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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中的应用研究
贾立梅，李娟（通讯作者），谢亚楠

（山东省聊城市聊城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山东　聊城　２５２０００）

【摘　要】目的：分析基于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中的应用。方法：选取２０２１年３～１１月
医院收治的６２例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按双盲法将其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指，各３１例。对照组
采用常规鸟巢式护理，观察组采用基于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
临床指标、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身体生长指标增长幅度、ＮＢＮＡ评分、新生儿不良反应发生率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新生儿日常护理工作中加入基于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
护理相关措施，能促使新生儿更加健康地生长，获得家属的普遍认可，值得推广。
【关键词】基于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护理；新生儿；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身体生长指标增长幅度；
ＮＢＮＡ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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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母体娩出后直到２８天的婴儿都属于新生儿。
对于新生儿来说这２８天非常重要，如果在这个时期
新生儿生病，具有十分高的死亡率。刚刚脱离母体

的新生儿不管是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还是自身的免

疫力和抵抗能力都十分差，再加上身体各个器官都

没有完全发育，一旦在护理操作中出现问题，就会导致

新生儿出现不良反应，诱发疾病，不仅会影响到新生儿

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会导致新生儿死亡
［１］。因此临床

要重视对新生儿有效的护理，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新生

儿适应外界环境，将其生理指标维持在稳定的、健康的

状态，最大程度地预防新生儿出现不良反应。欧洲最早

在新生儿护理中推行鸟巢式护理，是目前临床中针对新

生儿、早产儿广泛使用的一种效果良好的护理模式。常

规鸟巢式护理经大量实践证实由于新生儿对外界环境

（温湿度、光线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并不能为新生儿提

供充足的安全感和舒适度，导致一些新生儿出现不良反

应，影响到其生长发育
［２］。本研究分析了基于ＰＤＣＡ的

改良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中的应用，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２１年３～１１月我院收治的
６２例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按双盲法将其随机均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指，各 ３１例。对照组男 １７例，女 １４
例；日龄７～２７ｄ，平均（１７．２３±４．２６）ｄ；孕周３８～
４１周，平均（３８．５３±１．８５）周；出生体重２～４ｋｇ，平
均（２．８１±０．７２）ｋｇ；Ａｐｇａｒ评分（８．３５±１．１２）分。观
察组男１９例，女１２例；日龄６～２８ｄ，平均（１７．６８±

４．３１）ｄ；孕周３８～４０周，平均（３８．４２±１．８４）周；出
生体重２～４ｋｇ，平均（２．７５±０．６８）ｋｇ；Ａｐｇａｒ评分
（８．２４±１．０６）分。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研究经本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经家属自愿参与且家属签署知情文件。

将早产儿、不良妊娠结局患儿、感染症状严重、先天

性疾病、溶血等新生儿排除。

１．２　方法：对照组采用常规鸟巢式护理。在恒温婴
儿箱中放入棉被，并将其折成 Ｔ型鸟巢，置入新生
儿。对新生儿的血氧饱和度、体温等生理指标实施

动态监护，将保温箱温湿度控制在（３３～３５℃）、
（５５％～６５％），喂养新生儿的时候严格按照营养配
方的要求并３ｈ喂养１次。观察组采用基于 ＰＤＣＡ
的改良鸟巢式护理，（１）护理长负责使用绒棉布制作
改良的半固定椭圆形“鸟巢”，将高弹力棉置入“鸟

巢”夹层，人为制造一个类子宫环境，放入新生儿，并

将其四肢使用护围包裹，双手使用布袋固定，在胸前

交叉，预防新生儿出现莫罗氏反射；将适宜的软枕放

入新生儿颈下伸展其颈部，将新生儿摆放成类似在

子宫中的姿势，护理人员要仔细观察新生儿的反应，

对捆绑的布袋调节松紧度，不仅使新生儿感到舒适

还要保障新生儿安全。（２）主管护师定期组织护理
人员进行基于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护理相关知识和
技能的培训，使其全面了解喂养、护理体位、预防和

干预不良反应等知识，并为其播放操作视频。（３）叮
嘱护理人员在操作过程中要保持轻柔的动作，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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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刺激新生儿。（４）护师定期检查日常护理新生
儿的实际情况，纠正和指导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之处；叮嘱护理人员每周都要对新生儿指标等情况

进行汇总，由护士长和主管护师对汇总结果进行综

合评估，观察基于 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护理应用的
效果。（５）护士长叮嘱责任护士将护理工作中以书
面形式上报，要定期检讨自身护理操作的问题，并和

