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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袋鼠式护理对新生儿神经发育、体格发育、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纳入

我院 2024年 11月—2025年 4 月分娩的新生儿 40 例，参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20）
和观察组（n=20）。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袋鼠式护理，统计两组护理效果进行对

比。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新生儿身高、体重等增长更好，夜间觉醒时间及次数更少，白天及

夜间睡眠时间更长，神经发育更佳，母乳喂养率更高，均与对照组形成明显的数据差异（P<0.05）。
结论：袋鼠式护理通过使新生儿与母亲皮肤亲密接触，在增强皮肤感觉灵敏性的同时促进神经

行为发育，能减轻或减少外界对新生儿的影响，促进新生儿各生理指标稳定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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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Kangaroo Care on Neonatal Neurological Development, Physical Development,

and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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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kangaroo care on the neurological development, physical
development, and sleep quality of newborns. Method: Forty newborns delivered in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24 to April 2025 were includ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20)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n=20)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kangaroo style care.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 After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better growth in
height, weight, etc., less nighttime awakening time and frequency, longer daytime and nighttime sleep
time, better neur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higher breastfeeding rate, all of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Kangaroo style nursing can enhance skin
sensitivity and promote neurobehavioral development by bringing newborns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their mother's skin. It can reduce or minimize the impact of external factors on newborns and promote
stabl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in newborns.
[Keywords] Kangaroo style care; newborn; Physical development; sleep quality

1 前言

随着科技进步、人们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及医疗水平提高，

越来越多的护理方式也被应用于临床中[1-2]。在此背景下，对

新生儿护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临床也愈加关注新生儿护理

质量[3]。新生儿出生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因为环境

的改变，会导致其出现机体应激，营养吸收及生长发育受到

影响，致使生长发育缓慢。在早期进行环境刺激新生儿智力

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依据新生儿的具体情况，给予有效

的干预措施十分重要。既往常规护理已不适用，对此需重视

护理的优化或引入新型护理模式。

袋鼠式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通过模仿有袋动物照

顾幼儿的模式，能够将母亲身体作为保温箱，有效维持新生

儿体温，减轻外界刺激，帮助新生儿逐渐适应外界环境。新

生儿早期接受皮肤接触、复苏等保健干预，能够改善其健康

水平。袋鼠式护理即将新生儿置于母亲胸前，长时间进行皮

肤亲密接触，可增强新生儿的安全感，有利于促进其生长发

育。袋鼠式护理结合新生儿的身心特点，展开一系列护理干

预，可最大化满足新生儿的实际需求，改善母婴关系。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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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的 40例新生儿均出自 2024.11—2025.4，其中，对

照组 20例，男女例数分别为 12例、8例，胎龄为 33—41周，

平均胎龄为（38.01±0.36）周，剖宫产与自然分娩各 9例、

11例。观察组 20例，男女例数分别为 13例、7例，胎龄为

33—40周，平均年龄为（37.21±0.48）周，剖宫产与自然分

娩各位 10例。两组新生儿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足月、单胎新生儿；新生儿 1min 的 Apgar

