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3）2021，9 ·临床护理· 

·57· 

初乳口腔涂抹在预防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应用效果 
韦月秀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目的：实验主要分析观察对于早产儿进行初乳口腔涂抹，观察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情况。方法：将在本院接
收的早产儿进行分析共有 60 例符合本次研究标准，诊疗时间在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期间，随机分为对照组（n=30）
及观察组（n=30）。对照组早产儿实施生理盐水口腔护理，观察组早产儿则实施初乳口腔涂抹策略，对比两组早产儿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的发生情况和方案的满意度。结果：和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有了明显减少，且早产儿家属对于干
预方案的满意度更高，两组间数据比较后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对早产儿进行初乳口腔涂抹能够有效预防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且家属对于干预方案的满意度更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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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病率一直呈增长趋势，多

见于早产儿群体中，给早产儿的成长发育带来极大的影响。

早产儿在接收人工气道治疗时不能够吸入母乳，加之早产儿

口腔黏膜娇嫩，对呼吸机早产儿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具有重

要意义
[1]
。本次研究选取我院接收的早产儿进行分析共有 60

例符合本次研究标准，现将具体情况比较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在本院接收的早产儿进行分析共有 60 例符合本次研

究标准，诊疗时间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随机

将这 60 例早产儿分为对照组（n=30）及观察组（n=30）。从

性别上看，对照组中男女比例为 16:14，从年龄上看 1-31 天，

均值为（15.07±1.94）天；从性别上看，观察组中男女比例

为 15:15，从年龄上看 1-32 天，均值为（15.75±1.31）天。

本次实验在所有早产儿家属的同意，且均自愿的签订知情同

意书的情况下展开的。经过对两组早产儿的个人基础资料比

较后，无统计学差异存在（P＞0.05）。 

1.2 实验方法 

医院的护理人员给予对照组早产儿进行传统护理措施，

常规的口腔护理液。 

观察组患者则运用初乳口腔涂抹。（1）护理人员首先应

该全面评估早产儿的实际状况，并为其选择针对性的口腔护

理液。此外，每次在早产儿的口腔两颊涂抹母乳 0.2ml，在

操作过程中，护理人员手法应轻柔，每 4小时涂抹一次。（2）

护理人员在进行护理干预的时候应加强清洁手部卫生，在收

集母乳时可使用无菌棉签，收集完成之后可放入母乳的样品

中，防止母乳发生污染，在对新生儿擦拭母乳时，应戴上无

菌手套，保证整个过程在无菌状态下展开。 

1.3 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选择满意度

调查表对两组早产儿家属接受不同模式干预后的满意度进行

分析，指导家属填写并打分。评分不足 70 分可视为不满意，

71~85 分为基本满意，高于 85 分为非常满意
[2]
。 

1.4 统计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有实验数据资料均使用 SPSS 21.0 统计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用%表示，行χ2检验。差异明显，具备

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 

观察组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为6.67%（2/30），

对照组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为 20%（6/30），

（P<0.05）。 

2.2 两组 

观察组早产儿家属满意度更高，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见表 1。 

表 1两组间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30） 10（33.33） 13（43.33） 7（23.33） 23（76.67）

观察组（n=30） 14（46.67） 15（50） 1（3.33） 29（96.67）

X
2
    7.475 

P    ＜0.05 

3 讨论 

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疾

病，给早产儿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严重时会威胁到早产

儿的生命安全，因此需及时清理早产儿的咽部、口腔分泌物，

并结合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传统护理模式只是给予早产儿常规的口腔护理液，并没

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初乳口腔涂抹，是将母乳涂抹到早产

儿的口腔两颊，初乳中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和细胞因子，

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抗病毒等作用，通过口腔黏膜吸收

能够增加抵抗能力，减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
[3]
。与此

同时，护理人员在操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无菌操作，

避免母乳出现污染。由于新生儿口腔黏膜娇嫩，护理人员为

早产儿涂抹母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轻柔，避免发生损伤、

感染等现象。 

在本次研究中，和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早产儿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发生率有了明显的减少，且观察组早产儿家属对

于护理干预措施满意度更高，（P<0.05）。 

综上所述，运用初乳口腔涂抹护理策略，能够有效将减

少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家属更加认可护理措

施，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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