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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式护理联合抚触在剖宫产新生儿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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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鸟巢式护理联合抚触在剖宫产新生儿中的实际成效。方法 选择 52 例剖宫产新生儿，随

机分为参考组与实验组，各 26 例。参考组在剖宫产新生儿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鸟巢式护理，实验组实施鸟巢式

护理联合抚触技术。对比两组排便频率、胎粪转黄所需时间、睡眠时长、分娩后 42 天身高和体重，剖宫产产妇

的焦虑评分。结果 相较于参考组，实验组在排便频率、胎粪转黄时间及睡眠时长方面均显著更优（P＜0.05）；

实验组分娩后 42 天生长发育指标也显著更优（P＜0.05）；实验组产妇的焦虑评分显著更低（P＜0.05）。结论 鸟
巢式护理与抚触相结合的方法在剖宫产新生儿护理中展现出明显优势，值得深入推广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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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bird's nest nursing combined with touch in neonatal cesarea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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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ctual effect of bird's nest care combined with touch in cesarean section 
newborns. Methods A total of 52 cesarean section newborn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2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implemented bird's nest car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care for cesarean section newborn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lemented bird's nest care combined with touch 
technology.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defecation frequency, time required for meconium to turn yellow, 
sleep duration, height and weight 42 days after delivery, and anxiety scores of cesarean section mother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erms of defecation frequency, time required 
for meconium to turn yellow, and sleep duration (P＜0.05);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42 days after deliver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P＜0.05); the anxiety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other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bird's nest care and touch shows obvious 
advantages in the care of newborns born by cesarean se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promotio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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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后，剖宫产率总体呈现下

降趋势，但高龄孕妇、有瘢痕子宫史以及伴有并发症或

合并症的高危孕妇群体增加，导致当前我国的剖宫产

率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1]。新生儿的系统器官尚未发育

完全，免疫力较弱，面对外界环境的刺激，其防御和适

应能力相对不足，因此更容易遭受各种病原体的侵袭，

这对其健康成长构成了不利影响[2]。鸟巢式护理作为一

种创新的护理方式，通过模拟人造子宫的“鸟巢”环境，

为新生儿提供一个舒适的体态，满足其成长所需的条

件，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新生儿的生长发育[3]。另一方面，

抚触因其无创、安全、高效的特点，且操作方法简单易

懂、便于推广，因此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4]。本研究主

要探讨鸟巢式护理与抚触结合在剖宫产新生儿护理中

的实际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9 月接收的 52

例剖宫产新生儿，随机分组为参考组与实验组，各 26
例。参考组男性 13 例，女性 13 例；胎龄 37～41 周，

平均胎龄（38.92±1.12）周；出生时体重 2800～44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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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体重（3546.15±438.16）kg。实验组男性 18 例，

女性 8 例；胎龄 37～40 周，平均胎龄（38.69±0.92）
周；出生时体重 2900～4400g，平均体重（3536.53±
464.87）kg。两组资料差异较小（P＞0.05）。纳入标准：

剖宫产足月新生儿；母婴同室新生儿；监护人自愿配合。

排除标准：监护人有精神疾患、不能配合调查者；脱落

标准：非实验因素引起的原因导致转科或提前出院；监

护人提出退出或因个人因素无法继续参与临床试验。 
1.2 研究方法 
1.2.1 参考组在剖宫产新生儿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

鸟巢式护理。对新生儿进行系统检查后将其放置在采

用柔软的全棉布料制作的鸟巢内。协助新生儿采取侧

躺姿势，使其四肢自然弯曲，并依据新生儿的体型选择

合适的鸟巢尺寸，以确保新生儿能最大限度地感到舒

适，并让鸟巢完全包裹住新生儿。 
1.2.2 实验组在参考组的基础上增加抚触技术。每

日沐浴完毕后，操作人员会清洁双手并涂上润滑油，随

后在给予新生儿抚触前，通过眼神与新生儿交流，确保

其感受到安全感。抚触遵循固定流程，从头面部起始，

依次覆盖胸部、腹部、上肢、下肢、手足，直至背部和

臀部，每日进行一次，每次持续 15min。 
1.3 观察指标 
1.3.1 剖宫产新生儿的生理状态：比较两组在排便

频率、胎粪变黄所需时间以及日常睡眠时长上的差异。 
1.3.2 比较新生儿分娩后 42 天身高和体重各指标

的差异。 
1.3.3 评估两组剖宫产产妇在入院时与出院时的

焦虑程度变化差异。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经 SPSS22.0 处理，采用卡方（χ²）检验

对分类变量进行统计，使用 t 检验对连续变量进行统

计，以%和（ x ±s）表示，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新生儿排便频率、胎粪转黄所需时间及睡

