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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早期护理干预对新生儿黄疸的护理效果。方法：选取2023年10月-2024年10月82

例新生儿黄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每组41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包括病情监测、药物治

疗等,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受早期护理干预,收集两组新生儿的黄疸消退时间、住院治疗时间及

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研究组新生儿的黄疸消退时间和住院治疗

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早期护理干预在新生儿黄

疸护理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能够改善新生儿的健康状况,提高护理质量和家属满意度,早期护理干预

值得在新生儿黄疸护理中推广应用,为新生儿黄疸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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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neonatal jaundice. Methods: 

Selected 82 patients with neonatal jaundice from October 2023 to 2024,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1 cases in each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including condition monitoring, drug treatment, etc.,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early care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care, collected the neonatal jaundice regression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family care satisfaction score, 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time of 

jaundice and hospitaliza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family satisfaction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effect in neonatal jaundice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health status of 

newbor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worth 

promoting application in neonatal jaundice nursing, to provide better nursing services for patients with 

neonatal jaun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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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是一种常见的新生儿疾病,主要表现为皮肤和巩膜

发黄,通常由胆红素代谢异常引起,尽管大多数新生儿黄疸属于生

理性黄疸,可以在数天内自行消退,但如果不及时干预,部分新生儿

可能会发展为病理性黄疸,严重时可能会引发核黄疸,造成不可逆

的神经系统损伤[1]。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和护理理念的发展,早期

护理干预在新生儿黄疸护理中的应用逐渐受到重视,传统的常规护

理主要包括病情监测和药物治疗,早期护理干预在此基础上,通过

一系列个性化的护理措施,从多个方面促进新生儿黄疸的消退和康

复,这种综合护理模式不仅有助于缩短新生儿黄疸的病程,减少住

院时间,还能提高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参

与度[2]。本研究评估早期护理干预在新生儿黄疸护理中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10月-2024年10月82例新生儿黄疸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每组41例,对照组男性23例,女性18例,

日龄范围1-7天,平均(3.5±1.2)天,病程时间1-3天,平均(1.8

±0.6)天。研究组男性22例,女性19例,日龄范围1-6天,平均

(3.4±1.1)天,病程时间1-3天,平均(1.7±0.5)天。两组新生儿

在性别、日龄、平均日龄、病程时间及平均病程等方面无显著

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符合新生儿黄疸的诊断标准,血清胆红素水平升

高,无其他严重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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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先天性胆道闭锁、溶血性疾病、遗传代谢性疾

病等。 

1.2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定时测量新生儿的体温、心

率、呼吸频率和血压,确保这些指标维持在正常范围内,密切观

察新生儿的皮肤颜色、巩膜黄染程度以及尿液颜色等,作为评估

黄疸进展的重要指标。根据医生的医嘱接受药物治疗,促进胆红

素的排泄和代谢,护理人员需严格按照药物说明书和医嘱执行

给药操作,确保药物剂量准确、给药时间合理,在给药过程中,

应密切观察新生儿的反应,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停药并报告医生,

向家长解释药物的作用、用法及可能的副作用,增强家长对治疗

的信心和理解。新生儿黄疸期间,合理的营养与喂养对于促进黄

疸消退、增强免疫力至关重要,护理人员需根据新生儿的体重、

胎龄及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的喂养计划,对于母乳喂养的新生

儿,鼓励母亲保持充足的乳汁分泌,对于需要人工喂养的新生儿,

应选择适宜的配方奶,按照说明书正确配制[3]。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受早期护理干预：游泳干预

