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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徊证护理在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护理中癿价值 

李盼盼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陊，江苏 盐城 224000 

 

摘要：目癿:为了给予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更有敁癿护理干预，将徊证护理落实到实际护理中，研究其临床意义。斱法:选叏盐
城市第三人民医陊二〇一九年一月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收治癿八十名缺氧缺血性脑病患者迚行研究，迚行护理对照实验，将新
生儿迚行数字编号，编号个位数为单数癿病患分为常觃组，编号个位数为复数癿为观察组，每组各有四十名患儿。常觃组常觃
护理，观察组徊证护理干预。结果:观察组癿护理敁果明显优亍常觃组。结论:徊证护理干预对提高疾病癿康复呾家属护理满意
度有积极癿影响，可以促迚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癿恢复，对临床诊治呾护理缺氧缺血性脑病有重要癿价值，值徉推广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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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缺血性脑病是新生儿的常见疾病，不及时诊治极易
导致新生儿的运动功能及神经功能受损，继而影响新生儿正
常的身体和智力发育

[1]
。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医学

技术虽然在不断发展中，但传统的护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
生儿的需求，怎样做好新生儿的护理成为了医护人员的重要
任务。循证护理不同于传统护理方式，在新生儿的护理中广
泛应用，在保障护理工作内容的规范程度以及提高护理质量
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临床价值

[2]
。将循证护理运用到新生

儿护理中也逐渐被医护人员和病患家属认同。为了研究循证
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临床效果，本次实验针对二〇一九年
一月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我院收治的八十名缺氧缺血性脑病
患者做了护理对照实验，结果显示循证护理对于护理新生儿
的临床意义，现将实验过程和结论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八十名新生儿于二〇一九年一月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收
治入院,临床诊断为缺氧缺血性脑病，病患家属均知晓本次实
验的内容和目的，同意参与实验的研究过程。常规组的病人
四十例,其中男性病患有二十七人,女性病患有十三人,平均
日龄二至九天。观察组二十六人为男性,十四人为女性,平均
日龄为二至十一天。两组病人的年龄、性别等基础的资料没
有较大的差异,可以进行实验。见表 1。 

表 1 患者的一般资料统计表 

项目 常规组 观察组 

例数（n） 40 40 

年龄（d） (2-9) （2-10) 

男：女 27：13 26：14 

1.2 方法 

给予常规组四十名新生儿病患常规基础护理，向家属介
绍缺氧缺血性脑病的相关知识，解释治疗的方法和目的，取
得家属配合，定期评估家属的心理健康，及时进行疏导和开
解，告诉新生儿家属通过有效的诊治可以改善患儿的症状，
鉴定新生儿家属治疗的信念，取得家属的配合。对于观察组
的四十名新生儿病患，实施循证护理模式。（一）组建循证干
预小组，组员均具备五年以上的护理经验。（二）循证支持。
根据新生儿现存的护理问题，结合新生儿自身疾病特点制定
方案。保持新生儿呼吸道的通畅，选择恰当的给氧方式，监
测血氧饱和度。由于疾病会对病患的运动功能和智力造成一
定的影响，在治疗中要注重患儿康复的护理，对新生儿进行
早期康复干预，促进其恢复，避免遗留问题。（三）循证实施。
将方案落实到护理中，详细记录护理效果。（四）循证完善。
每三日总结一次护理中的问题，合理调整护理方案，组织护
理人员动气培训，提高护理质量。 

1.3 评价指标 

统计治疗效果，记录新生儿并发症情况和家长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Excel录入，SPSS 22.0完成统计学分析，t检验，P<0.05，
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 

常规组十名病患治疗无效，十人治愈，二十人人显效，
治疗有效共三十人，占 75%。观察组有效三十六名，占 90%，
（P<0.05）,见表 2。 

表 2 治疗效果统计表 

2.2 并发症比较 

常规组共四十名患儿，并发症八例，发生率 20%。观察
组发生率 7.5%。见表 3。 

表 3 并发症统计表 

2.3 家长满意度 

常规组二十七名家长对护理工作满意，占 67.5%，观察
组三十九名家长满意，占 97.5%，（P<0.05），见表 4。 

表 4 家长满意度统计表 

3 结论 

小儿在新生儿期生长发育迅速，运动功能和智力均得到
显著的发展，缺氧缺血性脑病是由于在围生期窒息、心血管
以及肺部组织的病变等多种因素引起患儿出现脑部血流改变
导致新生儿缺氧。主要表现为患儿语言及听力方面的障碍、
癫痫、脑瘫等，是造成小儿在新生儿起死亡的重要因素。尽
管缺氧缺血性脑病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患儿初期得到有
效的诊治可能会使病情逆转，经过治疗可以较好的解决患儿
的疾病症状，但新生儿离开母亲造成的不安和苦恼严重影响
治疗进行，护理人员无法用言语与新生儿进行交流，只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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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常规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n） 40 40   

治愈（n） 10 26   

显效（n） 20 10   

无效（n） 10 4   

有效率[（n）%] （30）75 (36)90 8.564 <0.05 

组别 常规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n） 40 40   

呕吐（n） 1 1   

低血压（n） 2 0   

颅内高压（n） 1 0   

代谢性酸中毒（n） 1 0   

低血糖（n） 1 1   

肺部感染（n） 1 0   

惊厥（n） 1 1   

发生率（%） 20 7.5 8.165 <0.05 

项目 常规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n） 40 40   

很满意（n） 8 29   

较满意（n） 19 10   

不满意（n） 13 1   

满意度（%） 67.5 97.5 7.910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