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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

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阮芳芳 （安顺市人民医院，贵州安顺 561000）

摘要：目的  探讨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医院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1 月收

治的 50 例新生儿作为实验组进行鸟巢式护理，将以往未采取鸟巢护理的 50 例新生儿资料作为对照组。比

较两组胃肠功能恢复等情况。结果  实验组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比对照组高 (P＜ 0.05)；实验组住院时间

短于对照组（P＜ 0.05）；实验组胎便变为黄色的时间、每日排便的次数、第一次排出胎便时间以及进奶

量、体温波动、日均睡眠时间、出暖箱时间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实施鸟巢式护理既能

保持新生儿内部环境的稳定，又能促进新生儿的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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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是一类特殊的人群，身体机能发育不成

熟，抵抗力很弱，容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

此时需要进行适当的护理，才能维护身体健康。传

统的护理方式虽然可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但不能

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不能完全满足新生儿的发育

需要 [1~3]。鸟巢式护理是一种全新的护理方式，能

有效改善新生儿的生存环境，促进其健康成长 [4]。

本文对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保健中的应用进行了初

步的研究。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医院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1 月收治的 50 例

新生儿作为实验组进行鸟巢式护理，将以往未采

取鸟巢护理的 50 例新生儿资料作为对照组。对照

组：男 28 例，女 12 例；胎龄 31~39 周，平均胎龄

（34.12±1.86）周；体重 1025~3628 g，平均体重

(1637.24±121.56) g。实验组：男 25 例，女 15 例；

胎龄 32~41 周，平均胎龄（34.96±1.25）周；体重

1034~3679 g，平均体重（1642.14±119.47） g。两

组新生儿性别、胎龄、出生体重等数据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在新生儿的生命体征

基本平稳后，将其转移至保温箱，在头颈部放置一

条柔软的长方形毛巾，略微向后伸展；将床板抬起

30°左右，以保证新生儿的姿势。严格遵守医生的

指示，对新生儿定时定量喂食，或使用新生儿配方

奶进行鼻饲，注意观察进乳量，并作好记录。护士

每日测量新生儿的身体质量，观察各项指标，如氧

饱和度、心率、脉搏、呼吸等。

实验组实施鸟巢式护理。（1）体位护理：护士

将毛毯制成大小适中、柔软适中的卵形鸟巢，使用前

先在辐射台或保温箱上预热，温度控制在 33℃左右；

同时，将新生儿置于侧卧位，双手略微屈曲，并适当

调节布料的松紧程度及护圈尺寸。（2）保持适宜的

温度：要做好新生儿的保暖工作，根据身体质量变化，

调整室内光线，尽量温和，避免新生儿眼睛受到直

接照射。（3）护理措施：不能将新生儿用品、尿布、

毛巾、被子、衣物等混合使用，要定期进行清洁和

消毒；每日给新生儿洗澡，使用柔软的毛巾擦拭干净；

将爽身粉涂抹于新生儿的皮肤褶皱部位，以保持肌

肤干净、干燥。（4）脐带护理：使用 75% 酒精消毒

脐部及脐根，同时注意脐带及周边皮肤是否有潮湿、

红肿、出血等情况；定期更换包扎脐带的纱布，以

防感染；喂完母乳后，要注意新生儿口腔黏膜的清洁，

清洗其鼻腔，保证呼吸道畅通。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满意度、住院时间、胃肠功能恢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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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胎便变为黄色的时间、每日排便的次数、第

一次排出胎便时间以及进奶量、体温波动、日均睡

眠时间、出暖箱时间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

料以（ ±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比率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

实验组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比对照组高 (P

＜ 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 [n（%）]

组别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n=50) 20 21 9 41(82.00)
实验组 (n=50) 28 22 0 50(100.00)

