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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近年，剖宫产术已经成为产科领域中的重要手

术，剖宫产新生儿因缺乏先天感觉统合锻炼的机会，

出生后的早期影响及护理对于孩子体格成长、健康状

况及脑功能发育有关键的作用，是保证早期影响和新

生儿远期影响的关键。科学合理的早期护理能够提高

新生儿健康状况，减少剖宫产后新生儿并发症，帮助

新生儿健康成长
[1]
。本次研究就在我院行剖宫产出生

的134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行常规护理和早

期护理措施，就其远期疗效和安全性展开分析。

　　1资料与方法

早期护理对剖宫产新生儿的远期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河南省开封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河南 开封 4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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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早期护理剖宫产新生儿的远期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我院2015年3月-2016年3月出生的134例剖宫产新

生儿，按照双盲法分为两组。对照组新生儿单纯接受我院新生儿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新生儿在此基础上实施早期

护理措施。对比两组新生儿神经行为、及1年后的发育商，出生后并发症情况及远期影响指标。结果 出生后30d，

观察组新生儿的神经行为评分(1.97±0.5)显著高于对照组(1.65±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新

生儿发生并发症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新生儿远期影响、出生后12个月发育

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新生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针对剖宫产新生儿实施早期护理有助于提高新生

儿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儿神经及发育商，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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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Therapeutic Effect and Safety of Early Nursing on Neonates Via Cesarean Section
WANG Yan-yue.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Kaife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Kaifeng 475000,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long-term therapeutic effect and safety of early nursing on neonates via cesarean section. 
Methods  From Mar. 2015 to Mar. 2016, 134 neonates via cesarean sec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ouble blind method. Both groups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besid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additional early nursing measures. The neurobehaviors, development quotient 1 year after birth, 
complications after birth and long-term impact indicator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30d after birth, 
the neurobehavioral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1.97±0.5)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65±0.4),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rate of neonatal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long-term impact indicator and developmental quotient 12 months after birth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arly nursing which is safe and effective, can improve the health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neonates via cesarean sectio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ir nerv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quotient. Thu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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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5年3月-2016年3

月出生的134例剖宫产产妇，产妇年龄均在22～35

岁，平均(28.3±4.8)岁，孕周37-41周，平均

(39.2±2.1)周。所有产妇均为剖宫产，按照双盲法

将134例新生儿分为两组，每组67例，对照组67例中

男36例，女31例；观察组67中男32例，女34例。排除

先天性心肺疾病、遗传疾病及家属不签署同意书新生

儿，两组新生儿的一般资料方面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对照组新生儿给予我院新生

儿常规观察护理，同时指导产妇以传统方式喂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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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观察组新生儿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早期护

理，包括喂养方式指导，环境护理、早期教育等措

施。喂奶方式：产妇手术结束后回到病房，护理人员

应指导产妇进行母乳喂养，按照2-3h/次。后将0.16g

剖宫产奶粉溶于30ml温开水中进行喂养。针对存在呕

吐、反酸等情况的患儿可以先洗胃或西咪替丁注射等

措施进行处理。环境干预：新生儿出生后，护理人员

可以触觉与患儿沟通，通过腹膜新生儿面颊、胸部及

腹部和背部的皮肤，按照2-3次/d，每次5-10min，让

新生儿感受到关心
[2]
。听觉训练：护理人员应以轻柔

的语气对新生儿进行话语交流，可通过播放轻音乐的

方式，2次/d，10min/次。视觉刺激：护理人员距离

新生儿眼前20cm处，摇晃有红、黄、绿三种颜色的彩

球，以达到刺激新生儿视觉的目的
[3]
。在新生儿出院

后第二周开始，安排随访跟踪护理人员针对性开展早

期教育，包括对患儿认知能力、语言训练、情绪及社

会行为训练等措施，出院前，由护理人员指导产妇及

其家属进行相关练习，出院后按照2次/d，10min/次

进行
[4]
。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新生儿神经行为、及1

年后的发育商，出生后并发症情况及远期影响指标。

根据盖泽尔发育商检测法对新生儿心智发展水平进行

评估。发育商=发育年龄/新生儿实际年龄×100，发

育商≥85分为正常，＜70分为异常。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

析。运用(χ
-
±s)表示，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

用χ
2
进行分析；多因素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均

为双侧，P＜0.05定为有显著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儿神经行为及远期影响比较  出生

后30d，观察组新生儿的神经行为评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观察组新生儿远期影响、出生后12个月发育

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新生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观察组新生儿4例出现肺炎、6例出现腹

泻，并发症发生率14.93%，对照组新生儿出现10例肺

炎、8例出现腹泻，并发症发生率26.87%，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4.3118，P＜0.05)，见表1-2。

