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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护理中鸟巢式护理模式的运用效果评价 
王春晓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生儿母婴同室  476000） 

摘要：目的：分析鸟巢式护理模式应用于新生儿护理中的临床有效性。方法：抽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新生儿作
为研究样本，分组方式为数字抽签法，分别为实验组（40 例，鸟巢式护理模式）与参照组（40 例，常规护理模式），比较分析两组新生儿的临
床观察指标（体质量增长、体温波动、睡眠时间、出暖箱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呼吸暂停、皮肤破损、喂养不耐受）。结果：实验组新生儿的
体质量增长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P<0.05）；实验组的体温波动、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差异显著（P<0.05）；实验组新生儿的出暖箱时
间短于参照组，差异显著（P<0.05）；实验组新生儿的睡眠时间长于参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在新生儿护理中应用鸟巢式护理模式
的临床有效性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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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是指胎儿从母体娩出后至 28 天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新生儿免疫力、抵抗力均比较弱，但这一阶段的养护对新生儿未来生
长发育非常关键，相对于成年人来说，新生儿出现各种疾病的风险更
大，一旦在新生儿护理中出现差错就可能引起新生儿死亡，极易引起
医疗纠纷。为此，针对新生儿的护理工作应该要予以积极有效的护理
措施加强新生儿护理干预，让新生儿能更好的适应外界环境，促使新
生儿正常生长发育[1]。本文主要分析鸟巢式护理模式应用于新生儿护
理中的有效性，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收治的新生儿当中抽取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经数字抽签法将其分为实验组（40 例）与参照组
（40 例）。实验组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新生儿日龄为 1~15 天，
平均日龄（8.46±2.04）天；出生时体质量为 2.6~3.8kg，平均体质量
（3.14±0.19）kg。参照组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新生儿日龄为 1~18
天，平均日龄（8.52±2.02）天；出生时体质量为 2.5~3.8kg，平均体
质量（3.16±0.15）kg。对比新生儿的一般资料，结果均显示为 P>0.05，
可进行对比研究。 

1.2 方法 
参照组新生儿应用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定时通风、根据新生儿实

际情况合理调整室内温度与相对湿度，密切观察新生儿体重变化，及
时为新生儿更换无菌蒸馏水等，做好新生儿皮肤护理工作。 

实验组新生儿应用鸟巢式护理模式，具体内容为：（1）制作鸟巢：
可以应用暖色系柔软毛毯或浴巾，将其折叠为一个椭圆形鸟巢，保证
鸟巢宽度与高度与新生儿之间的合适度，并将鸟巢进行清洁消毒后放
置在保温箱内；将新生儿置于鸟巢内，并采取侧卧位方式，将新生儿
臀部与背部紧贴布卷，通过轻声哼唱安抚新生儿，让新生儿能尽快适
应环境，同时也要根据新生儿的情况合理把控鸟巢松紧程度，避免引
起新生儿不适症状。（2）保温箱护理：医院可根据新生儿体质情况调
整保温箱的温度与光线，适当选取柔光，保护新生儿眼睛，也要保证
新生儿能得到充分休息，日常护理工作中尽量放低声音与动作，避免
新生儿受惊；做好保温箱清洁、消毒等护理工作，每天给新生儿皮肤
进行清洗，并使用爽身粉涂抹在褶皱处。（3）喂养护理：在喂养之前
护理人员要适当普及一些喂养知识，保证新生儿出生后就能得到充分
的营养，如母乳不足需要使用配方奶代替，在喂养之前要将乳头清洗
干净，喂养之后将新生儿口鼻分泌物清理干净，保证新生儿呼吸顺畅。 

1.3 研究指标 
对比两组新生儿临床观察指标（体质量增长、体温波动、睡眠时

间、出暖箱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呼吸暂停、皮肤破损、喂养不耐
受）。 

1.4 数据处理 
本次研究数据可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进行分析，临床观察

指标采用（ X ±S）表示，采用 t 检验；并发症发生率采用百分比（%）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分析后结果为 P<0.05 表明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新生儿的临床观察指标 
实验组新生儿的体质量增长高于参照组，P<0.05；实验组新生儿

的体温波动低于参照组，P<0.05；实验组新生儿睡眠时间长于残渣走，
P<0.05；实验组新生儿出暖箱时间短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表 1：两组新生儿临床指标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体质量增长

（g） 
体温波动

（℃） 
睡眠时间（h） 

出暖箱时间
（d） 

实验组 40 14.22±1.56 0.33±0.15 18.55±1.46 11.45±3.62 
参照组 40 7.54±1.29 0.89±0.35 12.82±2.63 22.49±7.45 

t  20.8707 9.3011 12.0475 8.4298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 比较新生儿的并发症发生率 
实验组新生儿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2：比较新生儿的并发症发生率（%） 

组别 例数 呼吸暂停 皮肤破损 喂养不耐受 发生率 
实验组 40 0（0） 1（2.50） 1（2.50） 2（5.00） 
参照组 40 2（5.00） 4（10.00） 5（12.50） 11（27.50） 

X²     7.4397 
P     0.0064 

3 讨论 
新生儿属于一个特殊群体，由于刚刚脱离母体来到新的环境当

中，新生儿机体免疫力、抵抗力等均较低，因此需要予以耐心、周到
的护理服务[2]。相对于常规护理来说，尽管根据新生儿情况提供恒温
环境有助于新生儿后续生长发育，但由于保温箱中环境与胞宫环境差
异比较大，新生儿在保温箱中会出现不适症状。鸟巢式护理模式是通
过模仿胞宫内环境，同时维持保温箱中的恒温环境，予以柔光照射，
提供良好的护理服务，能让新生儿感受到舒适环境，根据新生儿的反
应予以相应的护理干预，对改善新生儿各项功能有重要作用[3]。从结
果上看：实验组的体质量增长高于参照组，P<0.05；实验组的体温波
动、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P<0.05；实验组的出暖箱时间短于参
照组，P<0.05；实验组的睡眠时间长于参照组，P<0.05。 

综上所述，在新生儿护理中应用鸟巢式护理模式的有效性显著，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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