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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研究结果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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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早产儿出院后疾病状况比较
!

对照组早产儿出院后

的疾病发生情况明显低于研究组早产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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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新生儿出院后再入院及再就诊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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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早产儿出院
"

个月后生长发育情况比较
!

研究组新

生儿的体质量&身长&头围及神经行为测试!

/0/1

"分值等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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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每年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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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早产儿出生#有关研究资料显

示#我国早产儿的发生概率为
-$"*

#其中极低体质量早产儿

约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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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由于过早离开母体#其生长方式和营养

供给也不同于宫内发育模式#早产儿也极易发生发育迟缓等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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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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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体质量早产儿出生胎龄越

小#胎儿出生后早期出现不能耐受常规喂养及合并其他疾病的

情况也就越多$为改善早产儿远期预后#短期的医院护理已经

不能满足需求$居家护理是能够帮助照护者提高护理能力#改

善早产儿生长发育状况#这些对于极低体质量早产儿的生长发

育均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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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专业的护理人员实际对早产儿的休养环境#护

理方法给予指导#面对面地认知早产儿观察要点#帮助照护人

员正确实施母乳喂养#并纠正母亲不正确的育儿护理方式#及

时解答照护人员的困惑#提高照护人员的育儿技能$除此之

外#上门提供居家护理#对照护人员的育儿技能不足之处局域

指导#并且在后续的电话方式中或微信中进行反馈#对已经改

善的部分给予肯定的表扬#进而使得照护人员增加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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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极低体质量早产儿的疾病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且研究组早产儿的再就诊率和再入院率也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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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主要是因为居

家护理模式将照护者的不良护理行为进行指导#督促护理者将

新的护理方案应用到日常的护理工作中#进而促进照护者护理

行为的转变#进而降低了早产儿不良健康问题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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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导者教会早产儿照护者使用电子秤#每周为早产儿称量
"

次体

质量#依据早产儿的体质量增长情况及喂养状况给予个体化喂

养指导#且尊重早产儿父母的喂养方式$对早产儿的各项生长

发育指标给予监测#如果早产儿的体质量增长不满意#则对其

喂养方案进行一定的调整$为了减少早产儿吸奶时的体力消

耗#指导者建议选择天然的乳胶奶嘴喂哺早产儿#并在对早产

儿的随访和复诊时#依据早产儿的生长发育状况提供喂养方案

与指导$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极低质量早产儿的生长发

育状况明显优于对照组#猜测主要是因为居家护理能够有效促

进早产儿父母的护理行为#这样护理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在复诊

示范操作中得到解决#使得早产儿的父母逐渐将操作要点#提

高了家庭训练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干预质量#进而促进了极低

体量早产儿的生长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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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居家护理对于提高照护者照护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和可行性#能够明显提高极低体量早产儿出院后的生长发育

状况#建议医院和社区能够完善极低体量早产儿家庭护理#促

进早产儿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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