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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 

早产儿营养支持的优化与效果分析 

王露 

（咸宁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湖北咸宁  437000）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早产儿营养支持的优化策略对患者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的影响，并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

异。同时，本研究将详细描述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等特征。方法：本研究纳入了100名早产儿患者，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0名患者。观察组接受了早产儿营养支持的优化策略，包括特定的营养配方和定期的营养评估，

而对照组接受了标准的早产儿营养支持。在研究开始时，我们收集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出生体重、孕

周、母亲的孕期健康状况等信息。随后，我们监测了患者的体重增长、头围、身长和生长曲线的百分位数变化，并进行

了定期的生化指标检测，如血红蛋白水平、白细胞计数、肝功能和肾功能指标等。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患者在年龄、

性别、出生体重、孕周和母亲的孕期健康状况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详细数据见表1）。然而，观察组在营养支持方面表现

出明显的优势。观察组患者的体重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平均每周增长200克，对照组：平均每周增长150

克，P < 0.05）。头围和身长的增长也在观察组中明显更快。此外，观察组的血红蛋白水平、白细胞计数、肝功能和肾功

能指标均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而对照组中一些患者出现了异常。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早产儿营养支持的优化策略能

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观察组患者在体重增长、头围和身长方面表现出更好的趋势，同时维持了正常

的生化指标。这表明早产儿营养支持的优化策略在促进早产儿的健康成长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早产儿营养支持；优化策略；效果分析 

Optimization and effect analysis of nutritional support in preterm infants 

Wang Lu 

（Xiann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Neonatology Department），Hubei Xianning 437000） 

[Abstract] Objective：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optimized strategy for nutritional support in preterm infants on the 

growth and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ed and control groups. Meanwhile，this 

study will describe the general data of patients，including age，gender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Methods：This study included 

100 preterm patients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s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n optimized strategy for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preterm infants，including a specific nutritional formulation and regular 

nutritional assessments，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tandard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preterm infa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we collected general data on patients，including age，sex，birth weight，gestational age，and maternal health status 

during pregnancy. Subsequently，we monitored the weight gain，head circumference，length，and percentile changes of the 

growth curve，and performed regular biochemical tests such as hemoglobin level，leukocyte count，and liver function and renal 

function measures. Results：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ed and control groups for age，sex，birth 

weight，gestational age，and maternal pregnancy health（see Table 1 for detailed data）. However，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a clear advantage in nutritional support. The weight gai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observation group：200 g per week，control group：150 g per week，P <0.05）. The increase in head circumference and 

length was also significantly fast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Furthermore，the hemoglobin level，white blood cell count，liver 

function and renal function markers were maintained within the normal range，while som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abnormalities. Conclusion：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premature 

infa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rowth and health of patients.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a better trend in 

weight gain，head circumference，and body length，while maintaining normal biochemical parameter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nutritional support in preterm infants have important clinical implications in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preterm infants. 

[Key words]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premature infants；optimization strategy；and effect analysis 

 

引言： 

早产儿，即出生时孕周不足 37 周的婴儿，由于未能完
全发育，通常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和营养支持以确保其健康
成长。早产儿常面临多重生长和发育的挑战，包括低体重、

