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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儿童保健护理对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干预效果评价

张银琼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民族妇幼保健院 湖北 恩施 445400

摘� 要：目的：分析规范性儿童保健护理对婴幼儿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3年3月-2024年3月本院94名接受
保健婴幼儿开展研究，用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为对照组47名，行常规保健治疗，观察组47名，行规范性保健护理，比
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的头围、体重、身高、精细动作、语言、社交行为、适应性和大动作评分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消化不良、湿疹、贫血和感冒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结论：给予婴幼儿规范性保健护理能
促进生理发育，改善神经心理状态，防范常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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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持续进步，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于儿童保健有

了更深刻认识。对于婴幼儿，其机体功能高速发展，要提

供均衡、丰富营养[1]。就婴幼儿发育而言，其呈现出连续

性、动态性等特征，为了更好地符合生长规律，维护机体

功能，应采取保健方法，积极干预，推动生长发育，防范

常见病。就儿童保健而言，其涵盖多方面内容，例如儿童

护理、营养、心理及疾病防治等。针对婴幼儿，其生长发

育涵盖三方面内容，既包含生长发育，又涵盖成熟，其影

响因素较多，包括生活环境、精神心理等[2]。常规保健护

理更重视营养支持、环境等方面，对于精神心理等缺乏关

注，局限性大，采取规范性措施，可从多方面进行干预，

维护健康水平。本次研究以接受保健婴幼儿为对象，分析

规范性儿童保健护理的应用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3月-2024年3月本院94名接受保健婴幼儿

开展研究，用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为对照组47名，男24
名，女23名，年龄为27-50d，平均年龄（36.32±3.25）
d；观察组47名，男25名，女22名，年龄为28-51d，平
均年龄（36.41±3.19）d。两组一般资料（P > 0.05），
具有可比性[3]。

纳入标准：单胎；足月儿；经阴道分娩，且胎儿娩

出后无窒息；家长知情同意本次研究。排除标准：先天

性疾病；机体发育不健全；伴有胎儿窘迫综合征；精神

疾病；发育迟缓。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提供常规保健干预，提供身体

检查，教会其正确喂养法，观察饮食情况，开展基础

功能测试等。观察组以对照组为基础，行规范性保健

护理：

1.2.1  制定护理措施
针对每位婴幼儿，为其建立健康档案，全面评价各

种信息，既包含体格、营养状况，又涵盖体能发育等。

结合评估结果，创建护理方案，具有差异化、针对性等

特征。进行集中授课，频率为1次/月，确定主要对象，或
为监护人，或为对象，制作健康教育手册，提供给主要

对象，向其介绍保健意义[4]。

1.2.2  给予育儿指导
加强健康教育，特别是教育开发、早期运动，说明

实施意义，指导其做被动体操训练，开展抚触训练，结

合婴幼儿年龄，制定综合训练方案，包括锻炼认知能

力、训练想象力和巩固记忆力等。训练手功能，提升其

语言技能，培养其社交能力，根据婴幼儿喜好，选择适

宜方式，包括书籍，采用图像卡片，借助玩具等，加强

其综合技能。开展趣味活动，负责人为家庭小组，定期

举办相应活动，加强创造、观察能力，提升各项技能[5]。

1.2.3  喂养干预
介绍母乳喂养意义，激发母亲意愿，令其能主动喂

养；向母亲介绍正确喂养方法，缓解由喂养引发的疼

痛，帮助母亲加强信心；针对婴幼儿，评估其营养状

况，同时依据年龄，适当补充维生素D3等；婴幼儿出
生6个月后，适当提供辅食，补充钙元素、蛋白质及维
生素，饮食搭配要合理，秉持多样化原则，调动进食兴

趣；当其断奶后，提供充足牛奶，多补充微量元素，例

如维生素E、B等；着重介绍婴幼儿多发病，做好疾病预
防，例如流感、贫血等，介绍疾病表现、影响因素等，

讲解治疗方法，及时清洁口腔，防范龋齿等[6]。

1.2.4  及时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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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接种疫苗，普及疫苗有关知识，介绍接种意