眠时长对比 
实验组排便频率高于参考组（P＜0.05），胎粪转

黄所需时间短于参考组（P＜0.05），睡眠时长多于参

考组（P＜0.05），详见表 1。 
2.2 两组新生儿分娩后 42 天生长发育指标对比 
相较于参考组，实验组分娩后 42 天生长发育指标

显著更高（P＜0.05），详见表 2。 
2.3 两组剖宫产产妇的入院时和出院时焦虑评分

对比 
入院时，两组产妇的焦虑评分差异不大（P＞0.05）；

出院时，两组的焦虑评分均有大幅度下降（P＜0.05），而

实验组产妇的焦虑评分明显更低（P＜0.05），详见表 3。 
3 讨论 
3.1 鸟巢式护理与抚触相结合的方式对剖宫产新

生儿生长发育指标的影响 
本研究揭示，鸟巢式护理与抚触相结合对剖宫产

婴儿的生长发育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实验组

新生儿的排便频率高于参考组，胎粪转黄所需时间也

短于参考组，这标志着实验组新生儿的肠道发育更为

成熟且功能稳定。同时，实验组新生儿的睡眠时间也更

长，这有利于其身体发育和免疫系统的建立。此外，实

验组新生儿在分娩后 42天的体重和身高均高于参考组，

这进一步证明了鸟巢式护理联合抚触对新生儿生长发

育的积极作用。 

表 1  两组新生儿排便频率、胎粪转黄所需时间及睡眠时长比较（x±s） 

组别 排便频率（次/天） 胎粪转黄所需时间（h） 睡眠时长（h） 

实验组（n=26） 4.54±0.76 38.22±7.76 21.55±0.42 

参考组（n=26） 4.06±0.82 44.33±13.03 20.88±0.48 

t 值 -2.176 2.053 -5.351 

P 值 0.034 0.045 0.001 

表 2  两组新生儿分娩后 42 天生长发育指标比较（x±s） 

组别 体重（g） 身高（cm） 

实验组（n=26） 5411.53±763.71 57.58±3.48 

参考组（n=26） 4951.92±549.26 55.94±2.19 

t 值 -2.491 -2.033 

P 值 0.016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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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产妇的入院时和出院时焦虑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SAS SDS 

入院时 出院时 入院时 出院时 

实验组（n=26） 54.71±10.43 45.81±8.49* 72.01±11.57 60.76±11.66* 

参考组（n=26） 52.06±9.92 50.57±7.95* 67.01±16.16 67.45±8.48* 

t 值 -0.936 2.086 -1.282 2.363 

P 值 0.354 0.042 0.206 0.022 

注：与同组入院时比较，*P＜0.05 

 
鸟巢式护理通过仿照子宫内的环境，为新生儿营

造了一个温馨、安逸且具有保护性的包裹氛围，有助于

减轻新生儿的应激水平，并促进其生理机能的平稳发

展[5]。在这种环境下，新生儿的四肢能够自然屈曲，保

持一种类似于在子宫内的姿势，从而有利于其骨骼和

肌肉发育。同时，鸟巢式护理还能有效提升新生儿的安

全感，使其更顺畅地过渡到外界环境。而抚触作为一种

非侵入性的温和激励手段，对增进新生儿的血液循环

及神经系统的成长具有积极作用。在抚触过程中，操作

人员与新生儿进行眼神交流，传递爱意和安全感，这有

助于建立良好的母婴关系[6]。同时，抚触有助于推进新

生儿触觉与感知机能的成长，增强其对外界刺激的反

应能力与适应能力。 
3.2 鸟巢式护理联合抚触对剖宫产产妇焦虑的影

响 
本研究还发现，鸟巢式护理联合抚触能够显著降

低剖宫产产妇的焦虑水平。产妇在剖宫产术后往往面

临着身体疼痛、育儿压力等多种挑战，容易产生焦虑情

绪[7]。而鸟巢式护理联合抚触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护

理模式，能够减轻产妇的育儿压力，提高其自信心和满

意度，从而有助于缓解焦虑情绪。鸟巢式护理通过构建

一个舒适且安全的新生儿照护环境，有效缓解了产妇

对于新生儿健康状况的忧虑与不安情绪。同时，抚触作

为一种亲密的接触方式，能够增强母婴之间的情感联

系，使产妇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和关爱。这些都有助于降

低产妇的焦虑水平，促进其身心健康的恢复。此外，鸟

巢式护理联合抚触还能够提高产妇的育儿技能和自信

心。在护理实践中，护理人员会向产妇教授科学的育儿

方法与技能，以助力其更有效地照料新生儿。同时，通

过抚触等亲密的接触方式，产妇能够更好地了解新生

儿的需求和反应，从而更加自信地应对育儿挑战[8]。 
综上所述，在剖宫产新生儿中，鸟巢式护理与抚触

相结合的方式成效显著，不仅能够促进新生儿的生长

发育，提高产妇的育儿体验，还能够显著降低产妇的焦

虑水平，值得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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