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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护理干预在新生儿黄疸中的护理效果及对母乳喂养率的影响

刘
!

密!石光莲!姚
!

欣#

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陕西安康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行为护理干预在新生儿黄疸中的护理效果及对母乳喂养率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黄疸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

的护理干预!研究组进行行为护理干预%比较护理后两组母乳喂养率#护理满意度#有效率%结果
!

研究组患

儿的母乳喂养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B

%

&0&,

$&护理干预后
%

#

(

#

'

周!研究组患儿家属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0&,

$&研究组患儿有效率为
5+0&1

"

5+

)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0&1

"

4(

)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B

%

&0&,

$%结论
!

行为护理干预母乳喂养率高#治疗效果更好#满意度高!临床上

应当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新生儿&

!

黄疸&

!

母乳喂养率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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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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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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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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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各种护理干预方式的不断发展#行

为护理干预逐渐广泛应用于临床)

%

*

(护理干预是基

于一定的科学理论#并且在护理诊断的指导下#按照

事先预订的干预方法从事的一系列护理活动#而行为

护理干预则是在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对其行为进行的

一系列干预护理(

新生儿黄疸是指新生儿由于胆红素代谢出现障

碍#而导致胆红素水平不断升高#患儿出现皮肤'巩膜

以及黏膜黄染等临床表现)

(6+

*

(目前#有关行为护理

干预在新生儿黄疸中的应用研究较少(本研究选取

本院
(&&

例黄疸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行为护理干

预对其应用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黄疸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患儿分为两组#每组
%&&

例(对照组中男
,4

例#女
++

例&日龄
%

$

%-F

#平均$

$0&h%0-

%

F

(研究

组中男
,&

例#女
,&

例&日龄
'

$

(&F

#平均$

40(h

%0'

%

F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B

&

&0&,

%(参与到本次研究的患儿家属全部知情'

同意(本研究经过了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0/

!

方法
!

对照组通过常规护理干预的方法#主要

内容包括!对产妇进行母婴接触'母乳喂养宣教#同时

对其饮食进行干预与指导&对产妇家属进行常规健康

宣教&保持产妇以及新生儿的病房干净与整洁#同时

给予新生儿基础相关并发症预防等护理措施(研究

组通过行为护理干预对患儿进行护理(主要内容包

括!首先在科室内设立行为护理小组#选取科室内有

经验的护理人员
'

名#以满足产妇的需求为主要护理

方向&以新生儿的身心健康作为主要目标#对新生儿

的身体问题进行全面评估&制订相关计划#给予针对

性的护理干预#同时给予产妇心理疏导#保持产妇良

好的心理状态#促进产妇产后的恢复(其次#护理人

员向家长介绍新生儿黄疸的症状以及发作时间#同时

密切观察患儿临床表现#及时检测相关指标)

,

*

(在进

行护理干预之前需要患儿家属了解护理干预过程可

能发生的状况#避免突发情况)

4

*

&注意及时与患儿家

属进行心理沟通#并排解患儿家属的不良情绪#积极

配合治疗以及护理干预(新生儿需要在进行母乳喂

养和吸吮基础上依据母乳量的多少进行判断是否需

要添加奶粉#确保新生儿营养的每日摄入(由专业的

医务人员对新生儿进行抚摸#同时告知产妇以及其家

属正确按摩手法#对产妇进行新生儿抚摸的引导(并

且需要在进行抚摸之前对抚摸人员的手部温度和卫

生进行严格监控#抚摸人员在抚摸之前将手搓热#同

时对新生儿涂抹润肤露#条件允许可以播放舒缓的音

乐(保持每天两次的抚摸#时间约
%,HAE

#在进行抚

摸时尽量与新生儿保持眼神的交流#注意动作轻柔(

抚摸顺序通常为从头到脚#可以将新生儿的背部体表

神经进行有效刺激#进而使排便中枢达到兴奋#将胎

便进行有效排出(

$0'

!

观察指标
!