其他护理人员针对问题进行探讨，共同商定改进策

略，从而全面提升新生儿护理工作的质量。

１．３　观察指标：（１）临床指标（血氧饱和度、体温变
化、睡眠时间、出暖箱时间、首次排便时间、住院时间

等）。（２）自制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量表分数越高新
生儿家属对护理工作认可度越高。每项１００分，评
分＞９０分为十分满意、７０～９０分为满意，＜７０分不
满意。（３）身体生长指标（进奶量、头围、身高、体重）
增长幅度。（４）新生儿行为神经测查法（ＮＢＮＡ）评

分分数越高神经功能发育越好。６项行为能力、一般
状态和原始反射各３项、８项主动和被动肌张力，总
分４０分，ＮＢＮＡ评分 ＜３５分表明新生儿异常。（５）
新生儿不良反应发生率＝发生例数／组例数×１００％。
不良反应指标为发热、损伤皮肤、喂养不顺

［３－４］。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观察组临床指标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护理前两组
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护理后观察组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血氧饱和度

（％）
体温变化

（℃）
睡眠时间

（ｈ／ｄ）
出暖箱时间

（ｈ）
首次排便时间

（ｈ）
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 ３１ ９８．３４±２．５３ ０．３１±０．１３ ２１．１５±０．３７ １３．１５±１．６２ １７．９１±７．８５ ４．８１±０．２６
对照组 ３１ ９６．５２±２．２１ ０．８５±０．１４ １７．６２±２．９８ １７．０８±１．４３ ２５．４９±８．６８ ６．０８±０．５３
ｔ ３．０１６ １５．７３７ ６．５４５ １０．１２６ ３．６０６ １１．９７７
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２　两组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ｘ±ｓ，分）
组别

时间
例数

主动服务

护理前 护理后

健康宣教

护理前 护理后

心理支持

护理前 护理后

操作水平

护理前 护理后

服务态度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３１ ７３．２６±３．１４ ９３．７８±４．２６ ７２．８４±３．５２ ９２．９８±４．１１ ７４．１６±３．８４ ９３．１６±４．３８ ７２．７３±３．４９ ９２．９４±４．５３ ７３．４５±４．１２９３．６３±４．９１
对照组 ３１ ７３．５１±３．１９ ８５．１２±４．０３ ７２．７３±３．５１ ８３．３６±３．６７ ７４．６７±３．８２ ８４．２８±３．６５ ７２．６４±３．３１ ８４．６１±３．７６ ７３．１１±４．０６８４．２４±３．６３
ｔ ０．３１０ ８．２２２ ０．１２３ ９．７２０ ０．５２４ ８．６７１ ０．１０４ ７．８７８ ０．３２７ ８．５６２
Ｐ ０．７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９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９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７４４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身体生长指标增长幅度比较：观察组身体
生长指标增长幅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两组ＮＢＮＡ评分比较：护理前两组 ＮＢＮＡ评分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护理后观察组
ＮＢＮＡ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两组身体生长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进奶量增加

（ｍｌ／ｄ）
头围增长

（ｍｍ／７ｄ）
身高增长

（ｍｍ／７ｄ）
体重增长

（ｇ／７ｄ）
观察组 ３１ ５．２６±０．６４ ６．２８±１．６２ １３．０８±１．４３ ２５．３８±３．４６
对照组 ３１ ２．１２±０．２７ ５．１３±１．６４ ９．８６±１．５６ ２１．０２±３．６４
ｔ ２５．０８８ ２．７７７ ８．４７１ ４．８３３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４　两组ＮＢＮＡ评分比较（ｘ±ｓ，分）
组别

时间
例数

行为能力

护理前 护理后

被动肌张力

护理前 护理后

主动肌张力

护理前 护理后

原始反射

护理前 护理后

一般反应

护理前 护理后

总分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３１ ９．７６±２．２６ １３．２８±３．７５ ５．４６±１．５３ ６．８６±０．８５ ５．１７±１．１４ ７．８６±２．２３ ３．３５±１．１６ ５．７９±１．９５ ３７．８５±０．１８ ３９．８６±０．９６ ３４．４８±５．４２３９．３８±５．７６
对照组 ３１ ９．７２±２．２１ １０．９４±３．３１ ５．４３±１．５６ ６．２３±０．９４ ５．１５±１．１６ ６．３６±１．５４ ３．３９±１．１５ ４．７２±１．５６ ３７．８９±０．２３ ３８．３２±０．１７ ３４．４２±５．３８３６．６２±５．０３
ｔ ０．０７０ ２．６０４ ０．０７６ ２．７６７ ０．０６８ ３．０８１ ０．１３６ ２．３８５ ０．７６２ ８．７９４ ０．０４３ ２．００９
Ｐ ０．９４４ ０．０１１ ０．９３９ ０．００７ ０．９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８９２ ０．０２０ ０．４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５ 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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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两组新生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观察组新生