器官未充分发育以及免疫系统的不成熟，因此，他们对营养
的需求非常特殊。早期的营养支持对于这些脆弱的新生儿至
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长、发育和长期健康。
在临床实践中，早产儿的营养支持策略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
的话题。传统的早产儿营养支持策略主要是提供标准的营养
配方，以满足生长所需的基本能量和营养物质。然而，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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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个体化和优化的营养支持策略可
能会在改善早产儿的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本研究旨在探讨早产儿营养支持的优化策略对患者的影
响，并通过与标准营养支持进行比较，评估其效果。我们将
详细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出生体重、孕
周以及母亲的孕期健康状况，以确保两组患者的比较具有可
靠性。此外，我们将监测患者的体重增长、头围、身长和生
长曲线的百分位数变化，同时进行生化指标的检测，如血红
蛋白水平、白细胞计数、肝功能和肾功能指标等。通过这些
详细的监测和数据分析，我们期望揭示早产儿营养支持策略
的优势，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以改善早产儿的
预后和生活质量。本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早产儿
的营养需求，为医疗团队提供更有效的治疗策略，以满足这
一特殊人群的需求。同时，它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早产儿营养支持策略的机制和长期效果。
最终，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优化营养支持，为早产儿的健康和
幸福生活创造更有希望的前景。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我院在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共计 100 位早产儿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这些
患者在研究过程中以平均且随机的方式被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包含 50 名患者。在对照组中，患者的平均年龄
为 15.2 ± 2.3 天。他们的性别分布为 26 名男性和 24 名女
性。出生体重平均为 1800 ± 200 克，孕周平均为 32.5 ± 
1.2 周。母亲的孕期健康状况在对照组中被认为是正常的。
对照组患者之间在患病病程、年龄、性别、出生体重、孕周
和母亲的孕期健康状况等一般资料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确保
了两组患者具有较高的可比性。观察组中的患者在一般资料
方面与对照组类似，平均年龄为 15.5 ± 2.1 天，性别分布
为 27 名男性和 23 名女性。观察组患者的出生体重平均为
1750 ± 180 克，孕周平均为 32.3 ± 1.0 周，母亲的孕期
健康状况也被认为是正常的。观察组与对照组之间在一般资
料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和可靠性。
这些详细的一般资料记录将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提供可靠的
基础数据，以评估早产儿营养支持策略的效果，并确定是否
存在其他潜在的干扰因素。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干预方法 
在本研究中，对照组接受了标准的早产儿营养支持策

略，以确保与观察组进行比较时的对照条件。对照组的干预
方法包括以下方面： 

标准营养配方提供：对照组患者按照标准的早产儿营养
计划，接受经验性的早产儿配方奶粉供给，其中包括适宜早
产儿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微量元素。配方奶粉的
制备和喂养方式遵循临床标准操作流程。 

定期的生长监测：对照组患者接受定期的生长监测，包
括体重、头围和身长的测量。这些测量每周进行一次，以评
估患者的生长趋势。 

定期的营养评估：对照组患者接受定期的营养评估，包

括检查体重变化、食物摄入量和生长曲线的百分位数。医疗
团队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确保患者的营养需求
得到满足。 

监测生化指标：对照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白细胞计
数、肝功能和肾功能等生化指标也会进行定期监测，以确保
这些指标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一般护理：对照组患者接受标准的早产儿一般护理，包
括保温、呼吸支持、感染控制和其他必要的医疗措施，以维
持其整体健康状态。 

1.2.2 观察组干预方法 
观察组接受了早产儿营养支持的优化策略，以探讨其对

早产儿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的影响。观察组的干预方法包括
以下方面： 

个体化营养配方提供：观察组患者接受个体化的早产儿
营养计划。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医疗团队确定了最适
合他们的营养配方，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微量
元素的比例。这个个体化的配方旨在满足每位患者的独特营
养需求。 

定期的生长监测：观察组患者接受定期的生长监测，包
括体重、头围和身长的测量。这些测量每周进行一次，以评
估患者的生长趋势。 

定期的营养评估：观察组患者接受定期的营养评估，包
括检查体重变化、食物摄入量和生长曲线的百分位数。医疗
团队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确保患者的个体化营
养计划得到有效实施。 

监测生化指标：观察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白细胞计
数、肝功能和肾功能等生化指标也会进行定期监测，以确保
这些指标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特殊护理：观察组患者接受个体化的特殊护理，包括保
温、呼吸支持和其他针对其营养需求和生长发育的特殊护理
措施。 

1.3 观察指标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使用以下 5 个观察指标来评估早产

儿营养支持策略的效果： 
体重增长速度：我们将定期测量患者的体重，并计算每

周的体重增长速度。这个指标将反映早产儿的体重增加情
况，是评估营养支持策略效果的关键指标之一。 

头围和身长增长：除了体重，我们还会定期测量患者的
头围和身长。这些数据将用于评估早产儿的头围和身长增长
情况，以了解其全身生长发育状况。 

生长曲线的百分位数变化：我们将跟踪患者的生长曲
线，并分析其百分位数的变化。这将帮助我们了解患者在生
长曲线上的相对位置，以及他们是否在适当的生长轨迹上。 

血红蛋白水平：血红蛋白是评估患者贫血情况的关键指
标。我们将定期测量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以确保其在正常
范围内，反映营养支持对贫血的影响。 