义。提醒家长接种时机，若婴幼儿存在湿疹，或出现腹

泻、发热等现象，一定要确保愈合后，再接种疫苗。

1.2.5  做好培训工作
定期进行保健培训，1次/2个月，由儿童保健医生进

行培训，为家长讲解一些益智小游戏，保证符合婴幼儿

身心状态，借助相应游戏，培养各种功能，提升肢体协

调性，可开展视觉训练，利用一些图片，给婴幼儿带来

视觉刺激，可有简单线条，色彩明亮、鲜艳。介绍婴幼

儿喂养知识，提供营养指导，讲解常见病知识等。开展

培训后，制定宣传/保健手册，为每位家长发放[7]。

1.2.6  开展室外活动
鼓励家长尽早带婴幼儿前往室外，开展相应活动，

沐浴在新鲜空气下，多晒太阳。进行室外活动时，可去

人流量少、空气清新场所，适当活动，时间为15min/次，
频率为2次/d，随婴幼儿生长，适当增加。于寒冷季节
外出时，做好保暖工作，将口罩、手套及帽子等戴好，

尽量预防着凉。处于夏季时，可适当晒太阳，提升免疫

力、抵抗力。

1.2.7  按摩皮肤/水浴
包括背部、面部、腹部、胸部和四肢皮肤，开展按

摩，保证有规律，力度适宜，15min/次，频率为3次/d。
定期开展水浴，每次约10min。

1.2.8  心理干预
营造稳定、温馨的心理情境，令婴幼儿自觉被尊

重，提升安全感。主动和婴幼儿交流，可采取轻拍、拥

抱等行为，提供温暖，通过逗笑等行为，改善大脑神经

情况，加强安全感[8]。

1.2.9  应用信息平台
创建微信公众号，为婴幼儿提供服务，收集健康育

儿知识，定期推送，由资深保健医生负责，整合健康知

识，并编写有关内容。资深保健医生负责，创建宝妈交

流群，同时有若干保健护士配合。当宝妈遇到问题时，

能及时通过交流群询问，提供正确指导。经由公众号，

定期推送有关知识，例如营养喂养方面、日常保健方面

和功能训练方面等，告知家长怎样提升儿童免疫力，当

其生病后如何处理等。提供适当保健指导，讲解健康知

识等。

1.3  观察项目和指标
评价生理发育情况检查干预前后的头围、体重和身

高。评价神经心理发育情况：选取Gesell量表，涵盖精细
动作、语言、社交行为、适应性和大动作。评价常见病

发生情况：包括消化不良、湿疹、贫血和感冒。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7.0处理数据，（ ）与（%）表示计量与计

数资料，分别行t与x2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生理发育情况比较
对比头围、体重和身高，观察组均更高（P  < 

0.05）。详见表1。

表1 两组生理发育情况比较[n( )]

组别 名数
头围（cm） 体重(kg) 身高（cm）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7 35.26±4.16 44.98±2.67a 8.41±1.13 12.12±2.63a 67.64±4.16 77.18±6.29a

对照组 47 35.31±4.09 41.81±2.34a 8.52±1.09 10.31±2.18a 67.52±4.38 72.08±6.63a

t / 0.059 6.121 0.480 3.632 0.136 3.826 
P / 0.953 0.000 0.632 0.000 0.892 0.000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aP < 0.05。

2.2  两组神经心理发育情况比较
对比精细动作、语言、社交行为、适应性和大动作

评分，观察组均更高（P < 0.05）。详见表2。

表2 两组神经心理发育情况比较[n( )]

组别 名数
精细动作（分） 语言（分） 社交行为（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7 85.46±4.16 99.58±3.44a 89.26±4.22 98.99±4.15a 84.15±4.61 96.58±3.37a

对照组 47 85.35±3.91 91.25±3.41a 89.34±4.19 94.23±4.17a 84.35±4.39 90.42±3.46a

t / 0.132 11.790 0.092 5.547 0.215 8.744 

P / 0.895 0.000 0.927 0.000 0.83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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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两组神经心理发育情况比较[n( )]]

组别 名数
适应性（分） 大动作（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7 84.45±4.16 95.45±4.55a 85.36±3.61 96.53±4.17a

对照组 47 84.53±4.09 90.85±4.46a 85.41±3.58 91.26±4.09a

t / 0.094 4.950 0.067 6.185 
P / 0.925 0.000 0.946 0.000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aP < 0.05。

2.3  两组常见病发生情况比较
对比消化不良、湿疹、贫血和感冒发生率，观察组

均更低（P < 0.05）。详见表3。

表3 两组常见病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名数 消化不良发生率 湿疹发生率 贫血发生率 感冒发生率

观察组 47 3（6.38） 2（4.26） 1（2.13） 6（12.77）

对照组 47 14（29.79） 10（21.28） 8（17.02） 18（38.30）
x2 / 8.689 6.114 6.021 8.057 

P / 0.003 0.013 0.014 0.005 

3 讨论

婴幼儿影响着国之未来，经调查显示，于性格、智

力思维和体格发育等层面，分析关键时期，属于0-3岁，
基于此，建议在该阶段开展保健护理，以推动生长发

育，改善健康状态，有效防范常见病[9]。

采用常规保健护理时，更关注营养、体检等方面，

针对发育、行为方面和心理状态等，缺乏重视程度，实

际效果不理想。另外，该模式未兼顾疫苗接种、疾病

预防等内容，难以促进婴幼儿成长。针对儿童保健，其

涵盖内容多，范围广，执行规范性保健护理，能满足婴

幼儿多项需求，加快生长发育进程，提升干预效果。重

视营养支持，提倡采取母乳喂养，便于加强免疫力，提

高智力水平，同时能防范肥胖和过敏性病变[10]。予以喂

养指导，建立健康档案，动态监测婴幼儿基础信息，例

如体重、身高等，将其录入，提供指导，对于母乳缺乏

者，小于6个月者，可混合奶粉，超过6个月后，要加
入辅食，维持营养需求。进行多方面训练，包含智力

等，宣传疾病预防知识等。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和对照组

比，观察组的头围、体重和身高均更高（P < 0.05），
表示规范性保健护理能改善机体状态。观察组的精细动

作、语言、社交行为、适应性和大动作评分均更高（P < 
0.05），代表该模式能培养各项功能，例如语言、动作
等，可提高综合素养。观察组的消化不良、湿疹、贫血

和感冒发生率均更低（P < 0.05），表明该模式能防范常
见病。说明应用规范性保健护理效果更明显。

综上所述，给予婴幼儿规范性保健护理能促进生理

发育，改善神经心理状态，防范常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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