作为早期护理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新生儿的新陈代

谢、增强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在进行游

泳干预前,护理人员需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确保游泳环境的清

洁与安全,使用专业的游泳池,定期对游泳池进行清洁消毒,为

新生儿准备合适的游泳圈,确保其大小适中,不会对新生儿的颈

部造成压迫,调节水温至适宜范围,避免过冷或过热对新生儿造

成刺激。在游泳过程中,护理人员需全程陪伴在新生儿身边,确

保其安全,游泳时间一般控制在10-15分钟,避免时间过长导致

新生儿疲劳,在游泳过程中,护理人员可轻轻按摩新生儿的四肢

和身体,促进血液循环和肌肉放松,注意观察新生儿的反应,如

有无哭闹、呼吸急促等异常表现,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停止游泳

并采取相应措施。游泳结束后,护理人员需迅速将新生儿从游泳

池中抱出,使用柔软的毛巾轻轻擦干身体,避免着凉,检查新生

儿的脐部是否干燥,如有潮湿或渗液,需立即使用碘伏消毒并更

换干净的尿布,观察新生儿是否有其他不适症状,如皮肤发红、皮

疹等,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报告医生并处理。 

抚触干预是一种通过触摸新生儿的皮肤,刺激其感官发育、

促进情感交流、增强免疫力的护理方法,在进行抚触干预时,护

理人员需掌握正确的抚触技巧。首先,选择安静、舒适的环境进

行抚触,避免外界噪音和干扰,使用温暖、柔软的双手对新生儿

进行轻柔的按摩和抚摸,力度适中,避免对新生儿造成不适,抚

触的部位包括头部、面部、胸部、腹部、四肢和背部等,每个部

位抚触的时间一般控制在1-2分钟。抚触干预的频率和时机对于

其效果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每天进行1-2次抚触干预,每次

持续10-15分钟,可达到较好的效果,在进行抚触干预时,需避开

新生儿进食、排便和睡眠等时间段,以免干扰其正常生活规律,

根据新生儿的反应和接受程度,适当调整抚触的频率和时长。抚

触干预后,护理人员需密切观察新生儿的反应,是否有哭闹、烦

躁等不适感,记录新生儿的皮肤颜色、温度、弹性等变化以及睡

眠、食欲等生活习惯的改变,通过这些观察和记录,可以评估抚

触干预的效果,为后续护理提供参考。 

母乳喂养对于促进新生儿黄疸的消退、增强免疫力具有重

要作用,在喂养干预中,护理人员需加强对母亲的母乳喂养指导,

向母亲普及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和优势,鼓励其坚持母乳喂养,指

导母亲掌握正确的哺乳姿势和哺乳技巧,确保新生儿能够充分

吸吮到乳汁,观察新生儿的吸吮和吞咽情况,避免呛奶和窒息等

风险。对于无法进行母乳喂养或母乳不足的新生儿,需进行人工

喂养管理,护理人员需选择合适的配方奶和奶瓶,确保奶液的温

度和浓度适宜,在喂养过程中,需控制喂养速度和喂养量,避免

新生儿过快或过饱导致消化不良,注意观察新生儿的排便情况,

如出现便秘或腹泻等症状,需及时调整喂养方案。喂养结束后,

护理人员需将新生儿竖直抱起,轻轻拍打其背部,帮助其排出胃

内空气,避免溢奶和打嗝等不适感,保持新生儿头部稍微抬高,

避免呕吐物误入气管导致窒息,定期清洗和消毒奶瓶、奶嘴等喂

养用具,确保卫生安全。 

光照干预是一种通过适当的光照刺激,促进新生儿体内胆

红素的排泄和代谢的护理方法,在进行光照干预时,需控制光照

的时间和强度,一般来说,每天进行1-2次光照干预,每次持续

15-30分钟,光照强度以新生儿能够舒适接受为宜,避免直射新

生儿的眼睛和生殖器部位,以免对其造成损伤。光照干预后,护

理人员需密切观察新生儿的反应,是否有哭闹、烦躁、皮疹等不

适感,记录新生儿的黄疸消退情况、皮肤颜色变化以及排便情况

等,通过这些观察和记录,可以评估光照干预的效果,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光照方案[4]。 

1.3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记录两组新生儿黄疸消退时间和住院治疗时间。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新生儿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评价,包括护理人员的态度、专业技能、沟通能力等,采用评分

制1-10分,分数越高表示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越高[5]。 

1.4统计学计算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t

检验、卡方检验等,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新生儿的黄疸消退时间和住院治疗时间明显短于对

照组,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两组各项观察指标对比[x±s] 

组别 例数 黄疸消退时间(天) 住院治疗时间(天) 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分)

研究组 41 5.2 ± 1.3 6.1 ± 1.5 9.2 ± 0.8

对照组 41 7.8 ± 2.1 9.3 ± 2.4 7.6 ± 1.2

t 3.360 2.750 2.920

P ＜0.05 ＜0.05 ＜0.05

 

3 讨论 

新生儿黄疸是一种常见的新生儿疾病,主要表现为皮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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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白发黄,主要原因是新生儿体内胆红素代谢不完全,由此导致

胆红素在血液中积聚,从而引起黄疸症状,大多数新生儿黄疸属

于生理性黄疸,一般在出生后的几天内自然消退,不需要特别治

疗,少数新生儿可能会发展为病理性黄疸,这种情况下需要及时

干预和治疗,避免进一步的健康问题。本研究结果显示,早期护

理干预组的新生儿黄疸消退时间和住院治疗时间显著短于对照

组,同时家属的护理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早

期护理干预在新生儿黄疸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护理

干预通过个性化的护理措施,不仅有效促进了黄疸的消退,还

缩短了住院时间,对于新生儿来说,住院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减

少了住院期间感染等并发症的风险,有助于新生儿更快地恢复

健康[6]。 

综上所述,早期护理干预在新生儿黄疸的护理中具有显著

的应用效果,能够改善新生儿的健康状况,提高护理质量和家属

满意度,建议在临床实践中广泛推广早期护理干预,为新生儿黄

疸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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