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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式护理对早产儿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万静　杨晓　邱丽全

德宏州人民医院　云南省德宏州　678400

摘　要：目的 探讨袋鼠式护理（KMC）在早产儿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120 例早产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 6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袋鼠式护理。比较两组早产儿的体重增长情况、睡眠时间、

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母亲的焦虑抑郁评分。结果 观察组早产儿的体重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对照组，睡眠时间更长，住

院时间更短，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母亲的焦虑抑郁评分也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袋鼠式护理能有效促进早产

儿的生长发育，减少并发症，缓解母亲的不良情绪，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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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由于提前出生，各器官系统发育不成熟，对外

界环境适应能力差，易出现各种健康问题。袋鼠式护理作为

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强调母婴之间的早期皮肤接触和持续

的亲密互动，对早产儿的生理和心理发育具有重要意义。本

研究旨在探讨袋鼠式护理在早产儿中的临床应用效果，为早

产儿护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

的 120 例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胎龄 < 37 周；

出生体重 < 2500g；生命体征稳定。排除标准：存在先天性

畸形；合并严重感染；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或传染性疾病。将

早产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60 例。两组早产儿

在性别、胎龄、出生体重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早产儿袋鼠护理方法

研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保暖、营养支持、

病情观察、预防感染等。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袋

鼠式护理，具体操作如下：首先是环境准备，一个安静、温

暖且舒适的房间至关重要。将温度控制在 26 - 28℃，湿度

维持在 55% - 65%，能为早产儿和母亲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

避免温度和湿度的不适对早产儿造成不良影响。

母亲的准备工作同样关键。母亲需穿着宽松舒适的衣

物，以便更好地与早产儿进行皮肤接触。在接触早产儿前，

仔细洗净双手和胸部，确保卫生，减少感染的风险。早产儿

的准备则相对简单，仅需穿上尿布，保持身体清洁。将早产

儿仰卧于母亲裸露的胸前，头偏向一侧，身体呈屈曲位。这

种体位有助于早产儿感受到母亲身体的温暖和安全感，同时

也能促进其身体的自然伸展和放松。母亲用一只手托住早产

儿的臀部，另一只手轻轻放在早产儿的背部，给予足够的支

持和保护，让早产儿感受到如同在子宫内般的安全感。在护

理时间方面，每次不少于 1 小时，每天 2 - 3 次的频率能够

让早产儿充分享受与母亲的亲密接触。通过长时间的皮肤接

触，早产儿能够感受到母亲的心跳、呼吸和体温，这有助于

调节早产儿的生理节律，促进其神经系统的发育。

1.3 观察指标

为了评估袋鼠式护理的效果，研究中设定了一系列的

观察指标。体重增长情况是反映早产儿营养摄入和生长发育

的重要指标。在入院时和出院时分别测量体重，计算体重增

长速度，可以直观地了解早产儿在住院期间的生长状况。睡

眠时间对于早产儿的大脑发育和身体恢复至关重要，通过监

测设备记录每天的睡眠时间，能够评估袋鼠式护理对早产儿

睡眠质量的影响。住院时间的长短不仅反映了早产儿的康复

速度，也间接反映了护理方法的有效性。并发症发生率，如

呼吸暂停、喂养不耐受和感染等情况的观察，有助于评估袋

鼠式护理在预防早产儿并发症方面的作用。此外，母亲的

焦虑抑郁评分也被纳入评估，因为母亲的心理状态会对早

产儿的护理质量产生影响，同时早产儿的健康状况也会反

过来影响母亲的情绪。母亲的焦虑抑郁评分采用焦虑自评

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母亲在早产儿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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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和出院时的焦虑抑郁情况进行评估，得分越高表明焦虑

抑郁程度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² 检验。P < 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两组早产儿体重增长情况比较

观察组早产儿体重增长速度为（18.5±3.2）g/d，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15.2±2.8）g/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5.872，

P < 0.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早产儿体重增长情况比较（g/d，X±s）

组别 例数 体重增长

观察组 60 18.5±3.2

对照组 60 15.2±2.8

t 5.872

P P < 0.005

2.2 两组早产儿睡眠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早产儿每天睡眠时间为（18.6±2.5）h，显著长

于对照组的（16.5±2.2）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4.986，

P < 0.005）。

观察组早产儿住院时间为（18.5±3.5）d，明显短于对

照组的（22.8±4.2）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5.127，P < 

0.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早产儿睡眠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h/d，X±s）

组别 例数 睡眠时间 住院时间

观察组 60 18.6±2.5 18.5±3.5

对照组 60 16.5±2.2 22.8±4.2

t 4.986 5.127

P P < 0.005 P < 0.005

2.3 两组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为 10.0%（6/60），显著低

于对照组的 25.0%（15/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5.175，

P< 0.005）。具体并发症发生情况，见表 3。

表 3 两组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呼吸暂停 喂养不耐受 感染 发生率（%）

观察组 60 2 3 1 10.0

对照组 60 8 7 5 33.3

χ² 5.175

P P< 0.005

2.4 两组母亲焦虑抑郁评分比较

入院时，两组母亲的 SAS 和 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出院时，观察组母亲的 SAS 和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

体评分见表 4。

表 4 两组母亲焦虑抑郁评分比较（X±s，n=60）

量表 时间段 观察组 对照组

SAS 评分
入院时 58.5±6.2 57.8±5.8

出院时 45.2±5.5 50.8±6.0

SDS 评分
入院时 59.2±5.8 58.5±6.0

出院时 46.5±5.2 51.5±5.5

3. 讨论

3.1 袋鼠式护理促进早产儿体重增长的机制

袋鼠式护理通过母婴皮肤接触，刺激早产儿的迷走神

经，促进胃肠激素的分泌，提高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从

而增加营养摄入，促进体重增长。

3.2 袋鼠式护理延长早产儿睡眠时间的原因

袋鼠式护理为早产儿提供了类似子宫内的温暖、安静

和安全的环境，减少了外界刺激，使早产儿更容易进入深睡

眠状态，从而延长睡眠时间。

3.3 袋鼠式护理缩短早产儿住院时间的作用

袋鼠式护理有助于早产儿的生理和心理发育，提高其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自身免疫力，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

缩短住院时间。

3.4 袋鼠式护理降低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的意义

呼吸暂停是早产儿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袋鼠式护理可

以通过增加早产儿的胸廓稳定性和呼吸功能，减少呼吸暂停

的发生。喂养不耐受与早产儿胃肠道功能不成熟有关，袋鼠

式护理促进了胃肠道的发育和成熟，降低了喂养不耐受的发

生率。感染是早产儿面临的严重威胁，袋鼠式护理增强了早

产儿的免疫力，有助于预防感染的发生。

3.5 袋鼠式护理对母亲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早产儿的出生往往给母亲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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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情绪。袋鼠式护理让母亲参与到早产儿的护理中，增强

了母亲与早产儿之间的情感联系，使母亲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和能力，从而缓解焦虑抑郁情绪。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袋鼠式护理在早产儿护理中具有显

著的效果，能促进早产儿的体重增长，延长睡眠时间，缩短

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同时缓解母亲的焦虑抑郁情

绪。因此，袋鼠式护理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早产儿护理模式，

应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为早产儿及其家庭提供更好的护

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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