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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对早产儿家长实施延续健康教育的效果 方法 将 60 例住院治疗的早产儿家长
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名 住院时对两组实施同样的健康教育措施 出院后对照组家长给予常规出院
指导 对观察组家长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延续健康教育 结果 家长护理知识掌握程度观察组高于对照
组 早产儿出生 6 个月体重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出院后早产儿患病率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延续健康教育可以提高早产儿家长对护理知识及技能的掌握程度 改善早产儿疾病的预后和降低患病率 提
高早产儿出院后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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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产儿是指胎龄 <37 W出生 体重 <2 500 g 
身长<47 cm的活产新生儿 1  由于早产儿各器官
发育不成熟 功能不健全 生活能力低下 2  其预后
和远期生存质量都受到较大的影响 亦给家长对早
产儿的哺育和护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为提高早产儿
出院后的生存质量 我科对早产儿家长实施延续健
康教育 取得较好的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9-01 ~2011-12 在我科住
院的早产儿 60 例 排除有疾病的早产儿  其中男
42 例 女 18 例 胎龄 33.75 12.43 周 出生体重
 2043 1305.44 g 将早产儿家长随机分成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 30 名 两组早产儿出院时均达出院标
准 在胎龄 出生体重 家长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等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早产儿住院时 护理人员均对家长
实施同样常规的健康教育 出院后对照组给予常规
出院指导 包括健康知识教育及护理知识培训  观
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延续健康教育措施 具
体方法如下 
1.2.1 延续健康教育实施方法 建立延续健康教
育登记本 每次教育后均对早产儿当前状况及家属
的反馈进行记录 早产儿出院后进行电话随访 家
访或回诊随访 第 1 个月每周 1 次或视早产儿情况
增加随访次数 第 2 个月每 2 周一次 以后每月一

次 持续 6 个月 每月定期举办育儿讲座 1 次 指导
家长填好早产儿日记 每次随访或回诊时给予检查 
以评价家长护理早产儿的水平及早产儿生长发育情

况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或更改健康教育措施 
1.2.2 延续健康教育内容  1 喂养知识 母乳喂
养 人工喂养 混合喂养和辅食添加  2 感染的预
防 居住环境卫生要求 日常接触方法 母婴交叉感
染 脐带感染 婴儿常见病预防知识等  3 生活护
理 婴儿沐浴 脐部护理和保暖常识  4 婴儿抚触
和婴儿体操的指导  5 生长发育监测知识 新生
儿正常抬头 走路 认人等的时间 体重和身高的增
长  6 用药知识 预防接种和其他用药常识  7 
常见问题的观察处理 如婴儿哭闹 便秘等 
1.3 效果评价 早产儿出院满 6 个月时对两组家
长采用自行设计早产儿护理知识调查问卷进行家长

护理知识掌握情况调查 并对早产儿体重增长情况
及患病情况进行统计比较 早产儿护理知识的问卷
内容包括 喂养知识 婴儿抚触和婴儿体操方法 生
活护理 生长发育监测 感染预防 用药知识及常见
问题的识别处理等 7 个项目共 100 分 分数越高表
明护理知识掌握越好 反之则越差 两组问卷共发
60 份 回收 60 份 有效率 1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1.5 软件包进行数据
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1标准差 !x1s 表示 两样本
均数比较方差齐时采用 t 检验 方差不齐时采用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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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2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0
2 结果
2.1 两组早产儿出院满 6 个月时体重增长情况及
出院后患病情况比较 观察组出院后出现支气管肺
炎 1 例,高热~拒乳 1 例;对照组出现吸入性肺炎 3
例,高热~拒乳 3 例,营养不良 3 例,肠道感染 2 例,
尿布炎糜烂 2 例,其中再次住院 6 例0 观察组患病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0 见表 10 两组早产
儿 6 个月时体重增长情况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P<0.01>0 见表 20
2.2 两组早产儿家长护理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观
察组家长喂养知识~婴儿抚触和体操知识~生活护
理~生长发育监测方法~感染预防~用药知识~常见问

题的识别处理等护理知识掌握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1>0 见表 30
表 1 两组早产儿出院后患病率比较 n<%>]

组 别 例数 患病 患病率

观察组 30 2 6.6

对照组 30 13 43.3

!2 - 12.94

P - <0.01

表 2 两组早产儿 6 个月时体重增长情况比较 <!x1s>,g]

组 别 例数 出生体重 6 个月体重
观察组 30 2043.05 1500.19 8730 1515.29
对照组 30 2045.81 1540.37 6993 1510.76
t' - 0.021 13.113
P - 0.983 0.000

表 3 两组早产儿家长护理知识掌握情况比较<分>

组 别 例数 喂养知识 婴儿抚触和体操知识 生活护理 生长发育监测 感染预防 用药知识 常见问题的识别处理

对照组 30 89.51 15.36 91.28 19.71 84.36 14.22 90.67 14.43 88.22 18.04 87.56 17.59 84.91 18.26

观察组 30 52.61 18.24 55.16 18.95 54.16 16.64 59.36 18.82 51.32 19.57 50.93 14.88 49.67 17.44

t - 11.14 9.61 8.97 10.22 9.56 9.91 12.05

P -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3 讨论
3.1 对早产儿家长实施延续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早产儿由于各系统发育不够成熟,生活能力较低或
伴有各种疾病 3] ,短暂的住院治疗及健康教育远远
不能满足家长抚育早产儿的需求0 早产儿家长大都
缺乏育儿知识,特别是抚育早产儿的知识,早产儿住
院时家长虽然都接受了健康知识教育,但由于家长
紧张~焦虑等情绪因素的影响及有相关医护人员可
以依赖等原因,育儿相关知识的吸收和掌握有限0
延续健康教育从住院~出院指导延续至家庭,进行有
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可提高家长对早产儿护理知识
及技能的掌握程度0 在实施延续健康教育过程中能
及时发现并纠正家长不当的日常护理行为和喂养方

式,督促其重视预防感染,从而降低早产儿的患病
率,促进早产儿体重的增长0 对家长实施延续健康
教育可以提高家长对早产儿异常状况的识别,能及
时发现异常,及早就诊,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及家庭
护理 4] 0 培训和教育家长如何养育早产儿,使早产
儿护理由医院延伸至家庭,是提高早产儿生存质量
的保障,可改善早产儿疾病的预后和降低患病
率 5] 0
3.2 对早产儿家长实施延续健康教育的效果分析
早产儿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与足月儿比较生理上

差异很大 6] ,其护理不仅包括急性期的住院护理,
出院后的恢复期和成长期护理亦不容忽视0 出院后
患儿能否得到持续良好的护理与家长掌握的护理知

识密切相关,对照组出现 3 例吸入性肺炎,皆因母亲
初次哺乳缺乏安全哺乳常识~哺乳不当引起;3 例营
养不良均因未按需哺乳和合理添加辅食导致;2 例
尿布炎糜烂均因护理不当引起;观察组仅有 2 例患
病0 本组结果显示,出院后对早产儿家长进行延续
健康教育可以降低早产儿的患病率,提高早产儿出
院后的生存质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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