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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早期抚触对早产低出生体质量儿神经心理发育的影响研究

石翠萍!庞红艳!罗
!

斌!蒋清秀!罗
!

琴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人民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早期抚触对低出生体质量早产儿神经心理发育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新

生儿儿科收治的低出生体质量早产儿
'6&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将患儿分为观察组"

"?%$%

%及对照组"

"?%$%

%&对照组患儿给予

常规性对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早期抚触干预措施!干预时间为
%&

个月!比较
&

组患儿干预前及干预
'

'

*

个月后体

质量'身长'头围'增长情况&同时应用婴幼儿智能发育量表及
]DEDII

婴幼儿发育诊断量表对
&

组患儿智能发育及神经心理发育

进行评价&结果
!

观察组干预
'

'

*

个月后体质量'头围'身长增长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观察组干预

'

'

*

'

$

'

%&

个月后智力发育指数及运动发育指数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观察组干预
'

'

*

'

$

'

%&

个月

后适应性'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社会行为评分及神经行为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结论
!

早期

抚触能有效促进低出生体质量早产儿生长发育'智能发育及神经心理发育!有利于改善患儿远期生命质量&

关键词"早期抚触$

!

低出生体质量$

!

早产儿$

!

神经心理发育$

!

智能发育

!"#

!

$%&'()(

"

*

&+,,-&$)./0(122&/%$.&%.&%1T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

!!

低出生体质量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不足
'9

周#体质量

小于
&"))

>

的活产新生儿)

%

*

+随着产科技术及新生儿科技术

的发展#极低体质量儿成活率不断提高#但由于该类患儿出生

时月龄不足#患儿先天发育条件不成熟#患儿肌张力低下#神经

功反射功能差#因此患儿远期智力发育及体格发育较差#是智

力障碍的的高危人群)

&

*

+研究表明#尽早对出生体质量早产儿

行神经系统干预不仅可促进患儿体格发育(智能发育及神经心

理发育#还可以改善患儿远期预后#提高患儿生命质量)

'

*

+抚

触是指采取一定的手法技巧#对患儿表面皮肤进行科学化(规

则化的按摩及抚触#从而起到调整各肺腑及大脑皮质功能(改

善患儿生长发育的作用)

#

*

+本研究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低出生体质量早产儿应用早期抚触干预#患儿在体格(

智能及神经心理等方面均得到改善+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新生儿

儿科收治的低出生体质量早产儿
'6&

例+纳入标准!$

%

&符合

1诸福棠实用儿科学$第
6

版&2相关诊断)

"

*

%$

&

&出生时胎龄
%

'9

周#体质量
%

&"))

>

%$

'

&出生时无窒息史%$

#

&患儿家属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出生时重度缺氧缺血性脑病%

$

&

&原发性呼吸暂停%$

'

&早发性黄疸%$

#

&先天性发育异常+根

据随机数字表将患儿分为观察组$

"?%$%

&及对照组$

"?%$%

&+

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胎龄
&6

"

'"

周#平均$

''(%`&(#

&

周%出生体质量
%"")

"

&%")

>

#平均$

%$6"̀ %&"

&

>

%阿氏评分

6

"

%)

分#平均$

6(6$̀ )(96

&分+对照组男
$6

例#女
$'

例%胎

龄
&6

"

'"

周#平均$

''("̀ &(%

&周%出生体质量
%"""

"

&%6)

>

#平均$

%$$)̀ %&&

&

>

%阿氏评分
6

"

%)

分#平均$

6(9$̀ )(9&

&

分+

&

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具有可

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出生
&#J

后行微量喂养#并保持患儿体温

恒定#密切留意患儿病情变化#积极预防感染#对于合并呼吸暂

停或黄疸患者则行对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早期

抚触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

!

抚触干预方法
!

