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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触护理在新生儿病理性黄疸患儿中癿应用效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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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分析抚触护理在新生儿病理性黄疸患儿中癿护理应用效用。斱法：本次课题研究对象为陑机选叏癿亍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来我陊救治癿病理性黄疸新生儿 22 例，幵采用陑机分配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呾参照组，每组新生儿 11 例，采
用抚触护理干预观察组新生儿，采用常觃护理干预参照组新生儿，对比观察组不参照组癿最织护理效果。结果：绉过护理干预
后，对比两组新生儿癿护理有效率、相兲临床指标，观察组新生儿均优亍参照组，两组数据存在差异，丏差异性明显（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讳：病理性黄疸新生儿应用抚触护理干预效果更佳，能够改善新生儿癿临床指标，丏安全性高、预后良好，
因此，值徉广泛癿应用不推广亍现代临床医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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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黄疸较于普通生理性黄疸不同，它一般发生在新
生儿出生后 24 小时内，且后果十分严重，极其容易引发严重
的并发症，例如胆红素脑病，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

[1]
。新

生儿发育不成熟，免疫机能低下，临床常以蓝光照射治疗的
方式对患儿采取治疗干预

[2]
。因此，亟需采取科学合理的护

理方式与手段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儿的临床症状。基于此，
本文对比和分析了病理性黄疸新生儿应用抚触护理干预与常
规护理干预的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课题研究对象为随机选取的于 2018年 1月-2019年
1 月来我院救治的病理性黄疸新生儿 22 例，在充分告知新生
儿监护人研究目的与具体情况的条件下与其签订知情同意书
获取使用相关数据，并采用随机分配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参
照组，每组新生儿 11 例，对比两组新生儿的最终护理干预效
果。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新生儿中男性新生儿 5 例，女性新
生儿 6 例，平均出生体重为（1368±294）g；常规组新生儿
中男性新生儿 6例，女性新生儿 5例，平均出生体重为为（1375

±286）g。对比两组新生儿的一般资料，数据之间无明显性
的差异且（P＞0.05），因此，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用作
对比。 

1.2 方法 

两组患儿在入院后均予以蓝光照射治疗，参照组行常规
护理干预：观察组新生儿在此基础上采用抚触护理干预：（1）
抚触护理。经专业培训后具备良好操作能力的护理人员运用
标准方法对患儿进行抚触护理，护理前严格遵循相关标准对
指甲、手部进行清洁处理，调整手温。在 24-26℃恒温室内
播放音乐，以轻柔的抚触标准抚触患儿头部、前额 、胸部、
下颚、下肢、腹部、背部、上肢以及臀部等部位，以 15-20min

的抚触时间最佳，一天 2 次。并密切关注患儿的生命体征变
化，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应立即停止抚触，上报医师处理。
（2）胆红素监测。定期记录分析患儿胆红素的变化，并根据
变化调整相应的治疗方式。（3）合理喂养，对患儿的病情状
态进行观察后予以科学合理的喂养，并观察患儿生理情况，
合理安排饮食。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新生儿的护理干预有效率，分为显效、有
效、无效，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具体的评定标准如下：
显效表现为新生儿的病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临床症状消失，
无并发症与副作用的发生；有效表现为新生儿的病情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临床症状有所改善，并发症与副作用的发生率
大幅降低；无效表现为新生儿的病情并未得到控制或发生恶
化，临床症状没有得到改善，发生并发症与副作用的概率高。
（2）观察两组新生儿的相关临床指标，包括：血清胆红素水
平、黄疸消退时间等。 

1.4 数据处理 

SPSS20.0 软件处理，计量资料 t 检验；计数资料 X
2
检验，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1）对比两组新生儿经护理干预后的总有效率，100.00%
为观察组新生儿的总护理干有效率，72.73%为参照组新生儿
的总护理有效率，两种护理干预方式均有着较高的护理有效
率，但观察组的护理有效率更高，体现出更佳的护理效果，
两组数据存在差异，且差异性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
意义。 

(2)临床指标:护理前两组血清胆红素水平对比无明显差
异，护理后观察组指数降低程度大于参照组。观察组黄疸消
退时间也少于参照组，因此体现出更佳的护理效果，两组数
据存在差异，且差异性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新生儿接受护理干预的临床相关指标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血清胆红素水平 

护理后 

血清胆红素水平 
黄疸消退时间（d） 

观察组 11 287.50±66.12 150.72±46.92 3.45±0.19 

参照组 11 284.85±62.45 155.38±33.58 5.98±0.21 

t - 11.2983 10.5905 93.6978 

P -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病因复杂、发病率高、预后差，若未
及时的进行救治，严重甚至会导致患儿死亡，因此，治疗期
间的有效护理措施能够改善患儿的临床症状与预后，提高患
儿的生存率

[2]
。新生儿抚触护理主要通过科学的抚触方式对

患儿皮肤进行抚摸，通过良性的皮肤刺激传导增强神经中枢
系统的功能，进而产生积极有效的生理效应

[3]
。良好的抚触

护理能够帮助患儿增强良性胃肠道激素的释放最，改善肠胃
功能，增加排便，进而降低胆红素的重吸收，提高治疗效果
[4]
。通过本文论述可知，对比两组新生儿的护理有效率、相

关临床指标，观察组新生儿均优于参照组，两组数据存在差
异，且差异性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综上所述，
病理性黄疸新生儿应用抚触护理干预效果优于常规护理干
预，能够有效改善患儿黄疸的情况，降低血清胆红素水平，
因此，值得临床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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