评分为 8-10分；日龄＜28d；资料齐全、家属知情且接受研

究方法；本次研究符合伦理委会员要求。

排除标准：早产儿；家族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儿；脏器发

育不全儿；中途退出的新生儿。

2.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分娩后检查新生儿生命体征，清

理新生儿呼吸道，断脐，洗去血迹，做好皮肤、脐带保温，

口腔护理，指导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等。

观察组采取袋鼠式护理：提前向新生儿父母介绍袋鼠式

护理内容、优势，指导操作方法，说明相关注意事项，解答

新生儿父母的疑惑，让其意识到袋鼠式护理的重要性。为新

生儿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保持温度和湿度适宜，为

早产儿母亲准备柔软宽松的衣服，让新生儿感觉舒畅。在新

生儿沐浴护理时以流动水洗手，为新生儿修剪指甲，然后用

柔软舒适的浴巾包裹住婴儿的身体，浴巾与婴儿身体保持 3

—5厘米为宜。嘱咐母亲提前进食、如厕，穿着透气、宽松

衣物，保持舒适卧位，再抬高床头 40°—60°。指导母亲敞

开上衣，脱去新生儿衣物，将新生儿以“青蛙状”俯卧在母

亲的胸前皮肤上[4]。将新生儿头放于母亲两乳房之间，轻轻

抬起下颌或是转向一侧，之后利用毛毯将其固定在母亲胸前，

让母亲皮肤和婴儿皮肤充分接触[5-6]。母亲一只手托住婴儿臀

部，另外一只手轻轻抚摸婴儿的背部和头部，从上到下反复

抚摸，抚摸过程中母亲可以和婴儿进行语言沟通、眼神交流。

期间护理人员全程指导、监护，引导母亲观察新生儿面色、

呼吸，若是新生儿有吸吮、觅食动作，嘱咐母亲及时母乳喂

养[7-8]。首次袋鼠式护理可保持 30min左右，之后适当延长至

1—2h，每日 2次。此外，可邀请母亲及其他家属加入“袋

鼠妈妈微信群”，安排护理人员在线实时解答新生儿照护疑

问，督促母亲执行袋鼠式护理，以确保母亲及其他家属掌握

袋鼠式护理方法。

2.3 观察指标

（1）采用新生儿神经行为（NBNA）测定量表，包括新

生儿主动、一般反应、原始反应、被动肌张力与行为能力，

分值越高提示新生儿的神经行为越好。

（2）两组新生儿体格发育日龄 3d、30d时测量头围、

体重、身高，测量时新生儿全身赤裸，使用软尺、婴儿电子

称重仪进行体重。

（3）新生儿出生后观察其睡眠状况，记录日龄 30d 的

夜间觉醒时间及次数、白天及夜间睡眠时间。

（4）母乳喂养采用 BAT评价喂养时机、喂养姿势等，

总分 12分，分数在 8分以上表明喂养成功。

2.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 23.0分析数据，体格发育、睡眠质量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行 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行 x2检验，P<0.05提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新生儿 NBNA评分

观察组新生儿 NBNA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明显，存在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分析两组新生儿的 NBNA评分（x±s，分）

组别
行为能力 被动肌张力 主动肌张力 原始反射 一般反应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

组

10.65±

0.45

11.30±

0.14

6.75±

0.52

10.75±

0.46

6.41±

0.92

6.77±

0.15

4.19±

0.31

4.30±

0.14

5.36±

0.31

5.95±

0.05

实验

组

10.62±

0.51

11.85±

0.40

6.81±

0.46

12.85±

0.42

6.38±

0.55

7.58±

0.15

4.12±

0.44

5.85±

0.40

5.27±

0.33

6.22±

0.05

t 0.415 12.315 0.361 19.201 0.792 22.832 0.548 20.917 0.628 30.157

p 0.081 0.001 0.154 0.001 0.364 0.001 0.054 0.001 0.058 0.001

3.2 两组新生儿体格发育

护理后，观察组新生儿头围、体重、身高增长明显，与

对照组存在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体格发育（x±s）

组

别

例

数

身高（cm） 体重（kg） 头围（cm）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

照

组

2
0

49.21±
4.43

53.29±
3.20

3.32±
0.46

3.93±
0.55

32.99±
2.42

34.84±
2.25

观

察

组

2
0

49.15±
4.85

55.85±
3.36

3.27±
0.42

4.26±
0.60

33.37±
2.68

36.09±
2.47

t - 0.722 2.679 0.469 2.969 0.065 3.925

P -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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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两组新生儿睡眠质量