儿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两组新生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发热 损伤皮肤 喂养不顺 发生率

观察组 ３１ １（３．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３．２２）
对照组 ３１ ３（９．６７） １（３．２２） ２（６．４５） ６（１９．３５）
χ２ ４．０２６
Ｐ ０．０４４

３　讨论

据研究发现处于母体子宫中的胎儿自然形成的

体位（保持俯曲头部、下巴和胸部贴近、手臂交叉或

平行在胸前、大腿和脐部挨着蜷曲、在宫心位置蜷曲

或平行交叉的小腿）能使胎儿感受到安全、舒适
［５］。

以现代护理理念为基础的鸟巢式护理是根据子宫环

境为新生儿人为制造一个稳定的“外部子宫”，在暖

箱中使用襁褓卷或者浴巾制作一个椭圆体的“鸟

巢”，然后将新生儿摆成类似在子宫中的体位，这样

的“鸟巢”不仅具备一定的固定体位的效果，还能起

到抚摸的作用，从而提高新生儿的安全感、舒适度，

消除新生儿由于刚刚离开母体所产生的紧张感，减

少新生儿出现惊跳反应、哭闹次数，从心理角度满足

新生儿的需求，帮助婴儿顺利地度过新生儿期，促使

新生儿更加健康的生长发育
［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临床指标、身体生长指

标增长幅度、ＮＢＮＡ评分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证

实了基于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护理用于新生儿的有

效性。常规鸟巢式护理模式都是从喂养新生儿、基

础护理等方面为新生儿进行护理干预，而忽视了新

生儿对舒适的需求，导致新生儿极易由于血氧饱和

度、体温剧烈波动而出现不良反应，导致新生儿难以

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延长新生儿住院时间
［７－８］。

而基于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护理，是针对常规鸟巢

护理模式实践中的出现的不足进行改进，结合ＰＤＣＡ

理念，针对鸟巢的材质、环境进行科学合理的改良，

并对护理人员加强基于 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护理相

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对护理人员防范风险意识有

效提升，提高其防范风险的能力，将基于 ＰＤＣＡ的改

良鸟巢式护理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为新生儿的健

康生长发育提供保障，最大程度地避免新生儿出现

不良反应。观察组家属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说明基于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护理用于新生

儿的临床价值。分析原因为：基于 ＰＤＣＡ的改良鸟

巢式护理是对常规鸟巢护理模式的优化和创新，从

多方面提高新生儿的安全感和舒适度，结合新生儿

的独特特征，为其人为制造一个类似子宫的、舒适的

环境，将新生儿各项生理指标维持在稳定的、健康的

状态，减少新生儿的哭闹时间和次数，使家长对护理

工作更加认可
［９－１０］。

综上所述，临床针对新生儿开展基于 ＰＤＣＡ的

改良鸟巢式护理模式，能为新生儿健康地生长发育

提供保障，避免新生儿出现不良反应，获得家属的普

遍认可。

【参考文献】

［１］邓海英，林丽珍，郑艳芳，等．基于 ＰＤＣＡ的改良鸟巢式

护理在新生儿中的应用研究［Ｊ］．当代护士（上旬刊），

２０２２，２９（２）：１１５－１１８．

［２］郑秀莲．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Ｊ］．中外医疗，２０２１，４０（１０）：１４９－１５１．

［３］高多红．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２０，１８（１４）：２１１－２１２．

［４］程小桉．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Ｊ］．中国城乡企业卫生，２０１９，３４（１２）：１１７－１１８．

［５］赵林叶．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Ｊ］．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２０１９，６（７１）：１０８．

［６］黄永梅，印娟．鸟巢式护理在足月新生儿护理中应用的

ｍｅｔａ分析［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２１，１８（３１）：１６８－

１７１，１８４．

［７］黄晓华，成家书．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

效果观察［Ｊ］．中国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２１，１３（１６）：

１７２－１７５．

［８］齐丽．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与可行性研

究［Ｊ］．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２０，３４（４）：９６－９７．

［９］王婷．鸟巢式护理对新生儿睡眠质量、神经发育和体格

发育的影响［Ｊ］．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２０２０，６

（１２）：８０－８２．

［１０］赖建坤．鸟巢式护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方法及效

果［Ｊ］．医学食疗与健康，２０２０，１８（２４）：９６，１０８．

—２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