抚触前选择安静(温暖(整洁的房间#

室内温度保持
&9

"

')_

#湿度保持
")A

"

*)A

+抚触时可边

播放柔和(舒缓的音乐#让患儿处于安静(愉悦的状态+每次抚

触时间为
&)7<=

#每天
&

次+抚触通常安排在沐浴
'

"

#J

后#

患儿处于清醒状态下进行+患儿住院期间由抚触师进行抚触#

每次
%"

"

&)7<=

#每天
&

次+患儿出院后由儿保门诊护士按原

来抚触方法进行操作#干预时间为
%&

个月+

$(/(/

!

抚触干预内容
!

抚触顺序为先俯卧后仰卧+$

%

&操作

前对手部进行消毒#涂抹润滑油#用亲切目光及语言与患儿交

流+$

&

&俯卧位!婴儿取俯卧位#抚触师手掌沿脊椎两侧从下至

上轻柔#再慢慢滑至背部下方#先顺时针轻柔
%"

次#再逆时针

%"

次+$

'

&仰卧位!依次为头部(胸腹部及四肢+采用两手拇

指指腹从前额滑推至太阳穴#先顺时针按揉
%"

次#再逆时针按

揉
%"

次+拇指从太阳穴滑至两耳后按摩耳穴#手掌轻柔头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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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颈部+两手从胸前方向胸下方交叉推进#然后从左下腹

推至右下腹#先顺时针
%"

次#再逆时针
%"

次+接着双手交替

从患儿上臂(前臂(手掌(大腿(小腿(足部按揉#当抚触至合谷

穴(手掌心(足涌前穴(足三里穴时#先顺时针按揉
%"

次#再逆

时针按揉
%"

次+$

#

&脊背捏提!抚触师按摩及揉捻患儿背部及

颈部肌肉组织
&

"

'7<=

#应用大拇指指腹按压背部肌肉
"

"

%)

7<=

+$

"

&脾经和肾经的按摩!应用双手拇指指腹按压大肠俞

穴(肾俞(脾经等穴位#按压时间为
&

"

#7<=

#重复操作
%

次+

$('

!

观察指标
!

$

%

&由研究组成员记录
&

组患儿干预前及干

预
'

(

*

个月后体质量(头围(身长增长情况+$

&

&智能发育!分

别于患儿干预前(干预
'

(

*

(

$

(

%&

个月后由研究组成员应用婴

幼儿智能发育量表$

.@..

&进行评价)

*

*

#量表包括智力发育指

数$

Y@̂

&及运动发育指数$

,@̂

&+$

'

&神经心理发育!分别于患

儿干预前(干预
'

(

*

(

$

(

%&

个月后由研究组成员应用1

]DEDII

婴

儿发育诊断量表2对
&

组患儿神经心理发育进行评价)

9

*

#包括

适应性(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社会行为+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

量资料采用
P 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以
L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儿干预前及干预
'

(

*

个月后体格发育情况
!

观察

组干预
'

(

*

个月后体质量(头围(身长增长显著大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儿干预前及干预
'

%

*

个月时体格发育情况#

P B̀

$

组别
"

时间 体质量增长$

a

>

& 头围增长$

N7

& 身长增长$

N7

&

对照组
%$%

干预前
%(*6̀ &()& #()$̀ )(#& "(&&̀ %()$

干预
'

个月
'($6̀ %()&

"

"(*'̀ )(96

"

6(96̀ )(66

"

干预
*

个月
"(&&̀ %(#6

"

*("9̀ %(%%

"

%#(%#̀ %()&

"

观察组
%$%

干预前
%(*'̀ %(&9 #()#̀ )(&9 "(&"̀ %(*&

干预
'

个月
"($"̀ %(&6

"&

*($&̀ )(*$

"&

%&(6*̀ )(9"

"&

干预
*

个月
9()&̀ %(66

"&#

6('*̀ %("&

"&#

%6($6̀ &(%&

"&#

!!