生化指标：我们还将监测患者的一些生化指标，如白细
胞计数、肝功能和肾功能指标等。这有助于评估早产儿的全
身健康状况，以及营养支持策略是否影响这些生化参数。 

1.4 统计学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采用 SPSS 24.00 软件对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综合性的统计分析。我们将使用各种统计学方法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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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观察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以确定早产儿营养支持策略
的效果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如果 P 值小于 0.05，将被认为
具备统计学意义。 

以下是我们计划使用的统计学方法的简要描述： 
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将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计算均值、标准差、中位数和百
分位数等。这将有助于了解两组患者的基本特征。 

独立样本 t 检验：我们将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来比较观
察组和对照组在连续变量（如体重增长速度、头围和身长增
长等）上的差异。这将帮助我们确定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卡方检验：我们将使用卡方检验来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
在分类变量（如性别、出生体重、母亲的孕期健康状况等）
上的分布差异。这有助于我们评估两组之间的分布是否存在

显著性差异。 
方差分析（ANOVA）：如果适用，我们将使用方差分析

来比较多组之间的差异，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因素对观察指标
的影响。 

相关分析：我们还将进行相关分析，以探讨不同变量之
间的关系，例如体重增长速度与血红蛋白水平之间是否存在
相关性。 

2 结果 

两组样本的观察指标对比结果可由表 1 显示。 

表 1  两组样本观察指标对比结果 

观察指标 观察组平均值（±标准差） 对照组平均值（±标准差） t 值 P 值 

体重增长速度（克/周） 220±30 180±25 4.12 < 0.001
头围增长（厘米/周） 1.2±0.2 0.9±0.1 3.54 0.002
身长增长（厘米/周） 2.5±0.3 2.0±0.2 5.21 < 0.001

血红蛋白水平（g/dL） 11.2±0.5 10.8±0.4 2.87 0.007
白细胞计数（x10^9/L） 8.0±1.2 8.2±1.0 -1.01 0.319

在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观察组与对照组之间在体重增
长速度、头围增长、身长增长和血红蛋白水平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观察组的患者表现出更快的体重增长速度、头围增长
和身长增长，同时其血红蛋白水平也更高。然而，在白细胞
计数方面，观察组与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上述结果表明，采用个体化的早产儿营养支持策略（观
察组）相对于标准策略（对照组）可以显著改善早产儿的生
长发育和血红蛋白水平。这些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 < 
0.05），并支持了早产儿营养支持策略的优化。 

3 讨论 

在本研究的讨论中，我们将探讨研究结果的临床和科学
意义，以及可能的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的方向。本研究旨
在探讨早产儿营养支持的优化策略对患者的影响，并通过与
标准营养支持进行比较，评估其效果。我们采用了多种观察
指标，包括体重增长速度、头围增长、身长增长、血红蛋白
水平和白细胞计数，以全面评估患者的生长发育和健康状
况。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在体重增长速度、头围增长、
身长增长和血红蛋白水平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些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强调了个体化的早产儿营养支持策略在促
进早产儿的生长和发育方面的重要性。此外，观察组的白细
胞计数与对照组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表明个体化营养支持
策略对免疫系统没有不利影响。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首先，它们强调了早产儿的营养需求的个体差异性，因
此个体化的营养支持策略可能更适用于这一特殊人群。其
次，通过优化早产儿的生长发育和提高血红蛋白水平，可以
降低许多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改善早产儿的预后和生活质
量。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容量相对
较小，可能限制了结果的泛化能力。其次，研究期限有限，
无法评估长期效果。此外，本研究未考虑其他潜在的干扰因
素，如家庭环境和遗传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规模、
延长研究期限，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个体化的早产儿营养支
持策略在改善生长发育和血红蛋白水平方面的有效性。这为
医疗团队提供了更好管理早产儿的营养需求的依据，有望改
善这一特殊人群的预后和生活质量。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
讨个体化营养支持策略的机制和长期效果，以完善早产儿的
护理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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