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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馈控制联合加强护理模式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康复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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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郑州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目的 探究前馈控制联合加强护理模式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康复中的应用成效。方法 2021年1月至2024年6月期间，选取于本院就诊的162例新生儿高胆
红素血症患儿，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81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则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前馈控制联合加强护理模式。研究对两组患儿的血
清胆红素水平变化、临床指标以及家属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护理后各阶段，观察组患儿的血清胆红素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在临床指标
方面表现更优，(P<0.05)。观察组患儿家长的满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前馈控制联合加强护理模式能显著改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胆红素水
平，加速康复，降低不良事件发生概率，提升家属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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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ng Effect of Feedforward Control Combined with 
Strengthened Nursing Mode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LI Zhe*, ZHANG Lei, WANG Wen-jing.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The Fifth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People's Hospital), 
Zhengzhou 450000,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feedforward control combined with enhanced nursing mode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June 2024, 162 neonates with hyperbilirubinem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8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feedforward control combined with enhanced nursing mode in addition to routine care. The study compared and analyzed changes in serum 
bilirubin levels, clinical indicators,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t each stage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serum bilirubin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also showed better performance 
in clinical indicators (P<0.05). Additionally, the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feedforward control combined with enhanced nursing mod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erum bilirubin levels in neonates with 
hyperbilirubinemia, accelerate recover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enhance family satisfaction. This approach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value.
Keywords: Feedforward Control; Enhanced Nursing Model;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新生儿患高胆红素血症后，面颈部皮肤会出现黄染现象，
若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病情会进一步恶化，累及中枢
神经系统，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1-2]。目前，蓝光治疗作为
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手段，虽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由于新生儿
患儿的配合度普遍较低，治疗过程中常伴随着哭闹、烦躁等不
良反应，增加了治疗难度[3]。因此，为提升治疗效果，需采取
实施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加强护理模式是一种以患儿为中
心，强调全面、细致的护理服务。这种护理模式已经在临床上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4]。前馈控制策略是
一种前瞻性的管理手段，能够通过预测潜在的不良临床结局，
提前采取干预措施，减少差错事故的发生，提高护理质量[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2021年1月至2024年6月期间，于
我院接受治疗的162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依据随机数
字表法，将受试者划分为对照组(81例)与观察组(81例)。对照
组里，男性患儿42例，女性患儿39例；日龄处于3至23天，
平均日龄(13.51±3.66)天。观察组中，男性患儿43例，女性
患儿38例；日龄在3至21天，平均日龄(13.47±3.55)天。经
统计学方法分析，两组在上述资料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纳入标准：符合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诊断标准；患儿家长
签署知情同意书[6]。排除标准：患有先天性畸形或遗传代谢性
疾病[7]；对治疗或护理方案存在禁忌情况。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1)基础护理：监测患儿的生
命体征，确保在正常范围内。每日进行皮肤清洁，保持患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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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干燥、清洁，预防皮肤感染。按时给予患儿药物治疗，观察
记录药物反应。(2)病情监测：监测患儿的胆红素水平，定期
检测黄疸指数，评估黄疸进展情况。(3)健康教育：向患儿家
长普及高胆红素血症的相关知识。
　　观察组：前馈控制联合加强护理模式具体措施：(1)前馈
控制策略：风险评估与预测：在患儿入院时，进行全面的风险
评估，预测可能的不良临床结局。个性化护理计划：根据风险
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明确护理目标、护理措施
及预期效果。风险预警与干预：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潜在
的不良事件进行早期识别，并提前采取干预措施。(2)加强护
理：精细化病情监测：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监测频率，
特别是胆红素水平的监测，确保及时发现病情变化。优化喂养
指导：根据患儿的实际情况，提供更加精细化的喂养指导。
强化皮肤护理：在保持皮肤清洁干燥的基础上，使用温和的护
肤品，避免过度清洁和摩擦。加强黄疸部位的护理，促进黄疸
消退。心理支持与安抚：对患儿进行心理安抚，减轻其焦虑、
恐惧等负面情绪。向家长提供心理支持，增强其信心。团队协
作与沟通：加强医护团队之间的沟通与协作，确保患儿得到全
面、连贯的护理服务。
1.3 观察指标
1.3.1 血清胆红素检测  在护理前1日及护理后的第2、4、6
天，于患儿空腹时抽取血液样本并置于促凝管内。对血液样本
进行离心处理，分离出上层清液。采用胆红素氧化酶法，对血
清样本中的胆红素浓度进行定量测定[8-9]。
1.3.2 临床指标监测与记录  对两组患儿的住院时间[10]、黄疸消
退时间[11]、安睡时间及每日排便次数[12]等临床指标进行持续监
测，并将所得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1.3.3 满意度评估  采用自制问卷评估。问卷总分为100分，根
据得分情况，将满意度划分为非常满意(≥95分)、满意(81~94
分)和不满意(≤80分)三个等级[1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解析。计
量用(χ- ±s)进行描述，并通过t检验来比较各组间的均值差
异；计数以百分比(%)来呈现，并运用χ