注!与干预前比较#

"

L

%

)()"

%与对照组干预
'

个月比较#

&

L

%

)()"

%与对照组干预
*

个月比较#

#

L

%

)()"

+

表
&

!!

&

组患儿干预前%后神经心理发育情况#

P B̀

'分$

组别
"

时间 适应性 大运动 精细运动 语言 社会行为

对照组
%$%

干预前
9"(&'̀ #(&" 9#(%$̀ %(6$ 9"('"̀ '(&) 9"('$̀ &('& 9"(&'̀ #(&"

干预
'

个月
96('"̀ '("&

"

9$(&%̀ &(*$

"

96(%*̀ &($6

"

9$("*̀ &()#

"

96('"̀ '("&

"

干预
*

个月
6%(*%̀ #(%9

"

6&('%̀ "(*9

"

6'('&̀ '(&*

"

6#('&̀ '(&%

"

6%(*%̀ #(%9

"

干预
$

个月
69('"̀ "(%'

"

69(&%̀ '("#

"

69(&*̀ '("*

"

6$(&*̀ &(%$

"

69('"̀ "(%'

"

干预
%&

个月
66(&*̀ '(6$

"

$)(&6̀ #(&&

"

$%(#"̀ &()&

"

$&($*̀ '(6*

"

66(&*̀ '(6$

"

观察组
%$%

干预前
9"('#̀ '(&# 9#('$̀ &(6& 9"(&)̀ '(%" 9"(6&̀ '('* 9"('#̀ '(&#

干预
'

个月
6'(')̀ #(%&

"&

6)(6&̀ '(&*

"&

6%(6$̀ %()&

"&

6%(%)̀ &($6

"&

6'(')̀ #(%&

"&

干预
*

个月
$)(&#̀ "(*#

"&#

$%('&̀ *(&#

"&#

6*(69̀ *(&%

"&#

66('&̀ *(&%

"&#

$)(&#̀ "(*#

"&#

干预
$

个月
$*('&̀ "("%

"&#&

$"(&6̀ *("&

"&#&

$)(&$̀ "(*9

"&#&

$'(*&̀ "(')

"&#&

$*('&̀ "("%

"&#&

干预
%&

个月
$*(%&̀ &('#

"&#&

!

$"("&̀ '(6$

"&#&

!

$*(&)̀ #(6"

"&#&

!

$6($&̀ '("*

"&#&

!

$*(%&̀ &('#

"&#&

!

!!

注!与干预前比较#

"

L

%

)()"

%与对照组干预
'

个月比较#

&

L

%

)()"

%与对照组干预
*

个月比较#

#

L

%

)()"

%与对照组干预
$

个月比较#

&

L

%

)()"

%与对照组干预
%&

个月比较#

!

L

%

)()"

+

/(/

!

&

组患儿干预前(后神经心理发育情况
!

观察组干预
'

个月(

*

个月(

$

个月(

%&

个月后适应性(大运动(精细运动(语

言(社会行为总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儿干预前%后智能发育比较#

P B̀

'分$

组别
"

时间
Y@̂

评分
,@̂

评分

对照组
%$%

干预前
6"(&"̀ '(6" 6*(#"̀ #(&&

干预
'

个月
66(&'̀ &(96

"

66(&&̀ #()&

"

干预
*

个月
$)(&&̀ #()&

"

$)(%&̀ '(6$

"

干预
$

个月
$%(96̀ "('*

"

$%(96̀ #()&

"

续表
'

!!

&

组患儿干预前%后智能发育比较#

P̀ B

'分$

组别
"

时间
Y@̂

评分
,@̂

评分

干预
%&

个月
$&(&&̀ "(%%

"

$&()6̀ '(6"

"

观察组
%$%

干预前
6"(*'̀ #($* 6*($*̀ #()'

干预
'

个月
$%(#"̀ '()&

"&

6$('*̀ #(&'

"&

干预
*

个月
$#(96̀ #('*

"&#

$&()&̀ "()&

"&#

干预
$

个月
$*(&'̀ '(66

"&#&

$"(&&̀ '(6$

"&#&

干预
%&

个月
$9("&̀ #(6$

"&#&

!

