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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婴幼儿应用综合婴幼儿保健护理对体格发育和神经心理发育的影响。方法：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64 例婴

幼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n=32，实施常规保健）和观察组（n=32，实施常规保健+综合婴幼儿保健护理），对比两组

婴幼儿身高和体重、Gesell 发育量表评分、婴幼儿营养性疾病、常见疾病、家长掌握保健知识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婴幼儿身高和体重观察组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社会能力、适应能力、语言能力、精细运动、大运动等婴幼儿发育商评价指标高于对

照组，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婴幼儿营养性疾病、常见疾病、家长掌握保健知识情况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婴幼儿应用综合婴幼儿保健护理的临床效果突出，利于婴幼儿的体格发育和神经心理发育，同时可减少婴幼儿营养性疾病、

常见疾病发生率，提升婴幼儿家长掌握保健知识情况，建议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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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

平得到显著提升，且随着人们健康认知程度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

家庭开始重视婴幼儿成长发育情况[1]。对于婴幼儿而言，成长发育

过程中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继而导致发育不良的情况屡见不

鲜，不仅严重影响了婴幼儿的健康，而且影响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的

整体质量。在婴幼儿发育过程中需要大量营养物质，但是常因为多

种因素的影响下而导致发育不良，并且因为婴幼儿免疫力低下而感

染多种疾病，严重影响正常生长发育[2]。有研究指出[3]，积极于婴幼

儿成长发育过程中实施护理干预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基于

此，本研究于2021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从我院选取64例婴幼儿

展开分析研究，分析了综合婴幼儿保健护理对体格及神经心理发育

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1月至2021年10月我院收治的64例婴幼儿作为研究

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n=32，实施常规保健）

和观察组（n=32，实施常规保健+综合婴幼儿保健护理）。其中对

照组婴幼儿男性、女性分别有19、13例，日龄介于2天到18天之间、

平均日龄（14.79±2.81）天；观察组婴幼儿男性、女性分别有20、

12例，日龄介于3天到19天之间、平均日龄（15.03±2.68）岁。对

比分析两组婴幼儿日龄、性别以及病程等一般资料，P＞0.05，具备

可比性。 

纳入标准：（1）所选研究对象不存在先天畸形、染色体异或

存在代谢性疾病；（2）所选研究对象不存在严重窒息和产伤史；

（3）所选研究对象不存在重度病理性黄疸；（4）所选研究对象不

存在严重感染；（5）院时，矫正胎龄34~42周，体质量达2000 g左

右，经口喂养体质量增长，室温下体温及生命指征正常[5]；（6）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所选研究对象存在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2）

所选研究对象存在先天畸形；（3）所选研究对象存在严重并发症。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保健，包括结合婴幼儿月龄实施饮食指导、生

活指导、身体健康检查以及发育营养评价。 

观察组以常规保健为基础实施综合婴幼儿保健护理，具体内容

如下：（1）建立档案。详细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生长发育状况，

比如体重、身高、心肺功能、婴幼儿微量元素、血红蛋白，定期实

施保健评估，针对评估结果拟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针对婴幼儿发

育不良的情况及时给予纠正；（2）保健引导。首先，实施饮食管

理。以营养支持为原则，规范每日热量、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以及脂肪的摄入量。针对小于6个月的婴幼儿需采用纯母乳喂养或

配方奶喂养，针对大于6个月的婴幼儿需增加辅食的摄入量，并不

断增加辅食量。其次，运动管理。针对2个月的婴幼儿，运动方式

主要采用俯卧或踢腿；针对3个月的婴幼儿，运动方式主要采用物

体抓握，抬头，转动头部等；（3）针对4个月的婴幼儿，运动方式

主要采用婴幼儿家属和婴幼儿进行沟通交流，并通过呼唤名字进行

交流，随着婴幼儿的不断成长而持续对训练内容予以调整。最后，

实施预防接种管理。要求护理人员积极与婴幼儿家长进行沟通交

流，详细说明各个阶段需注意的相关事项，让婴幼儿家长熟练掌握

预防接种时间、疫苗种类和接种目的。（4）健康宣教。积极与婴

幼儿家长进行沟通，重点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纠正其错误认知，

告知实施婴幼儿保健护理的重要价值和必要性。与此同时，积极结

合婴幼儿具体情况拟定专项护理方案，采用定期或不定期等多种方

式对婴幼儿家长进行培训，提升婴幼儿智力水平。（5）基础护理。

加强后期访视工作，认真填写婴幼儿个人信息，比如出生、体格检

查、疫苗接种等，提升婴幼儿自主生活能力。（6）生活指导。通

过展开知识讲座或发放儿童发育特点图册等方式强化婴幼儿家长

知识认知，定期指导儿童实施运动，禁止基础危险物品，多陪伴婴

幼儿且前强化沟通交流，对婴幼儿的颜色或图形感知能力予以锻

炼，指导开展抬腿、俯卧以及转头等活动，促进脑部发育。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婴幼儿身高和体重、Gesell发育量表评分、婴幼儿营