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P<0.05，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2.1 胆红素水平比较  护理后2天、4天、6天，观察组患儿的血
清胆红素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 . 2  临 床 指 标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 观 察 组 患 儿 的 黄 疸 消 退 时
间与住院时间更短，安睡时间更长，每日排便次数更多，
(P<0.05)，见表 2。
2 . 3  家 属 满 意 度 比 较   观 察 组 家 长 满 意 度 高 于 对 照 组 ，
(P<0.05)。见表3。

表1 两组患儿血清胆红素比较(μmol/L)
组别                                                   胆红素水平

         护理前                 护理2天              护理4天              护理6天

对照组(n=81)  288.72±43.77  274.32±35.27  247.20±28.51 206.58±22.62

观察组(n=81)  292.53±42.84  256.18±31.74  224.96±25.14 189.75±19.42

t        0.600                  3.630         5.266                  5.081

P        0.576                  0.001         0.000                  0.000

表2 两组患儿临床指标比较
组别            黄疸消退(d) 安睡时间(h)     每日排便次数(次) 住院时间(d)

对照组(n=81)      5.87±0.85 14.72±3.01     2.25±0.42              7.14±0.88

观察组(n=81)      4.69±0.67 16.07±3.52     4.12±0.58              6.65±0.99

t            9.812 2.623         23.502    3.329

P            0.000 0.010         0.000                        0.001

表3 两组家属满意度比较[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81)    30(37.04)     33(40.74)     18(22.22) 63(77.78)

观察组(n=81)    57(56.41)    19(23.46)      5(6.17) 76(93.83)

χ2           -             -                 -                     35.787

P           -            -                 -                     0.000

3  讨　论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在婴幼儿时期颇为常见，特点为血液
中胆红素浓度异常，易致黄疸，若不及时排出，可能危及中枢
神经系统，影响成长发育[14-15]。蓝光疗法因其经济高效，能加
速胆红素代谢，常用于此病治疗。但长时间照射会降低患儿安
全感，引起哭闹。因此，恰当的护理措施对缓解患儿情绪、提
高治疗配合度至关重要[16]。
　　本研究探讨前馈控制联合加强护理模式在新生儿高胆红素
血症康复中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在实施不同的护理模式
后，观察组患儿的血清胆红素水平在护理后各时段均低于对照
组。表明前馈控制联合加强护理模式能够更有效地降低患儿的
胆红素水平，有助于减轻病情，促进康复。观察组患儿在临床
指标方面的表现优于对照组。指标的改善反映了患儿病情的减
轻，体现了护理模式对患儿生活质量的积极影响。黄疸的快速
消退有助于减轻患儿的痛苦和家长的焦虑，而安睡时间的延长
和排便次数的增加则有助于患儿更好地恢复体力和生理功能。
观察组患儿家长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是由于前馈控制联合加
强护理模式不仅关注患儿的病情和治疗，还注重与家长的沟通
和心理支持。通过详细的健康教育、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和定期
的沟通反馈，家长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患儿的情况。
　　综上所述，前馈控制联合加强护理模式在新生儿高胆红素
血症康复中表现出显著的应用效果。该模式通过全面的风险评
估、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和精细化的病情监测，有效降低了患儿
的胆红素水平，改善了临床指标，提高了家属满意度。因此，
该模式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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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管理制度、培训计划，使得护理工作更加规范化，并增强
护理人员的职业素养，提高其护理技术，且上级人员做好本身
工作的同时，还需监督、指导下级人员的护理工作，以有效提
高体检过程中的整体护理质量[15-16]。
　　综上所述，在体检中心使用程序化和谐护理结合层级管理
可有效降低纠纷事件、意外事件以及投诉事件的发生率，提升
护理工作的质量，提高受检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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