χ2 9.890
P 0.001

2.2 对比两组住院时间

实验组新生儿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两组住

院时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表 2。

表 2 对比两组住院时间（ ±s，d）

组别 新生儿住院时间 
对照组 (n =50) 8.50±2.17
实验组 (n =50) 6.24±1.21

t 6.431
P 0.000

2.3 对比两组胃肠功能情况 

实验组的胎便变为黄色的时间、每日排便的次

数、第一次排出胎便时间短于对照组，进奶量增加

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3。

表 3 对比两组胃肠功能情况（ ±s）

组别 胎便变为黄色的时间（h） 每日排便的次数（次 /d） 第一次排出胎便时间（h） 进奶量增加（ml/d）
对照组 (n=50） 63.21±15.12 4.12±1.27 26.12±8.15 2.11±0.25
实验组 (n=50） 45.66±13.71 5.72±1.23 18.21±7.21 5.31±0.22

t 22.453 7.056 12.853 7.845
P 0.000 0.000 0.000 0.000

2.4 两组体温、睡眠时间、出暖箱时间比较 

实验组体温波动低于对照组，日均睡眠时间、

出暖箱时间指标明显短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4。

表 4 两组体温、睡眠时间、出暖箱时间比较（ ±s）

组别 体温波动（℃） 日均睡眠时间（h） 出暖箱时间（h）
对照组 (n=50） 0.72±0.13 16.21±0.21 16.88±1.31
实验组 (n=50） 0.32±0.18 19.98±0.21 13.12±1.45

t 6.712 6.967 7.845
P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新生儿是一类特殊人群，因为刚从母体脱离，

身体抵抗力弱，易被各种因素所影响，对健康造成

威胁，因此进行护理干预非常必要 [5~6]。新生儿的

温度调节中枢还没有完全成熟，对外界的适应能力

也很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此

外，新生儿散热快，体温变化幅度大，不合适的体

温变化会对身体各项生化指标和生理功能产生一定

影响。鸟巢式护理是一种全新的护理方法，是将新

生儿用一条柔软的毛巾包裹起来；然后调整新姿

势，使其外表形成一个椭圆的鸟巢形状。根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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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温暖柔软的鸟巢营造了一个类似子宫内的舒

适环境，使得新生儿躯干和四肢均有所依附和支撑 ,

卧位与胎儿在子宫内的姿势相似，可以减少新生儿

在离开母体后的紧张和恐惧感 [7~8]。此外，把刚出

生的新生儿放在“鸟巢”里，不会被周围的环境所

干扰，可以最大程度维持适宜的体温，保证正常的

睡眠、血氧饱和度，对生长发育有很大帮助，也减

轻了家长的焦虑 [9~12]。

本研究发现，实验组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比对

照组高 (P ＜ 0.05)；实验组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P ＜ 0.05)。这是因为采用鸟巢式护理，可降低新

生儿体内的热量流失，保持新生儿的各项生理指标，

让新生儿感到更加舒服、安静，满足了生长需求。

另外，新生儿被安置在一个类似子宫的环境中，安

全感增强，确保疗护理成效，减少住院时间，节约

护理花费，家长满意度高 [13~15]。实验组胎便变为黄

色的时间、每日排便的次数、第一次排出胎便时间

均短于对照组，进奶量增加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鸟巢式护理能有效促进新生儿的吮吸行

为，提高进奶能力。据有关报告，鸟巢式护理能促

进新生儿的胃肠功能，促进胃酸分泌，增强消化和

吸收功能，同时还能调节中枢神经和内分泌系统，

加速垂体激素的分泌，从而促进生长发育 [16~17]。实

验组体温波动低于对照组，日均睡眠时间、出暖箱

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 ＜ 0.05）。这是因为鸟巢

式护理可以有效减少外界气温对新生儿的影响，使

其在恒温环境下更好地成长 [18~20]。

综上，对新生儿实施鸟巢式护理效果十分明显，

家长满意度高。鸟巢式护理既能有效保护新生儿身

体，又能有效防止外界气温对新生儿皮肤造成直接

刺激，降低出生时的散热面积，避免体温的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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