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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在新生儿黄疸中应用的临床效果。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期常见的一种病症，若

未经及时治疗，可能会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研究发现，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可有效降低新生儿黄疸的发生率，

减轻黄疸程度，提高治愈率。本文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综述，详细分析了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的具体措施、实施方法和临床

效果，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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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作为新生儿期最常见的病症之一，一直以来

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传统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

光疗等，但这些方法往往存在一定的副作用，且治疗周期较长。

近年来，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逐渐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新

生儿黄疸的方法。这种方法注重对新生儿的全面护理，包括

早开奶、早期抚触、合理喂养等，旨在通过改善新生儿的生

活环境，降低新生儿黄疸的发生率，减轻黄疸程度，提高治

愈率。

一、新生儿黄疸的基本概念及危害
1. 新生儿黄疸的定义

新生儿黄疸，医学上称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是指新生

儿体内胆红素水平异常升高，导致皮肤和 / 或黏膜出现黄染

现象。这种现象通常在出生后的第一周内出现，是由于新生

儿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尚未成熟，加之红细胞寿命较短，

导致胆红素生成增多。新生儿黄疸可以是生理性的，也可能

是病理性的，后者需要及时医疗干预以避免潜在的严重后果。

2. 新生儿黄疸的发生率

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期最常见的临床问题之一，其发生

率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较高。据统计，大约 60% 的足月儿和 80%

的早产儿在出生后的第一周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黄疸。这一

现象在亚洲人群中尤为普遍，部分原因可能与遗传因素和喂

养方式有关。尽管大多数新生儿黄疸是自限性的，但高发生

率提示了对其进行监测和适时干预的重要性。

3. 新生儿黄疸对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新生儿黄疸若未得到及时和有效的管理，可能会对婴儿的

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高水平的胆红素可能通过血脑屏障，

导致急性胆红素脑病，这是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可

能引起脑损伤，表现为肌张力异常、听力损失、智力发育迟

缓等长期后遗症。

二、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的具体措施
1. 早开奶

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中的早开奶措施，是指在婴儿出生后

尽早进行母乳喂养。这一做法不仅有助于建立母婴之间的亲

密联系，而且能够促进母乳的分泌，确保新生儿能够及时获

得营养和免疫保护。早开奶的关键在于母婴同室，鼓励母亲

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小时内开始尝试喂养，这有助于新生儿

吸吮反射的建立，并能有效减少新生儿黄疸的发生率。

2. 早期抚触

早期抚触作为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

证实对新生儿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具有积极影响。通过轻柔的

触摸和按摩，可以促进新生儿的血液循环，增强其消化系统

的功能，从而有助于减少黄疸的发生。抚触还能刺激新生儿

的神经系统，促进其感知能力的发展，增强对外界环境的适

应性。此外，早期抚触还能增进母婴之间的情感交流，增强

母亲对婴儿的关爱和责任感，为婴儿提供一个安全、温暖的

成长环境 [2]。

3. 合理喂养

合理喂养是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要

求根据新生儿的实际需求和母亲的乳汁分泌情况，制定个性化

的喂养计划。合理喂养不仅包括母乳喂养的频率和持续时间，

还包括对喂养姿势和技巧的指导。正确的喂养方式可以确保

新生儿充分吸收营养，促进其健康成长，同时也有助于预防

和减轻新生儿黄疸的症状。此外，合理喂养还能帮助新生儿

建立规律的饮食习惯，为其后续的生长发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1. 降低新生儿黄疸的发生率

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通过一系列科学、系统的措施，显著

降低了新生儿黄疸的发生率。这些干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及时喂养以促进胎便排出，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以减少新生

儿体温波动，以及定期监测新生儿的黄疸指数。通过这些细

致入微的护理，新生儿的生理机能得到了有效支持，肝脏的

代谢功能得以优化，从而大幅度减少了黄疸的发生。临床数

据显示，实施早期护理干预的群体中，黄疸的发生率较未干

预群体有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充分证明了早期护理干预在预

防新生儿黄疸方面的积极作用。

2. 减轻黄疸程度

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不仅有效降低了黄疸的发生率，还显

著减轻了已发生黄疸的程度。通过定期的黄疸监测和及时的

医疗干预，如光疗治疗，可以迅速降低血液中的胆红素水平，

减轻黄疸症状。此外，护理人员还会指导家长进行适当的喂

养和护理，如增加喂养次数以促进胆红素的排泄，这些措施

都有助于减轻新生儿的黄疸程度。

3. 提高治愈率

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在提高黄疸治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通过早期识别和及时治疗，可以迅速控制黄疸的发展，