观察组新生儿夜间觉醒时间及次数更少，白天及夜间睡

眠时间更长，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3。

表 3 睡眠质量（x±s）
组

别

例

数

夜间觉醒

时间（min）
夜间觉醒

次数（次）

白天睡眠

时间（h）
夜间睡眠时

间（h）
对

照

组

20 4.22±0.80 3.42±0.40 8.99±1.26 10.11±1.08

观

察

组

20 2.90±0.55 2.38±0.25 9.67±1.36 12.75±1.24

t - 9.839 16.256 2.623 12.106

P - 0.001 0.001 0.001 0.001

3.4 两组母乳喂养情况

观察组 BAT得分与首次母乳喂养成功率均高于对照组，

组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 4 母乳喂养情况

组别 例数 BAT得分（分）
首次母乳喂养成功

率（%）

对照组 20 7.42±1.50 29（72.50）

观察组 20 9.28±1.35 38（95.00）

t - 4.939 4.858

P - 0.001 0.001

4 讨论

新生儿身体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因环境、医护操作

刺激等降低睡眠质量、喂养质量。皮肤是最为灵敏的机体感

觉器官，刺激新生儿皮肤可迅速向大脑反馈，对神经系统发

育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促进新生儿智力水平发育[10-11]。儿

童智力发育受到遗传因素影响，也与后天环境因素影响密切

关系，外界环境丰富刺激可促进新生儿大脑突触形成，促进

脑功能发育[12-13]。因此，给予新生儿温暖良性刺激，不会损

伤皮肤表层，可对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造成良

性刺激，促进新生儿多个系统功能发育，促进神经功能逐渐

完善。往常对新生儿采用常规护理，由于措施简单，难以满

足新生儿身心护理需求，导致护理效果差强人意。袋鼠式护

理能够帮助新生儿听到母亲的呼吸和心跳，母亲说话时，新

生儿会伴随着母亲的呼吸节奏摇晃，让新生儿感受到与母亲

子宫内一样的安全感，还可以调节新生儿的呼吸节奏。而母

亲的抚摸经由皮肤刺激，对新生儿的神经发育起到间接刺激

作用，帮助新生儿拥有较长时间的安静睡眠，睡眠则有助于

新生儿生长激素分泌，可稳定心跳、呼吸及血氧浓度。同时，

肌肤的接触能减少体热及水分散失，在能量保存和体重增加

上均有益处[14]。袋鼠式护理既增加了亲子互动，让新生儿感

到安全，减少新生儿躁动、哭泣，也能促进新生儿神经系统、

智力发育，提升母乳哺喂机率及成功率，增加父母的自信度。

袋鼠式护理，需要母婴最大面积、长时间的皮肤接触，

皮肤作为人体最大的感受器官，袋鼠式护理可以充分利用人

体最大的感受器官，适宜的刺激皮肤上分布最为广泛的不同

感器官，将触觉刺激传入到大脑当中。而且皮肤感受器亦可

以将视觉、听觉、位置觉、平衡觉等信息传入到中枢神经系

统当中，兴奋中枢感受点，刺激神经细胞形成和其触觉间的

联系，逐渐的促进神经系统的发展和智力情况。

本次研究表明，袋鼠式护理对新生儿有较好效果。干预

后，观察组体格发育高于对照组（P<0.05），夜间觉醒时间

及次数更少，白天及夜间睡眠时间更长（P<0.05）。分析原

因为：胎儿娩出后 1个月是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袋鼠式护

理通过让母婴进行长时间、最大面积皮肤接触，能够刺激新

生儿皮肤上不同感受器，降低神经紧张性，加速神经递质分

泌，有效调节甲状腺素、胰岛素等水平，促进脂肪、蛋白质

合成，增加儿茶酚胺表达，故能改善新生儿头围、体重、身

高。同时，袋鼠式护理时能够让新生儿充分休息，还能减少

自主活动，降低热量消耗，增加体重[15]。另外，新生儿期是

新生儿建立昼夜节律、睡眠模式的重要阶段，若是能够让新

生儿保持深度睡眠，有助于减少热量消耗，保存体温，加速

神经系统突触形成及大脑发育，若是存在睡眠问题，极易影

响生长激素分泌，干扰正常生长发育进程；通过向新生儿提

供袋鼠式护理，既能营造安全、舒适、温馨环境，也能让新

生儿听到母亲心跳，促使其尽快进入深度睡眠状况，有助于

维持睡眠系统平衡，其次，袋鼠式护理通过引导母亲抚摸新

生儿、亲吻新生儿，能够安抚新生儿情绪，缩短哭闹时间，

提高睡眠状况。袋鼠式护理，有利于新生儿对母亲的气味、

温度更为熟悉，提升其安全感，同时母亲轻抚和语言可以让

新生儿感到更为轻松和愉悦，有效的提升新生儿的睡眠质量。

袋鼠式护理，为新生提供良好的接触环境，增加了新生儿与

母亲的独处时间，稳定其情绪状态，提高新生儿舒适度的同

时，增加肢体活动，提高了新生儿的舒适度，促进睡眠质量

得到提升。

本次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纳入的样本量相对较少，未

对新生儿提供长期跟踪，所有新生儿均为我院，未来需要进

一步扩大样本量，通过多中心进行研究，提供长期跟踪管理，

以判断该种护理的效果。

综上所述，对新生儿实施袋鼠式护理可以有效促进早产

儿的神经发育，有利于新生儿快速生长发育，还能改善新生

儿的睡眠质量，满足了新生儿的护理需求，改善了患儿的临

床症状，提升其舒适度，所以，袋鼠式护理值得的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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