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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母婴皮肤接触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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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新生儿在接受早期母婴皮肤接触护理后的变化以及该方法的效果影响。方法: 本次研究所选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到 2019
年 5 月，按照统计学方法选择 126 名新生儿来参与研究，并进行分组，一组作为观察组，另一组作为对照组，后者仅使用常规新生儿护理，

前者则需要再做好新生儿常规护理的同时，应用早期母婴皮肤接触，然后统计对比相关观察指标，以此来评估两种模式下的应用效果。结

果: 所有新生儿在出生时体温差非常小，P＞0.05，数据的差异性在统计学中不具备意义；但是在出生后的几个不同时段，重新测量患儿的

体温，观察组患儿的体温平均值相对较高，与对照组相比，体温差异明显，由此说明早期母婴皮肤接触更有助于促进患儿体温的升高。同

时评估喂养情况，观察组母乳喂养开始的平均时间为（37.98±7.86）min、吮吸持续平均时间为（24.52±8.39）min、母乳喂养量表平均评

分为（10.61±2.35）分，而对照组的上述几项指标分别为（75.69±5.46）min、（11.23±7.69）min、（7.39±3.52）分，观察组的母乳喂养

情况更加良好，P＜0.05。结论: 早期母婴皮肤接触具备更好的适用性和实用性，不仅够帮助新生儿在出生后尽快恢复体温，还可以促进母

婴喂养效果的提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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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11 月到 2019 年 5 月间的新生儿参与研究，共有

126 名新生儿参加，按照统计学方法来开展分组，其中观察组男 37

人，女 26 人，人均体重（3.25± 0.35）kg，平均胎龄（268.32±4.38）

d， 基线体温平均值为（35.68±0.53）℃；观察组男 32 人，女 31

人，人均体重（3.35± 0.42）kg，平均胎龄（267.98±4.78）d，基

线体温平均值为（35.57±0.63）℃。同时 P>0.05，数据的差异性在

统计学中不具备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按照新生儿护理的基本要求来开展护理，护理人员需

要先按照要求进行断脐和呼吸道清理，然后消毒和包扎脐带，之后

将幼儿至于辐射台上，温度控制在 28-30℃，然后再用温水仔细擦

洗新生儿，并进行维生素 K1 的注射和胎脂的清除。在完成上述操

作后，就可以测量婴儿的体重身高，并做好婴儿的包裹，最后妥善

放在婴儿床中。观察组：在做好上述措施的同时应用早期母婴皮肤

接触，具体措施如下：护理人员需要先调节接触室内的温度，控制

温度在 28~30℃左右，然后与产妇进行沟通，在其允许后再帮助其

脱去内衣，并调整产妇体位在舒适位置，之后就可以开展早期接触，

在接触过程中需要把婴儿裸放在产妇胸前，并包裹婴儿背部，然后

指导产妇安全拖住婴儿，一般情况下接触时间需要在一小时，并且

需要保持连续，在此过程中产妇还可以开展适当的语言沟通和肢体

接触，以此来增强新生儿和产妇间的联系[1]。 

1.3 观察指标 

新生儿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体温变化；喂养情况：首次开始母乳

喂养的时间、持续时间和喂养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的分析处理都是通过 SPSS20.0 软件来完成的，数据在处理

完成后按照（ sx ± ）和 n%的形式来进行表示，用 X2 和 t 来进行检

验。只有在 P<0.05 的情况下，才能够说明数据的差异在统计学中

具备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新生儿在不同时段体温情况比较 

测量新生儿在出生时的温度，两组患儿间体温差非常小，P＞

0.05，数据的差异性在统计学中不具备意义；但是在出生后的几个

不同时段，重新测量患儿的体温，观察组患儿的体温平均值相对较

高，与对照组相比，体温差异明显，由此说明早期母婴皮肤接触更

有助于促进患儿体温的升高，且 P＜0.05，数据的差异性在统计学

中具备意义。具体数据可以参考表 1。 

表 1 两组新生儿在不同时段体温情况比较（ sx ± ） 

组别 n 出生时 
出生后 1 

h 
出生后 2 h 出生后 4 h 

观察组 63 34.52±0.32 
36.15±

0.43 
36.67±0.32 36.83±0.52 

对照组 63 34.75±0.26 
35.23±

0.27 
35.35±0.45 35.37±0.47 

P - ＞ 0.05 ＜ 0.05 ＜ 0.05 ＜ 0.05 

2.2 两组新生儿母乳喂养情况比较 

评估两组新生儿的母乳喂养情况，观察组母乳喂养开始的平均

时间为（37.98±7.86）min、吮吸持续平均时间为（24.52±8.39）

min、母乳喂养量表平均评分为（10.61±2.35）分；对照组的母乳

喂养开始的平均时间为（75.69±5.46）min、吮吸持续平均时间为

（11.23±7.69）min、母乳喂养量表平均评分为（7.39±3.52）分。

评估上述数据可以得知，观察组的母乳喂养情况更加良好，评分较

高。且 P＜0.05，数据的差异性在统计学中具备意义。具体数据可

以参考表 2。 

表 2 两组新生儿母乳喂养情况比较（ sx ± ） 

组别 n 
母乳喂养开始时

间（min） 

吮吸持续时间

（min） 

母乳喂养量表评分

（分） 

观察组 63 37.98±7.86 24.52±8.39 10.61±2.35 

对照组 63 75.69±5.46 11.23±7.69 7.39±3.52 

P /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在分娩后，新生儿的茶酚胺和皮质激素分泌量会增加，所以容

易出现应激反应，再加上新生儿自身神经调节功能较差，在外界环

境影响下容易出现体温下降[2]。经临床实践研究发现，早期母婴皮

肤接触则能够有效解决上述体温下降问题，同时还可以促进母乳喂

养效果的提升。所以在本次研究中，以此为切入点开展了上述研究，

在应用早期母婴皮肤接触后，观察组的新生儿在出生后体温明显高

于对照组，同时母乳喂养情况也整体呈现优势，具体数据可以参考

表 1 和表 2。所以在当下应该做好对早期母婴皮肤接触措施的研究

和应用，为新生儿的健康安全生长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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