避免病情恶化。护理干预中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如根据新生

儿的黄疸程度和生理状况调整光疗时间，确保了治疗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同时，护理人员还会对家长进行健康教育，提

高他们对新生儿黄疸的认识和应对能力，这也有助于提高治

愈率。

四、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及展望
1. 推广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的难度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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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作为一种有效的预防新生儿黄疸的方

法，已经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在推广这

一干预措施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难度与挑战。首先，

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就要求医护人

员具备较高的业务水平。其次，由于新生儿黄疸的症状不典型，

容易被忽视，因此，需要对医护人员进行有效的培训，提高

他们对新生儿黄疸的认识和警惕性。此外，新生儿早期护理

干预需要得到家庭的支持和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宣传教

育，提高家庭对新生儿黄疸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2. 政策与制度的支持

为了推广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我们需要相关政策与制度

的支持。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对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的投入，

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确保干预措施的实施。其次，医疗机

构应该建立健全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的相关规章制度，明确

责任人和操作流程，确保干预措施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此外，

医疗机构还应该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提高他们的

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3. 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在预防新生儿黄疸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未来研究方向

主要包括：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的最佳时机和方法，如何评

估干预效果，以及如何根据新生儿的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

护理干预方案等。此外，我们还应该关注新生儿早期护理干

预对新生儿其他疾病的影响，以及其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的

适用性。通过深入研究，我们有望进一步完善新生儿早期护

理干预方案，提高其临床应用的效果和价值。

五、小结
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疗新生儿黄疸的方

法，其临床效果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如何更有效

地推广和实施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仍是当前临床实践中面

临的一大挑战。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新生儿黄疸的防

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推动新生儿早期护理干预在临床实

践中的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 强喜迎，郭春维 . 早期抚触结合游泳护理对新生儿黄

疸患儿黄疸消退和神经发育的影响 [J].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

2022，7（02）：148-150.
[2] 盖艺萧，杨励杰，安萍 . 早期泳疗联合抚触按摩护理

对新生儿黄疸患儿黄疸指数及生长发育的影响 [J]. 国际护理学

杂志，2023，41（02）：268-272.

（上接第 153 页）

疾病不断加重，易引起呼吸衰竭、循环功能障碍，对其自身

身体健康影响较大。故尽早治疗尤为重要。治疗阶段为防止

患者病情恶化，降低致残率、致死率，患者入住重症监护室

后还应加强护理干预。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NIHSS 评分、并发症发生率均

显著下降，说明重症监护护理可调节神经功能，减少并发症

发生。分析其原因可知：既往临床多采用常规护理，虽然常

规护理有一定效果，但其护理内容比较简单，形式单一，无

法满足患者多元化护理需求，整体护理效果一般 [3]。重症监

护护理为近年来新出现的医疗服务方案，其具备人性化、针

对性等优势，可解决常规护理存在的问题，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有效预防各类风险事件的发生，减轻患者治疗痛苦，提

高患者护理安全性，进而加快患者神经功能康复进程，保证

患者生命健康。通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观察病情变化，予

以患者相对应的护理措施，满足患者生活需要、心理治疗需

求，为疾病诊断、治疗提供有效的数据参考，确保患者积极、

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治疗，使其住院期间身心均处于舒适

状态。通过呼吸护理，可维持患者良好的呼吸状态，确保呼

吸通畅，以免出现误吸、窒息、呼吸困难等不良症状。同时

经过康复训练，提高患者肢体运动功能，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防止出现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等并发症，维持肢体、关节功

能正常。通过并发症预防护理，可有效控制各类并发症发生率，

促进患者预后，提高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重症监护护理可改善重症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

促使并发症发生率有所下降，可以临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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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林会 [5] 研究也指出对胃癌化疗患

者实施护理干预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与生存质量。本次

研究中，通过实施综合护理干预，B组患者的心理状况得到明

显改善，焦虑、抑郁评分明显低于 A组；B组患者的生存质量

也明显好于 A组。研究结果证明，综合护理干预对胃癌患者化

疗后的心理和生存质量存在非常积极的影响，在临床中具有推

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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