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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王文丽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生儿母婴同室  476000） 

摘要：目的：分析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经随机抽签方式对我院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
新生儿 68 例分为研究组和参照组，各组分别有 34 例。对参照组新生儿开展一般护理，对研究组新生儿开展全程优质护理，比较护理效果。结
果：比较研究组和参照组护理后的新生儿身体质量和睡眠质量，前者优于后者，P＜0.05。比较家属满意度，研究组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
结论：在新生儿护理中开展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可将新生儿护理质量显著提高，效果理想，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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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体质特殊且自身免疫力较低，开展护理工作会有较大的难

度。对于新生儿而言，作为家庭的未来仍是当前社会备受关注的重点。
为此，对新生儿开展护理工作时要确保科学有效[1]。本文将两种护理
模式进行比较，探究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在新生儿护理中的临床可行
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资料 
经随机抽签方式对我院近两年的 68 例新生儿展开研究，时间跨

度为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分别归为研究组（n=34）、参照
组（n=34）。研究组中，男、女患者各 20 例、14 例，最大胎龄 41 周，
最小胎龄 38 周，胎龄均值为（39.17±1.22）周。参照组中，男、女
患者各 18 例、16 例，最大胎龄 42 周，最小胎龄 37 周，胎龄均值为
（38.28±1.19）周。检验 2 组新生儿的年龄、性别等相关信息，无明
显差异性，P＞0.05。 

1.2 方法 
参照组新生儿实施一般护理，内容为：加强保暖、保湿，做好五

官护理，配合抗感染。研究组新生儿则开展全程优质护理，详情流程
为：（1）产妇产前护理。将分娩室内的温湿度控制在恒定范围，分别
在 20 至 24℃、58%至 60%。对产妇开展心理疏通，使其不良情绪得
以缓解。护理人员还需将分娩知识进行介绍，使其恢复信心的同时保
持良好心态。若产妇情绪相对焦躁，可通过播放音乐的方式让其放松。
（2）脐带护理。及时更换脐带绷带病做好结扎，防止出现感染。清
洁时需将脐带位置进行规避[2]。（3）检测胆红素。检测新生儿前胸和
额头，与胆红素水平相结合调整供水和喂奶次数，防止发生新生儿高
胆红素血症，补液需及时安排，并对其酸中毒予以纠正。（4）喂养护
理。喂养期间确保少食多餐，坚持母乳喂养，若奶量不足可配合配方
奶粉。（5）抚触护理。对新生儿进行每天一次的抚触按摩，时间约为
3 至 5 分钟，之后适当增加，改为 20 至 30 分钟。体位及时更换，让
新生儿产生自我安抚情绪[3]。（6）亲密关系的构建。护理人员需指导
父母基础护理操作，使与新生儿家属之间的交流加强，父母与新生儿
之间的情感也会明显递增。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的临床指标和家属满意度。前者包括：新生儿身体质量、

睡眠质量；后者包括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 
1.4 数据处理 
研究中涉及的数据输入软件 SPSS26.0 中，实施统计学处理，计

数资料以 X2 作为检验方式，表示形式以 n%呈现；计量资料以 t 作为
检验方式，表示形式以（均数±标准差）呈现，P＜0.05 表示数据差
异有统计学价值，存在可分析的价值。 

2 结果 
2.1 组间护理后的指标结果 
分别对新生儿开展全程优质护理、一般护理，比较后研究组身体

质量评分和睡眠质量评分均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2.2 组间护理后的家属满意度调查结果 
研究组新生儿开展全程优质护理，家属满意度可达 100%；参照

组新生儿开展一般护理，家属满意度可达 82.35%，比较后前者高于

后者，P＜0.05，见表 2。 
表 1 组间护理后的指标结果（分） 

分组（n） 身体质量 睡眠质量 
研究组（n=34） 88.6±7.6 89.5±4.4 
参照组（n=34） 82.2±10.3 78.6±6.3 

t 值 2.9153 8.2709 
P 值 0.0048 0.0000 

表 2 组间护理后的家属满意度调查结果（n,%） 
分组（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n=34） 

22（64.71） 12（35.29） 0（0.00） 100.00 

参照组
（n=34） 

18（52.94） 10（29.41） 6（17.65） 82.35 

X2 值    6.5806 
P 值    0.0103 
3 讨论 
新生儿全程优质护理主要由产妇产前护理、按摩抚触、脐带护理、

喂养护理和胆红素检测等诸多内容组成，涉及范围较广，在护理期间
可将多个环节充分体现。出生后较易出现的为新生儿喂养不耐受，不
仅会增加便秘发生几率，同时会将胎便初排时间延长。按摩抚触经皮
肤触觉和压力感受器可加快胃肠道蠕动速度，对新生儿排便起到促进
作用[4]。消化功能及吸收功能增强后可将新生儿进奶量明显增加，从
而对其体质量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另外，抚触护理可使新生儿不良情
绪明显缓解，使迷走神经的张力明显增加，并发症发生率得以下降。
脐带护理可使新生儿脐带感染几率减少，使新生儿代谢能力显著提
升。 

数据结果表示：研究组开展全程优质护理后，新生儿身体质量评
分和睡眠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参照组，家属满意度也明显更高，表示全
程优质护理不仅可将护理质量大幅度提高，同时效果理想。全程优质
护理属于新型护理方法，护理工作期间对专业性更为关注，使风险降
低的同时新生儿护理工作整体化水平得到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对新
生儿健康成长起到促进作用[5]。 

综上所得，在新生儿护理中开展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可将新生儿护
理质量显著提高，效果理想，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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