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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患儿护理时间 2018年 6月至 2020年 9月， 纳入新生儿

黄疸患儿 87例与家属 87位。根据随机法分组。 A组患儿与家
属均为 44例，其中男患儿 25例，女患儿 19例;日龄 3～26d，均
值(14.58±1.62)d;家属中男性 24 名、女性 20 名，年龄 24～36
岁，均值(29.15±0.42)岁。 B组患儿与家属均为 43例，男患儿
28例、女患儿 15 例;日龄 4～24d，均值(14.31±1.50)d;家属中
男性 26名、女性 17 名;年龄 25～39岁，均值(29.22±0.37)岁。
数据经假设检验并无差异(P ＞0.05)。

1.2 方法
B组予以常规化护理，如讲解病理知识、告知家属病情监

测方法、引导其观察患儿反应等。
A组予以健康宣传教育，内容如下：
(1)知识讲解。 护理人员向家属讲解疾病病机与病因，详

述其分类和鉴别方法，使其掌握症状与诱因等知识。指导其观
察患儿的皮肤状态， 若持续黄染或黄染加重则要立即报告医
生。 示范母乳喂养的正确姿势，并在喂养时加入葡萄糖。 告知
家属需正确护理患儿，由于家属经验欠缺可能会使患儿着凉，
需讲明日常护理要点，有需求及时告知护理人员。宣传母乳喂
养的优势，如加快患儿肠蠕动，使胎便快速排出[1]。

(2)抚触护理。 患儿娩出后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较差，
环境氧分压会明显提升，破坏红细胞，进而增加胆红素含量。
为患儿进行背部与腹部抚触护理，从上至下抚触背部，并在脐
周进行顺时针抚触能够促进肠蠕动，增进食欲，尽快排出胆红
素。 患儿烦躁时可播放轻音乐，并对其进行抚触，缓解其不良
情绪。

(3)药物护理。 告知家属在喂药时需要适度抬高患儿头部，
使其朝左侧倾斜，防止反流，并观察皮肤状态。

(4)病情观察。 患儿有皮肤瘙痒感，需戴防护手套，并保持
皮肤清洁。 若有发热等情况，需立即上报。

(5)出院指导。 出院前向其讲解院外护理要点，如尿布更
换方法、喂养注意事项、沐浴方法等，并现场示范。 可用会谈
法、一对一宣教法、视频讲解和交流会等方式进行宣教，设置
答疑环节，鼓励家属提出问题并予以解答。

1.3 观察指标
记录黄疸消退天数， 经自制评价表测评家属的知识掌握

度，包括抚触护理、病理知识、病情观察和院外护理，共计 100
分，分数与掌握度成正比。 利用自制问卷测评家属的满意度，

包括服务态度、护理操作、个体化指导和护患沟通等，共计 100
分，十分满意计为 75分以上，满意计为 45～75分，不满意计为
45分以下。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经由 SPSS21.0软件完成， 计量数据经 t值对比

与检验，计数数据经 χ2值对比与检验，假设检验有意义则 P值
不足 0.05。

2结果
2.1 对比黄疸消退天数与家属的知识掌握度
A组的黄疸消退天数短于 B组，家属知识掌握评分高于 B

组，对比后 P ＜0.05，见表 1。
表 1 对比黄疸消退天数与家属的知识掌握度(x±s)

2.2 对比护理满意度
A组数据统计为护理满意度 95.45%，B 组护理满意度为

76.74%，对比后 P ＜0.05，见表 2。
表 2 对比护理满意度[n/%]

3讨论
新生儿黄疸具有较复杂的诱因， 如新生儿对于外界环境

的适应力差，肝肠循环功能差等，多数情况下黄疸症状在娩出
7～10d内自行消退，但部分患儿可能为病理性黄疸，需要进行
针对性的治疗与护理。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A组患儿的黄疸消
退天数更短，家属的知识掌握度以及满意更高，说明健康宣传
教育可以作为新生儿黄疸的首选护理法[2]。

总之，健康宣传教育可改善该病患儿的症状，促进疾病转
归，且能帮助家属掌握护理原则、操作技巧，提升护理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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