很好的疗效，而且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父母

的满意程度也比较高。 

总而言之，在实施蓝光治疗的新生儿中，采用全程无缝衔接护

理，可以缩短其出暖箱时间、退黄时间和住院时间，避免体温过大

波动，增加血氧饱和度，降低血清胆红素水平，减少不良反应，提

高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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