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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抚触护理对新生儿母乳喂养率提升以及生理性黄疸率预防方面的作用进行分析。方法 选取我院2019年10

月-2021年10月期间接生的112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56例婴儿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56例婴儿接受早期

抚触支持，对比两组母乳喂养情况以及生理性黄疸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母乳喂养率更高，生理性黄疸发作率

更低，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出生第1-4天内排便次数多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患者胎便排

出时间及总胆红素指标均差于观察组，（P＜0.05）。结论 抚触支持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对母乳喂养以及生理性

黄疸干预都具有一定作用，该护理方式的应用能够有效提高母乳喂养率、降低生理性黄疸发作率，抚触支持值

得推广。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ole of touch nursing on the improvement of neonatal breastfeeding rate and the prevention of 

physiological jaundice rate. Methods 112 newborns delivered from October 2019 to Octo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56 inf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56 infa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arly touch support. The breastfeeding conditions and physiological jaundic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breastfeeding rate, lower attack rate of physiological jaundice,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more defecation in days 1-4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fetal 

discharge time and total bilirubin index were worse tha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ouch support in neonatal nursing has a certain role on breastfeeding and physiological jaundice interven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nurs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ate of breastfeeding, reduce the attack rate of 

physiological jaundice, and touch support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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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肝脏等器官以及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体内总

血清胆红素水平一般较高，因此经常会出现生理性或者是病

理性黄疸[1]。生理性黄疸虽然病情不严重，不过仍然有恶化

的可能，因此还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新生儿出现这种疾病。母

乳喂养对新生儿来说十分重要，母乳能够为新生儿提供必要

营养成分，从而促进婴儿健康成长，母乳喂养应该作为婴儿

喂养的第一选择[2]。有研究显示对婴儿展开抚触支持对婴儿

身心健康有益，为降低新生儿黄疸发作率，同时提高母乳喂

养率，本院对抚触支持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进行研究，研

究过程及结果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9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期间接生的 112

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 56 例婴儿接受常规护理，

观察组 56 例婴儿接受早期抚触支持。纳入标准：所有婴儿

均足月顺产，产妇不存在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等并

发症。排除标准：将早产儿、畸形儿、并发感染等患儿排除

在外。观察组婴儿出生时体质量 3.36±0.54kg，对照组患儿

出生时体质量 3.40±0.62kg。实验纳入条件如下：（1）新生

儿患者并未合并病理性黄疸。（2）新生儿患者各项指标均为

正常。（3）产妇临床资料齐全。实验剔除条件如下：（1）新

生儿具有先天性肛门发育异常等疾病。（2）新生儿为弃养儿。

（3）患者家属并不同意参与本次实验。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婴儿接受常规护理：胎儿娩出后护理人员对婴儿

生命体征展开密切观察，做好体温护理等基础护理工作，鼓

励产妇与婴儿尽早接触。 

1.2.2 观察组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对婴儿展开抚触支持。（1）成立抚

触支持小组，护士长对护理小组内成员展开抚触护理培训，

保证每名护理人员都具备相应的抚触专业技能。（2）抚触前

做好卫生工作，护理人员记得剪指甲、做好手部清洁，清洁

完毕后用没有刺激香味的润肤霜让手更柔软，有手藓疾病的

护理人员不参与抚触支持护理。（3）两手上下交错摩擦给手

心加热，按照从头到脚的顺序展开抚触护理。首先护理人员

用手掌轻轻拖住婴儿头部，然后两手的食指和拇指滑行按摩

婴儿的眉毛，接着抚触婴儿的脸颊两侧到耳根部，头部抚触

完成后再抚触婴儿的肩膀、手臂以及肋部，接着对婴儿展开

腹部按摩，双手交替着以顺时针的方式展开抚触。抚触支持

从婴儿娩出后即刻开始，每天抚触 20min，连续七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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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母婴沟通，护理人员抚触时可以寻求产妇帮助，让产

妇也参与到抚触护理中。 

1.3 指标观察 

对比两组母乳喂养情况以、生理性黄疸、出生第 1-4

天内排便次数、胎便排出时间及总胆红素指标。（1）母乳喂

养情况包括母乳喂养率指标计算以及母乳时间对比，其中母

乳喂养率指标通过统计母乳喂养人数进行计算，而母乳喂养

时间通过每日母乳喂养记录获取。（2）生理性黄疸通过患者

检查记录获取。（3）出生第 1-4 天内排便次数根据其日常排

便记录获取。（4）胎便排出时间及总胆红素指标分别通过排

便记录及检查记录获取。 

1.4 统计学分析 

以SPSS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均数±平方差表示计

量资料，组间比较使用t检验，率表示计数资料，x²检验组

间比较，存在明显差异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母乳喂养情况 
观察组母乳喂养时间更长，同时母乳喂养率更高。比较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母乳喂养情况（n,%） 

