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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整体护理模式在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应用效果。方法：实验对象为我医院新生儿科 2020 年 1 月 9 日至 2022 年 1 月 9 日收诊新生儿

病理性黄疸，共计 46 例，采用随机数值表法分组，常规组 23 例，行传统护理，观察组 23 例，行整体护理。结果：观察组患儿胆红素下降数值大于

常规组，黄疸消退时间短于常规组（P<0.05）；观察组住院时间均值（2.53±1.55）d，短于常规组（P<0.05）。结论： 新生儿科开展整体护理干预，

可促进新生儿病理性黄疸消散，缩短住院时间。 

关键词：整体护理；新生儿病理性黄疸；护理效果 

 

新生儿黄疸主要是指新生儿娩出后因肠道功能较弱，血清胆红素过

高导致的皮肤、粘膜、巩膜黄染症状，病理性黄疸发生因素较多，严重

影响新生儿生长发育；若没有及时给予治疗，极易导致胆红素脑病等，

危害小儿机体健康，开展有效治疗及护理对策尤为重要[1]。整体护理模

式作为近年新生儿科护理探讨热点课题，通过落实全面护理，确保护理

开展连贯性、针对性，有效促使新生儿病理性黄疸消退。本研究笔者特

选取 46 例病理性黄疸新生儿进行实验比对，分析整体护理临床开展可

行性，详见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对象为我医院新生儿科 2020 年 1 月 9 日至 2022 年 1 月 9 日收

诊新生儿病理性黄疸患儿，共计 46 例，采用随机数值表法分组，常规

组 23 例，男 12 例，女 11 例，日龄 15min-28d，均值（13.52±0.76）d，

出生体重 2.0-4.8（3.31±0.85）kg；观察组 23 例，男 13 例，女 10 例，

日龄 15min-28d，均值（13.61±0.81）d，出生体重 2.0-4.8（3.31±0.85）

kg；2 组新生儿病理性黄疸上述资料，差异细微可比对（P>0.05）。 

1.2 方法 

常规组行传统护理，监测新生儿血清胆红素指标波动情况，详细记

录数值，若发现异常，及时联系主治医师给予针对性治疗对策，遵医嘱

给予新生儿营养支持、保暖、蓝光照射等。 

观察组行整体护理；（1）加强优质队伍建设，针对新生儿科护理人

员开展岗位内教育，针对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发生机制、临床护理重点、

既往护理问题、循证医学护理对策等相关内容进行普及宣教，以提高护

理人员综合素质，为优质护理开展奠定基础[2]。（2）加强对症护理：于

新生儿蓝光照射治疗期间加强眼睛、会阴保护，严格遵医嘱实施光疗，

有效避免不良护理事件情况发生，加强新生儿营养支持，建议母乳喂养，

指导母亲正确怀抱胎儿进行母乳喂养，喂养结束后给予新生儿抚触，帮

助新生儿拍嗝、排气；加强新生儿腹部按摩，促使肠道功能发育，促进

新生儿排泄；给予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调节肠道菌群；于新生儿排便后，

加强会阴皮肤管理，避免湿疹情况发生。（3）加强人文关怀，给予新生

儿家属健康教育，帮助家属科学了解病理性黄疸发生机制及临床注意事

项等，有效避免不良医患纠纷情况发生，护理人员在护理期间动作轻柔，

加强与新生儿情感的沟通，减少新生儿哭闹情况。 

1.3 评价标准 

记录比对两组新生儿胆红素下降数值及黄疸消退时间； 

记录比对两组新生儿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校验采用 SPSS24.0 软件分析，将 P<0.05 设为统计学差异标准

值。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症状转归指标比对 

观察组患者胆红素下降数值大于常规组，黄疸消退时间短于常规

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症状转归指标比对 [ sx ± ] 

组别 n 
胆红素下降数值

（μmol·L-1） 
黄疸消退时间（h）

常规组 23 77.69±25.01 54.16±3.14 

观察组 23 120.06±37.14 52.17±2.93 

t 值  4.538 2.222 

P 值  0.000 0.031 

2.2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比对 

常规组住院时间均值（4.19±1.72）d，观察组住院时间均值（2.53

±1.55）d，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主要是指新生儿娩出后，机体胆红素代谢异常，

小儿肠道功能发育尚不健全，未及时排出体外，导致皮肤、黏膜、巩膜

黄染症状，表现持续加重症状，潜在危害较大，若病理性黄疸没有及时

消退，对新生儿各系统发育具有较大影响，严重甚至诱发胆红素性脑病，

危害小儿生命安全。整体护理模式作为优质护理改革探讨热点问题，针

对新生儿病理性黄疸，了解病理性黄疸发生机制及临床治疗对策，开展

针对性护理干预，了解既往护理问题，依据循证医学，制定优质护理模

式，确保护理开展连续性、个性化，契合小儿疾病管理需求，促使病理

性黄疸早日消退，并开展预见性护理干预对策，有效规避新生儿护理期

间不良护理事件等发生，促进新生儿胃肠道蠕动，早期排泄，保障新生

儿正常发育，有效改善病理性黄疸，为临床治疗增效[4]。研究比对数据

显示，观察组患儿胆红素下降数值大于常规组，黄疸消退时间短于常规

组（P<0.05）；观察组住院时间均值（2.53±1.55）d，短于常规组（P<0.05），

整体护理确保护理模式开展针对性、科学性及连续性，积极调动护理人

员主观能动性，加强对症指导，短期内缓解皮肤、黏膜、巩膜黄染症状，

确保蓝光照射工作顺利开展，有效缩短治疗时间，减轻治疗负担，利于

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 

综上，新生儿科开展整体护理干预，可促进新生儿病理性黄疸消散，

护理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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