　　3讨论

　　剖宫产是临床上的常见手术，主要目的是解决难

产和某些产科综合症，挽救产妇和围生儿生命的有效

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产

妇选择剖宫产进行生产，但手术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母

亲以及胎儿的健康与安全，因此每个环节都显得特别

重要，容不得一点差错的出现。自然分娩相较于破宫

产分娩来说对产妇及婴儿都较好，剖宫产的新生儿因

未经产道的挤压，失去了第一次触觉和本体感觉的尝

试，不能在分娩的过程中获得母亲完整的免疫因子，

从而影响新生儿的健康
[5]
。因此，合理的剖宫产新生

儿早期护理对新生儿的健康及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作

用。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出生后30d，观察组新生

儿的神经行为评分(1.97±0.5)显著高于对照组

(1.65±0.4)，且观察组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14.93%

显著低于对照组26.8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

新生儿远期影响、出生后12个月发育商均显著优于对

照组新生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也显然说明，针

对剖宫产新生儿实施早期护理能够改善新生儿的远期

情况，提高新生儿的神经行为，降低并发症。通过早

期护理中的母乳喂养指导，保证新生儿充足的营养吸

收和及时的营养补充，通过进行视觉、听觉及触觉的

刺激干预提高新生儿适应能力，从而促进大脑皮质的

发育，另外，做好环境干预保证新生儿的成长环境，

通过认知能力、语言、情绪及社会行为和运动训练等

措施，全面提高新生儿远期疗效，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
[6]
。

　　综上所述，针对剖宫产新生儿实施早期护理有助

于提高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降低并发症的

发生率，提高患儿神经及发育商，安全有效，值得临

床推广。

表1 两组新生儿出生后神经行为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神经行为评分      1年后发育商

对照组    67      1.65±0.4        88.23±10

观察组    67      1.97±0.5         97.3±5

t         4.0907         5.7973

P         0.0001         0.0000

表2  两组新生儿远期影响比较[n(%)]

组别   例数 运动低下 语言障碍  听力障碍  社会行为障碍

对照组  67   3(4.48)  9(13.43)   4(5.97)      5(7.46)

观察组  67     0      3(4.48)   0     1(1.49)

t      4.5827   4.9124    6.1537      4.1688

P 　   0.0323   0.0267    0.0131      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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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讨论

　　受经济水平和医疗资源限制，我国绝大部分CP患

儿不能长期接受住院治疗，因此家庭康复训练成为CP

患儿首选干预手段。此法能获得一定疗效，但受个体

差异影响较大，故需进一步寻求更有效和更便利的CP

治疗方案。CP核心病理机制在于脑细胞受损导致的运

动、智力等发育异常，相关研究指出，出生2年内大

脑处于快速发育期，此阶段对CP患儿进行干预能有效

促进大脑代偿能力增强
[6]
。故本研究针对2岁以下患

儿开展干预研究，以便为提高CP临床疗效提供依据。

本研究发现，经6个月治疗后研究组显效率和总有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这表明早期院内康复训练较家庭

康复更有效。出现这种情况，考虑以下几个原因。一

是患儿年龄较小，运动功能和姿势异常表现不明显，

进行院内综合康复训练时专业人员能更准确地发现其

异常状况并进行纠正，家庭康复训练对此方面效果有

限。二是院内综合康复训练经验更丰富，且能使用恰

当地辅助器械以加强治疗效果。三是患儿处在发育

期，在治疗过程中病情不断变化，院内干预有利于针

对性地根据病情和患儿反应来调整训练计划。

　　近年来大量文献指出，虽然脑损伤不可逆，但康

复训练能减少患儿的异常姿势和不良平衡，并促进运

动功能发育
[7]
。本组资料结果也显示，研究组GMFM测

试A、B区评分均升高。0～2岁患儿运动模式尚未固

化，不断进行姿势纠正并强化效果能有效抑制痉挛、

预防和延缓肢体挛缩变性。综合康复训练过程中能根

据患儿年龄大小和发育顺序引导、协助患儿进行坐、

站等运动，刺激脑电活动、促进病变部位血液循环，

来增强患儿脑部代偿功能，使之趋近于正常婴幼儿发

育水平。本研究中运动发育水平治疗后显著改善的结

果也支持这一论点。而研究组智力发育稍高于对照

组，但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考虑与观察时

间过短不足以显示出差距和婴幼儿基础智力水平低等

原因有关。

　　本研究限制于样本量和观察时间，未能评估受试

者使用远期预后状况，需增加样本量、延长观察时

间，以提升结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综上所述，院内早期综合康复能显著改善患儿运

动功能和发育水平，较之家庭康复干预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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