分组 例数 母乳喂养时间（月） 母乳喂养率 

对照组 56 5.29±1.16 48（85.71）

观察组 56 7.82±1.15 53（94.64）

X　/t  11.591 5.225 

P  0.000 0.022 

2.2 生理性黄疸干预情况 

对比发现观察组生理性黄疸病发率更低。比较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生理性黄疸病发率 

分组 例数 生理性黄疸发作率 

对照组 56 20（35.71） 

观察组 56 6（10.71） 

X　  9.818 

P  0.002 

2.3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出生第 1-4 天内排便次数变化

情况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出生第 1-4 天内排便次数多于对照

组，P<0.05，具体对比数据见表 3。 

表 3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出生第 1-4 天内排便次数变化情况（ ，次） 

分组 例数 第 1 天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观察组 56 4.32±1.25 4.58±1.37 4.62±1.44 4.95±1.49 

对照组 56 3.10±1.05 2.48±1.06 3.11±1.02 3.49±1.23 

t  5.592 9.072 6.403 5.654 

P  0.000 0.000 0.000 0.000 

2.4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胎便排出时间及总胆红素指标

变化情况 
护理后对照组患者胎便排出时间及总胆红素指标分别

为（9.26±1.45）小时、（82.44±10.65）μmol/L；观察组患

者胎便排出时间及总胆红素指标分别为（6.23±1.55）小时、

（53.11±7.68）μmol/L；经统计学计算分析后显示，对照

组患者胎便排出时间及总胆红素指标均差于观察组，t：

10.682、16.715，P<0.05。 

3 讨论 

黄疸是新生儿常见的一种疾病，该病和血清总胆红素浓

度有关，一般来讲，新生儿的肝脏器官以及免疫系统等发育

不全，肝脏代谢能力差，这使得新生儿肝脏无法及时对分泌

出来的血清总胆红素进行处理，因此会导致胆红素的堆积，

这时候婴儿体内的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就会升高，从而导致黄

疸的出现[3]。黄疸又分为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有研究

显示抚触支持可有效帮助患儿舒缓神经压力，从而促进黄疸

的消失并对黄疸的出现进行预防。 

新生儿抚触支持这一护理理念是从国外引入，临床之所

以不断提升对该护理理念的认识，主要得益于该护理方法对

新生儿护理最为安全与自然，且该护理技术在我国内不断发

展与完善，并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之中；且在诸多临床调查研

究中发现对新生儿开展抚触护理，一方面可改善母乳喂养

率，另一方面可促进新生儿生长发育、减轻新生儿黄疸情况、

增强机体免疫力、提高其社会适应力等；同时在本次实验研

究中也对相关指标进行调查研究，且结合统计计算数据信

息，进一步证明上述结论。抚触支持是一种通过抚摸与触碰

来促进新生儿生长发育的一种辅助护理方案，不仅对黄疸的

治疗与预防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促进母乳喂养率

的提升。本次研究中护理人员除了自己对婴儿展开抚触支

持，还引导产妇对婴儿展开抚触支持，产妇在对婴儿实施抚

触的过程中，能够与婴儿展开情感沟通，对母婴关系的拉近

创造有利条件，新生儿在母亲的抚摸下能够进一步加强皮肤

刺激，促进新生儿胰岛素、胃泌素等有利于新生儿生长发育

的激素。对产妇来说，多抚触婴儿可以增加产妇实施母乳喂

养的意愿，从而提高母乳喂养率。抚触支持还具有促进新生

儿脏器组织血流循环的作用，从而提高新生儿身体的代谢能

力，促使胎便以及血清总胆红素的排出，促使导致黄疸出现

的病因的消失，进而达到黄疸预防与促进消除的作用[4]。此

外，在连续检测新生儿患者排便情况的 1-4 天内，发现新生

儿患者观察组每天排便次数均多于对照组，且胎便排出时间

也短于对照组，进而有效证明采取抚触护理方式，可促进新

生儿患者代谢情况。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母乳喂养率显



The Primary Medical Forum 基层医学论坛  第 4 卷 第 9 期 2022 年 

 66 

著高于对照组，说明抚触支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让产妇更愿

意用母乳喂养胎儿。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新生儿生理性黄疸的

发作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与此同时，观察组患者胎便排出时

间及总胆红素指标均均优于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出生第 1-4

天内排便次数少于观察组。这又说明抚触支持的确能够在黄

疸干预中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抚触支持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对母乳喂养

以及生理性黄疸干预都具有一定作用，该护理方式的应用能

够有效提高母乳喂养率、降低生理性黄疸发作率，抚触支持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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