$*(66̀ #(6"

"&#&

!

!!

注!与干预前比较#

"

L

%

)()"

%与对照组干预
'

个月比较#

&

L

%

)(

)"

%与对照组干预
*

个月比较#

#

L

%

)()"

%与对照组干预
$

个月比

较#

&

L

%

)()"

%与对照组干预
%&

个月比较#

!

L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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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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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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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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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组患儿干预前(后智能发育比较
!

观察组干预
'

个月(

*

个月(

$

个月(

%&

个月后
Y@̂

及
,@̂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

!

讨
!!

论

早产儿由于神经中枢系统发育不完善#会导致患儿智能及

神经心理发育低于足月儿+尽早治疗及干预对预防神经细胞

能量代谢障碍#减轻脑神经细胞损伤#预防神经细胞凋亡#促进

受损细胞再生及修复#避免神经后遗症发生有重要意义)

6/$

*

+

相关研究指出#婴幼儿在
&

岁内是脑部发育的关键时期#中枢

神经可塑性及代偿能力最好#在这关键时期尽早对神经系统进

行干预可有效恢复大脑功能#最大限度激发潜能)

%)

*

+

触觉是机体最原始的功能#皮肤是人体最大的感受器#通

过对机体皮肤进行按摩及抚触可刺激皮肤并能将感觉信息及

时传递给大脑中枢神经#从而促进神经系统发育)

%%/%&

*

+

YG=F<E

等)

%'

*研究指出#通过对早产儿进行抚触可刺激患儿机体释放

"/

羟色氨酸$

"/+B,

&+脑组织中
"/+B,

水平可影响大脑海马

受体结合活性#同时参与体温调节(睡眠觉醒调节(维持神经稳

定性及调节机体摄食活动+通过抚触可调节脑组织中
"/+B,

水平#有利于患儿神经功能发育及体格生长+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经抚触干预
'

个月后体质量(头围(身长增长显著大

于对照组#表明对早产儿进行抚触干预能有效促进患儿生长发

育+这可能由于有顺序的按压对肌肉进行反复刺激及松弛循

环训练#有助于缓解神经功能紧张引起的神经功能紊乱#可让

患儿全身心得到放松#对减慢心率及调节呼吸频率(降低全身

骨骼肌张力起到重要作用#有利于患儿生长发育)

%#/%"

*

+

本研究观察组患儿干预
'

个月(

*

个月(

$

个月(

%&

个月后

Y@̂

及
,@̂

评分(适应性(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社会行为

评分及神经行为总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抚触干预可促进

早产儿神经系统功能的发育+这可能由于抚触可减少或避免

早产儿部分迟发性神经细胞凋亡#促进受伤脑细胞再生或修

复#促进患儿神经心理行为发育)

%*

*

+此外#皮肤作为最大的感

受器官#对患儿进行抚触时可有助于舒缓患儿情绪#同时抚触

过程中通过播放轻柔的音乐#并于患儿进行对话及目光交流#

可从听觉及视觉对患儿进行刺激+在多方面共同作用下#有助

于患儿智商(情商及体格的发育+有研究指出#受伤的脑组织

只在生长发育早期具有较强的代偿性及可塑性#过了这个时期

脑组织可塑性功能将永久性消失#神经功能将出现永久性缺

陷)

%9

*

+因此对于低出生体质量早产儿出生后应尽早接受抚触

干预#以促进脑细胞功能恢复#改善神经功能+

综上所述#抚触干预作为一项效益好(成本低(简单易于推

行的措施#能有效促进低出生体质量早产儿生长发育(智能发

育及神经心理发育#有利于改善患儿远期生命质量#值得临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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