养性疾病、常见疾病、家长掌握保健知识情况以及家长护理满意度。 

采用婴儿发育（Gesell）量表[4]评估婴幼儿发育商，评价指标可

分为社会能力、适应能力、语言能力、精细运动、大运动等，评分

介于0~100分之间，评分越高则表示婴幼儿该项能力越强。 

选择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婴幼儿家长护理满意度进行评

估，婴幼儿在护理干预后自行填写或者由其自述代填，调查表满分

为100分，评分介于90~100分时表示为非常满意；评分介于70~90

分时表示为满意，评分低于70分时表示为不满意。护理满意度=非

常满意率+满意率[5]。 

1.4 统计学方法 

SPSS 23.0 软件统计分析各项数据，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采

用（ sx ± ）、[n（%）]予以表示，检验工作分别采用 t 和 x2 完成，

当 P＜0.05 时，提示统计学具备显著差异。 

2 结果 

2.1婴幼儿身高和体重比较 

婴幼儿身高和体重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

意义（P＜0.05）。详细数据见表1所示。 

表1：两组婴幼儿身高和体重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身高（cm） 体重（kg） 

对照组 32 88.71±6.52 10.81±1.62 

观察组 32 95.41±8.62 14.31±1.91 

t  3.507 7.905 

P  0.001 0.000 

2.2婴幼儿发育商评价指标比较 

观察组社会能力、适应能力、语言能力、精细运动、大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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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发育商评价指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P ＜0.05）。详细数据见表2所示。 

表2：两组婴幼儿发育商评价指标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社会能力 适应能力 语言能力 精细运动 大运动 

对照组 32 72.92±3.66 76.26±3.85 78.38±3.19 74.84±2.99 75.19±3.26 

观察组 32 95.57±3.28 94.76±3.37 93.55±3.66 91.65±2.77 90.67±3.43 

t  26.070 20.453 17.675 23.330 18.505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婴幼儿营养性疾病、常见疾病、家长掌握保健知识情况比

较 

婴幼儿营养性疾病、常见疾病、家长掌握保健知识情况观察

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数

据见表3所示。 

表3：两组婴幼儿营养性疾病、常见疾病、家长掌握保健知识

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婴幼儿营养性

疾病 

婴幼儿常

见疾病 

家长掌握保健

知识情况 

对照

组 

32 7（21.88） 8（25.00） 24（75.00） 

观察

组 

32 1（3.12） 2（6.25） 30（93.75） 

c²  5.143 4.267 4.267 

P  0.023 0.039 0.039 

2.2 两组婴幼儿家长护理满意度比较分析 

婴幼儿家长护理满意度较对照组，观察组显著较高，差异显著

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 5：两组婴幼儿家长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

意 

护理满意

度 

对照组 32 10

（31.25

） 

12

（37.50） 

10

（31.25） 

22

（68.75） 

观察组 32 2（6.25） 8（25.00） 22

（68.75） 

30

（93.75） 

c²     6.564 

P     0.010 

3 讨论 

对于婴幼儿而言，其年龄普遍较小，免疫力较弱，同时因为婴

幼儿正处于快速发育的阶段，机体需求高，若不重视婴幼儿保健工

作，则可能导致婴幼儿出现营养疾病，比如肥胖、缺血性贫血、营

养不良[6-7]。在婴幼儿生长发育过程中，受饮食因素、遗传因素以及

机体消化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受到影

响，最终导致婴幼儿出现较大的个体差异。因此，在婴幼儿早期生

长发育中积极予以护理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 

此次研究结果提示，婴幼儿身高和体重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社会能力、适应能力、

语言能力、精细运动、大运动等婴幼儿发育商评价指标高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婴幼儿营养性疾病、常见疾

病、家长掌握保健知识情况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备统

计学意义（P＜0.05）。分析原因：综合婴幼儿保健护理主要指通过

科学的育儿指导，有效发现婴幼儿发育和成长期间出现的问题，继

而及时、科学合理的解决[9]。具体而言，早期通过操作和抚触护理，

有效改善了婴幼儿的消化功能，提升婴幼儿睡眠质量，促进胃肠道

分泌内分泌激素，继而改善婴幼儿消化功能，提升睡眠质量，最终

提升婴幼儿机体营养水平，最终促进婴幼儿体格发育[10]。与此同时，

综合婴幼儿保健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始终贯彻了“以人为本”

的护理服务理念，积极结合婴幼儿年龄等实际情况拟定了饮食干预

方案，有效保障了婴幼儿对营养的需求，并纠正了不良饮食习惯。

与此同时，在婴幼儿各个年龄阶段通过实施早期教育并持续调整教

育内容，比如1岁后实施语言、感官、身体动作方面的锻炼，3岁后

实施感知动作和连贯动作训练，不仅有利于婴幼儿智力发育和人格

发育，而且可提升婴幼儿体质量[11-12]。 

综上所述，婴幼儿应用综合婴幼儿保健护理的临床效果突出，

利于婴幼儿的体格发育和神经心理发育，同时可减少婴幼儿营养性

疾病、常见疾病发生率，提升婴幼儿家长掌握保健知识情况，建议

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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