$

%

%对两组患儿的喂养方式进行调

查#分别为母乳喂养以及其他方式喂养($

(

%采用自

制调查问卷调查两组患儿家属护理干预前'护理干预

后
%

'

(

'

'

周的满意度#评分越高#满意度越高($

'

%观

察两组患儿干预后的疗效#判断标准分为显效'有效'

无效(显效!患儿黄疸等症状消失#血清胆红素恢复

正常&有效!患儿黄疸等症状明显改善#血清胆红素水

平也逐渐恢复&无效!患儿黄疸等症状以及血清胆红

素水平无明显变化(有效率
[

$显效例数
\

有效例

数%"总例数
Z%&&1

(

$0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0&

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
8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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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5

年
5

月第
%4

卷第
%-

期
!

*CL)9F.<AE

!

O9

;

>9HL9=(&%5

!

V8<0%4

!

Q80%-



以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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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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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0$

!

两组母乳喂养率比较
!

研究组的母乳喂养率

)

-$0&1

$

-$

"

%&&

%*明显高于对照组)

4-0&1

$

4-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0%%&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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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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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干预后护理满意度比较
!

护理干预后
%

'

(

'

'

周#研究组患儿家属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0&,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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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护理后满意度评分比较#分%

8h@

&

组别
'

护理干预后
%

周 护理干预后
(

周 护理干预后
'

周

对照组
%&& -'04h%05 -'0+h%0, -(0,h%04

研究组
%&& -$0,h%0- 5'04h(0( 540%h%0'

/ %&0'5% %%0%(, %&05(4

B

%

&0&,

%

&0&,

%

&0&,

/0'

!

两组干预后有效率的比较
!

研究组患儿有效率

为
5+0&1

$

5+

"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0&1

$

4(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B

%

&0&,

%#

见表
(

(

表
(

!!

两组干预后疗效对比'

'

#

1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 (&

$

(&0&

%

+(

$

+(0&

%

'-

$

'-0&

%

研究组
%&& ((

$

((0&

%

$(

$

$(0&

%

4

$

40&

%

'

!

讨
!!

论

!!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新生儿黄疸等新生儿疾病的发生率也不断升高)

$6-

*

(

行为护理干预主要是通过心理辅导帮助患儿家属正

确认识疾病#克服心理障碍并可在家属的配合下全程

监督的一种护理方式)

5

*

(通过行为护理干预#可帮助

患儿家属树立治愈疾病的信心)

%&

*

(这种方法相对于

常规护理方式#更加安全#同时可以缩短患儿的治疗

时间)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儿进行护理干预

后#研究组的母乳喂养率)

-$0&1

$

-$

"

%&&

%*明显高于

对照组)

4-0&1

$

4-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0&,

%(说明行为护理干预有助于产妇理解母乳喂养

的正确知识和树立母乳喂养的信心#有利于母乳喂养

动机的形成(

行为护理干预中#医护人员通过对患儿进行适度

的抚摸'接触#可使患儿更具有安全感#还能够促进患

儿相关激素分泌#促进机体发育)

%(

*

(由于患儿家属在

治疗疾病时#心理较为脆弱#因此#治疗配合有效的心

理护理措施干预对提高临床疗效有着重要意义(本

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干预后
%

'

(

'

'

周#研究组患儿家

属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0&,

%(

根据相关研究发现#患儿黄疸严重时#可能出现

严重的并发症#如胆红素明显升高时引起的胆红素脑

病#严重影响患儿身体健康)

%'

*

(而行为护理干预过程

中#护理人员对家属进行新生儿黄疸相关知识及胆红

素测定方法的宣教#并对家属的疑问进行耐心地解

释#及时反馈胆红素测量值#避免了严重并发症的发

生(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有效率为
5+0&1

$

5+

"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0&1

$

4(

"

%&&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0('$

#

B

%

&0&,

%#说明行为护理

干预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护理效果(

综上所述#行为护理干预母乳喂养率高'治疗效

果更好'满意度高#临床上应当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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