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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鸟巢式护理模式在早产儿护理中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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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研究多功能鸟巢护理配合应用亍早产儿护理不常觃护理方式癿差异,探讨多功能鸟巢护理模式癿临床价值以及意义。
方法:选叏二〇一九年一月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我陇收治癿早产儿八十人。患儿家长知晓实验迕行癿目癿呾方法，配合实验迕行。
将八十名早产儿患儿随机迕行数字编号，编号个位数为单数癿患儿分为常觃组，其中男性患儿有二十七人,女性患儿有十三人,

编号个位数为复数癿为观察组，二十六例为男性,十四例为女性,每组早产儿患儿各四十人。常觃组患儿采叏常觃癿护理方式，
观察组患儿采叏多功能鸟巢护理模式。选叏两组早产儿癿体重达标情况、住陇观察旪间、护理期间出现幵収症癿概率作为观察
癿指标。结果:观察组患儿平均住陇旪间（16.52±3.16）d，三十人体重达正常值，幵収症収生率 20%。常觃组患儿平均住陇
旪间（29±5.16）d，三十九人体重达正常值，幵収症収生率 10%,两组实验数据差异较明显（P<0.05）。结记:将多功能鸟巢
护理模式运用到早产儿癿护理中，效果明显,能够增加患儿生长収育癿速度，减少住陇观察癿旪间，避克因早产导致癿种种幵収
症出现，为早产儿病患癿治疗提供保障，值得推广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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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出生时胎龄小于三十七周便可成为早产儿，与足月
胎儿相比较，早产儿的体重未达到正常标准，患儿的器官功
能差，抵抗力极低，容易诱发各种并发症，如吸入性肺炎、
窒息等，未经及时治疗意造成严重后果，威胁患儿的健康。
治疗早产儿的医学技术虽然在不断发展中，但传统的护理方
式已经不能满足早产儿病患的需求，怎样做好早产儿的护理
成为了医护人员的重要任务。多功能鸟巢护理模式是一种区
别于传统护理的护理方式，可广泛应用于早产儿的护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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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功能鸟巢护理模式运用到早产
儿护理中也逐渐被医护人员和患儿家长认同。为了研究多功
能鸟巢护理模式在早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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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
儿做了护理对照实验，结果显示多功能鸟巢护理模式对于治
疗早产儿的临床意义，现将实验过程和结论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患儿的一般资料 
八十名早产儿于二〇一九年一月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收

治入院，胎龄均小于三十七周,患儿家长均知晓本次实验的内
容和目的，同意参与实验的研究过程。常规组的患儿四十例,
其中男性患儿有二十七人,女性患儿有十三人,平均胎龄为
(34.12±0.45)周。观察组二十六例为男性,十四例为女性,平均
胎龄为(34.95±1.46)周。两组患儿的年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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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儿的一般资料统计表 

项目 常规组 观察组 
例数（n） 40 40 
年龄（周） (34.12±0.45) （34.95±1.46) 
男：女 27：13 26：14 

1.2 方法 
常规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方式，选取柔软、消毒后的毛

巾卷成长条状，将小毛巾折叠垫于患儿肩部，使患儿的颈部
略微后仰。观察组早产儿采取鸟巢护理模式，用物包括太空
棉、隐形拉链、绒布以及魔术贴。在鸟巢头部以及身体填充
太空棉并固定形状，头部为“回”形。在鸟巢的上下肢体部位安
装五厘米的魔术口，在鸟巢的背面安装好隐形拉链。用头部
的魔术扣固定患儿的管道，如胃肠减压管道、静脉置管等，
妥善固定引流管道的位置。给予两组患儿基础生活护理，供
给早产儿足够的营养支持，缺乏自主进食能力的患儿给予肠
内营养支持，严密监测患儿的生命体征，观察其心率、血压
的变化，出现异常状况及时处理。 

1.3 观察指标 

(1)住院时间、体重达标情况 

(2)并发症发生情况，喂养不耐受、窒息、皮肤破溃或呼
吸暂停，对比分析两组差异。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结果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用 t、x2

检验。 
2 结果 
2.1 患儿的住院时间及体重指标 
观察组患儿平均住院时间（16.52±3.16）d，三十人体重

达正常值。常规组患儿平均住院时间（29±5.16）d，三十九
人体重达正常值。见表 2。 

表 2 住院时间统计表 

2.2 并发症发生情况 
常规组患儿三人皮肤破溃，三人发生呼吸暂停，两人出

现喂养不耐受，两人窒息，发生率 25%。观察组患儿一人皮
肤破溃血，一人发生呼吸暂停，无患儿窒息，两人喂养不耐
受，发生率 10%。两组数据具有统计学差异，见表 3。 

表 3 并发症发生情况统计表 

3 结论 
早产儿体温调节中枢发育不完善，难以提供良好的自主

体温调节能力，需要在保温箱中保暖，多功能鸟巢可以围绕
患儿，减少空气对流，维持环境空气的稳定，减少热量散失，
使早产儿处于恒温环境中，有效保障早产儿的安全。同时鸟
巢的按摩、抚摸作用对患儿的视、听、触以及运动神经造成
刺激，增加大脑的信息输送量，促进神经系统的发展，保证
早产儿智力的正常发育。 

为了研究多功能鸟巢护理模式运用在早产儿中的临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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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治的八十名早产儿采用多功能鸟巢护理模式，得出以下结
论：多功能鸟巢护理能够改善患儿生长发育，减少治疗时间，
避免早产儿护理期间并发症的出现，为早产儿的治疗提供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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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常规组 观察组 t 值 P 值 

例数（n） 41 41   

住院时间（d） 29.28±5.16 16.52±3.16 6.121 <0.05 

体重达标（n） 30 39 5.910 <0.05 

组别 常规组 观察组 t 值 P 值 
例数（n） 40 40   
皮肤破溃（n） 3 1 4.821 <0.05 
呼吸暂停（n） 3 1 4.869 <0.05 
喂养不耐受（n） 2 2 5.162 <0.05 
窒息（n） 2 0 6.351 <0.05 
发生率（%） 25 10 4.564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