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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临床在护理早产儿时以精细化护理施护的干预意义。方法：试验者是 2021.04 至 2022.05 在医院治疗的早产儿数量共计 70
例，采取系统抽样法均分 2 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精细化护理，比对组间施护疗效差异。结果：观察组体重、身长及头围
指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母乳喂养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以精细化护理进行干预，可促进早产儿机体生长发育，同时还能提升
母乳喂养质量，适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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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胎龄未超过 33 周的早产儿而言，其出生后易出现一系列

并发症，这主要是由于新生儿机体发育并不成熟所致，近年来早产
儿发生率呈逐渐递增势态。由于早产儿在宫内时缺乏营养储备，存
在代谢消耗高、并发症多、吸吮能力较弱等特点，易导致其出现营
养不良情况，会对其正常生长及发育造成影响[1-2]。而早期以母乳喂
养可对新生儿的喂养耐受性进行提高，改善其胃肠道功能的同时，
还能够确保早产儿健康生长，本次试验目的是分析以精细化护理对
病患施护的意义，现做出如下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对象是 70 例早产儿，分组方式为系统抽样法，对照组：胎龄

最高为 31 周，胎龄最低为 29 周，胎龄平均在 30.64±0.89 周，有
20 例为男性，有 15 例为女性，其中 12 例为自然分娩、23 例为剖
宫产，出生体重最高为 1350g，最低为 1129g，平均体重 1237.56±
52.73g；观察组：胎龄及平均胎龄 29 周至 31 周（30.75±0.94 周），
男女数量各 22 例及 13 例，自然分娩及剖宫产各 14 例、21 例；出
生体重在 1134g 至 1358g，体重平均 1251.75±54.23g。对组间基础
资料展开分析后发现，P＞0.05，证实试验可对比，符合医学伦理学
要求。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合理调节好病房温湿度，做好脐部护理

工作，并及时为早产儿更换衣物等；观察组采用精细化护理，措施
为：（1）将室温调整至 24-26℃左右，待早产儿情绪处于平稳、安
静状态时，以双手对早产儿皮肤进行按摩及触摸，2 次/日，每次抚
触时间为 10min；（2）为早产儿播放一些轻柔、舒缓类音乐，每次
播放时间为 10min；强化与新生儿家属间沟通，特别是新生儿母亲，
需叮嘱其多加与早产儿进行交流，以此来增进母婴亲密度；（3）借
助不同形态及颜色物体来集中早产儿的注意力，利于提升其感知视
觉的能力；（4）在喂奶前将早产儿体位调整成平卧位，并引导早产

儿将大人手指抓住，予以弯曲运动，以此来协助早产儿尽早抬头；
借助消毒水对四周空气进行消毒，减少细菌滋生情况发生；合理调
节保温箱的温湿度，通常情况下设置为适中温度（又名中性温度，
是指在这一环境温度下机体耗氧、代谢率最低，蒸发散热量亦少，
而又能保持正常体温的最适环境温度。适中温度对新生儿的影响最
大，特别是早产儿及低出生体重儿），以此来提升早产儿的舒适度。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新生儿生长发育情况，对比指标：a.体重；b.身长；c.头

围； 
（2）母乳喂养情况，对比指标：a.首次母乳喂养时间；b.住院

期间总母乳喂养量；c.每日平均喝奶量。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的分析选以统计学软件（版本为 SPSS22.0），计数资

料采用百分数/%表示，以卡方值/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sx ± ）
表示，以 t 值检验，分析后显示组间和（或）组内数据值 P＜0.05，
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长发育 
表 1 中数据所示，观察组生长发育各项指标高于对照组，P＜

0.05。 
表 1 对比出院时早产儿生长发育情况（ sx ± ） 
组别 例数 体重/kg 身长/cm 头围/cm 

对照组 35 1.83±0.67 42.21±3.03 30.07±2.34 
观察组 35 2.34±0.70 47.15±3.64 32.18±3.07 

t 值 - 3.114 6.171 3.234 
P 值 - 0.003 0.000 0.002 
2.2 母乳喂养 
表 2 中数据所示，观察组母乳喂养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 

表 2 对比母乳喂养情况（ sx ± ） 
组别 例数 首次母乳喂养时间/h 住院期间总母乳喂养量/mL 每日平均喝奶量/mL 

对照组 35 85.31±6.78 7138.24±900.42 30.65±5.31 
观察组 35 66.54±8.28 9152.67±934.25 41.78±3.62 

t 值 - 10.376 9.185 10.246 
P 值 -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由于早产儿机体各个器官功能尚未完全成熟，再加上体重较

低，易增加其出现胃肠功能障碍、感染等并发症风险，提升新生儿
死亡率，故而尽早予以积极干预，对改善其预后起着重要作用[3]。
而早期积极以母乳方式喂养具备天然优势，既能够提升早产儿胃肠
道耐受性，同时还能促进其机体生长发育，然而在实际护理中发现，
早产儿母乳喂养率较低，这主要与缺乏护理管理有关[4]。精细化护
理自早产儿分娩后，严控母乳收集、储存及喂养等环节，并强化对
早产儿全身管道护理管理，通过强化环境管理，在早期增加母婴接
触等措施，可起到提升母乳喂养质量及促进早产儿生长发育的作用
[5]。本次试验当中，经比对常规护理及精细化护理在早产儿护理管
理中的护理效果差异，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早产儿体重、身
长及头围指标发育情况更优，且首次母乳喂养时间、住院期间总母
乳喂养量及每日平均喝奶量较优，证实以精细化护理施护，利于提
升母乳喂养率，确保早产儿每日摄入充足热量及营养物质，利于其

生长发育。 
综上所述，将精细化护理应用于早产儿护理中，所得到的护理

效果较为理想，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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