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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延续护理模式在早产儿护理管理中癿应用研究 

杨 会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陊，江苏 盐城 224000 

 

摘要：目癿：研究在早产儿护理管理过程中应用集束-延续护理模式癿临床护理敁果。斱法：选择在 2017年 9月至 2019年 9

月在我陊出生癿早产儿迚行研究，通过对其迚行初步筛选，在研究中兯纳入 114 名早产儿患儿。在尊重患儿意愿癿基础上，
对患儿迚行随机抽样，将患儿分为实验组呾对照组，对照组应用临床中针对早产儿癿常觃护理，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应用集束-

延续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儿癿临床护理敁果。结果：实验组患儿癿临床护理敁果明显优亍对照组，实验组患儿癿体重明显高
亍对照组，实验组患儿在护理过程中丌良事件収生率明显低亍对照组，相兰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临床中应用集束-

连续癿护理模式，能够有敁癿对早产儿护理迚行管理，促迚早产儿癿身体収育，陈低早产儿护理过程中癿丌良事件収生率，值
徉在临床护理巟作中推广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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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孩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高龄产妇数量不断增多，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早产儿的数量也逐渐增多。早产
儿全身系统发育尚不完善，早产儿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早产儿的护理管理工作越来越受到相关专家学者
的重视，传统的护理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早产儿的临床管
理要求，在护理工作中缺乏核心护理措施以及循证依据，不
利于早产儿护理的，持续健康发展，循证护理模式更加注重
患儿的长远发展，早产儿经过护理治疗达到出院标准后，并
不意味着护理工作的结束，而是新的护理管理工作的开始。
集束-护理管理工作是临床中较为常用的一种护理模式，笔者
通过将其应用到早产儿的护理过程中，有效提高了早产儿的
临床护理效果，相关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在 2017年 9月至 2019年 9月在我院出生的早产儿
患儿进行研究，通过初步筛选，共有 114 名早产儿纳入对照
实验中，在尊重患儿意愿的基础上，对患儿进行随机抽样，
将患儿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患儿 56名，在对照组患儿
中，男性患儿有 27 例，女性患儿有 29 例，患儿的最轻体重
为 802 克，患儿的最重体重为 2452 克，患儿的平均体重为
1811 克，对照组患儿应用常规护理模式。在实验组患儿中，
男性患儿有 30例，女性患儿有 26例，患儿的最轻体重为 841

克，患儿的最重体重为 2209克，患儿的平均体重为 1837克，
实验组患儿在对照组患儿的基础上应用集束-延续护理模式。 

1.2 护理方法 

早产儿在我院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对照组早产儿严格按
照相关标准对其进行护理干预，实验组患儿在此基础上进行
集束护理干预，早产儿治疗完成出院后，对照组常规随访，
实验组患儿进行延续性护理。具体护理方法如下： 

1.2.1 集束护理干预 

在早产儿住院期间，对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护理，加强
对患儿的保温，按时对患儿进行常规普通喂养，加强在护理
工作中对患儿的观察。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对患儿进行
基础护理干预，首先由科室骨干护理人员成立技术护理小组，
组织小组成员接受循证医学培训，对早产儿的临床护理要点
以及生长发育进行学习，根据早产儿的特点确定护理干预措
施，其次，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对实验组患儿在住院期间的生
长发育进行长期追踪，针对在护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制定
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主要措施如下： 

（1）加强对患儿家属的健康宣教。帮助一线护理工作人
员及其患儿家属掌握早产儿的日常呼吸以及体温变化等情况。 

（2）加强对患儿家属的喂养指导。加强健康教育，教会
早产儿母亲正确的哺乳姿势，吮吸能力较强的话，还可以通
过口腔进行喂养，吮吸能力较差的患儿，可以通过鼻胃管对
患儿进行喂养。 

（3）鸟巢式护理。转向内为早产儿制造鸟巢似的温暖环
境，提高早产儿的安全感以及舒适感，保持合适的温湿度。 

（4）加强抚触护理。大胆的病情出现好转后，可由专业
护理工作人员对早产儿每天进行皮肤按摩和抚触，在付出过
程中要注意力度适宜，动作轻柔。 

1.2.2 延续护理 

在患儿入院后对患儿进行健康教育，一线护理工作人员
向患儿及其家属介绍患儿的具体情况以及相应的健康知识，
对患儿的日常生活进行指导，在出院后加强对患儿的出院教
育，护理工作人员向患儿发放科普知识宣传手册，并在此基
础上向患儿及其家属介绍注意事项。 

2 结果 

实验组早产儿的平均住院天数为 20.38 天，对照组的长
为 25.24 天，实验组早产儿住院天数降低。实验组患儿的出
院平均体重为 2538克，在同期接受同样时间的治疗对照组患
儿的平均体重为 2142克，现在患儿的发育程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患儿，相关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通过上述研究表明，在临床中应用集束-延续护理模式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能够有效缩短患儿的平均住院时间，降低
住院期间的并发症发生几率，更好的促进早产儿的生长发育。
集束-延续护理模式贯穿于整个儿科护理过程，通过将专业的
护理方法和健康模式传输到每个家庭中，能够有效解决早产
儿在居家护理中出现的问题，这一护理模式得到了专家学者
的一致好评，受到了家长的欢迎，在临床中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不断提高。因此，在早产儿的护理工作中应用集束-延续护
理模式具有较强的临床意义。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临床中应用集束-延续护理模式能够有效提
高当前早产儿的护理工作的管理质量，通过采取这一措施早
产儿的生长发育状况良好，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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