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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4_BF_c22_647853.htm 产时处理 早产儿出生时必须注

意保暖，处理时动作要轻巧而迅速。受凉常会造成不可挽救

的并发症，产房温度必须保持25℃左右。为了预防窒息，产

程中最好不用对胎儿呼吸中枢有影响的麻醉、镇静药。胎头

娩出时，先将胎儿口、鼻腔内的粘液挤出。未清除干净者，

可在胎全部娩出时用消毒吸管吸清，必要时用气管内插管。

口内勿用纱布揩，以免擦伤粘膜促成感染。有呼吸困难或青

紫者及时给氧。待断脐完毕，用消毒植物油纱布轻轻揩去颈

下、腋下、腹股沟等皱褶处过多的胎脂，然后裹以布类。

用0.25%氯霉素或0.5%新霉素眼药水滴眼，预防结膜炎。处理

就绪后，尽快转入已调节好温度的早产儿暖箱内。 护理方法 

初生的早产儿入室后应先安静4小时，头侧向一边，使口内粘

液向外流，以后每2～3小时轻换体位1次。每4小时测体温1次

，每日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之差不应超过1℃。如已稳定在36

～37℃间3次以上，可改为每日上午时及下午时各测1次。若

体温高于37℃或低于36℃，仍需每4小时测1次。 氧的使用以

有呼吸困难或青紫、情况欠佳者为限，勿以氧吸入当作常规

。一般给氧数小时后青紫消失、呼吸正常时便可停止。如体

重夺1000g以下的早产儿，可持续1昼夜。持续给氧最好不超

过3天。禁忌放氧过事、浓度过高，时间过长，以免损伤婴儿

的眼及肺。哺喂时容易发绀的婴儿，可于哺喂前后给予数分

钟氧吸入。 早产儿在脐带脱落、创口愈合后才予沐浴。在不

沐浴时，上半身在暖箱内进行擦澡护理，包裹上半身后再抱



出清洗臀部。体重在1000～1500g以下者，可用消毒植物油或

滑石粉轻擦皱褶处，以保护皮肤。护理中着重做好下列三点

： 1、保暖早产儿由于体温调节困难，因此护理中对温、湿

度的要求就显得很重要。来源：考试大 早产锗衣着以轻柔软

暖、简便易穿为宜，尿布也要柔软容易吸水为佳，所有衣着

宜用带系结，忌用别针和钮扣。睡暖箱者，除测体重外，护

理工作尽量在暖内进行，操作时应边门内进入，非万不得已

才打开箱盖，以免箱内温度波动过大。 凡体重增达2，000g左

右或以上，一般情况良好，室温维持在24℃时，在不加热的

暖箱内保持正常体温，和每3小时用奶瓶喂奶一次吮吸良好，

体重继续上升者，可出暖箱。 2、由于早产儿生长发育较快

，正确的喂养比足月儿更重要。生后开始喂养时间：一般早

产儿可于生后2～4小时开始喂糖水，试喂1～2次无呕吐者，6

～8小时后再改喂奶液。曾发生过青紫、呼吸困难、体重过低

或用手术产出者，可用静脉滴注10%葡萄糖液60ml/kg/d，或

应用全静脉和部份高营养液，情况好转后才改口服。 喂奶间

隔时间：可根据不同体重安排，1000g以下每小时喂1次，1001

～1500g者1.5小时1次，1，501～2，000g者2小时1次，2001

～2500g者每3小时1次。夜间均可适当延长。如遇到摄入量不

足，一般情况欠佳，吮吸力差，胃纳欠佳易吐的婴儿，白天

晚间均以少量多次为宜。 喂奶方法：按早产儿具体情况而定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1）

直接哺喂母奶：出生体重较大已有吮吸能力的可试用此法。

2）奶瓶喂养：也只能用于体重较大的并已有吮吸力的早产儿

。用小号奶瓶，奶液不易转冷。橡皮奶头要软，开孔2～3个

，大小以倒置时奶液适能滴出为度。流奶过快，来不及吞咽



，易致窒息；流奶过慢，吮吸费力，易使疲倦而拒食。 3）

胃管喂养：适用于吮吸吞咽能力不全，体重较低的早产儿。

插时不宜过急，先用镊子将胃管插入1～2cm后，再插入1

～2cm.一般通过上鼻甲后即无多大阻力，插好后检查咽喉是

否见该管直线往下；再将体外端管口置入温开水中查看有无

气泡，该气泡是否与呼吸有关；若无关，再试注2ml温开水入

管内。用上述三步即可检查鼻胃管是否插入胃中。胃管体外

段末端引至暖箱外面套接于20或30ml注射器外管，挂于奶架

上，即可灌奶。胃管内空气向上排除后，奶液便可自动渐渐

流入。每次流奶完毕，再倒2～3ml温开水，冲洗管腔。来源

：www.examda.com 孕周小于32周，体重小于1，500g者，输入

各种和人奶近似的氨基酸和脂类、10%葡萄糖、各种维生素

和电解质，65～100ml/kg/d，最多勿超过3天。对于消化道畸

形手术后暂时不能喂养或严重的呼吸系疾病，低体重儿等摄

入量不足者，也可采用消化道外颈静脉补充营养。 喂哺早产

儿以母乳最为相宜，应尽量鼓励产妇维持母奶。在母乳不足

的情况下，也可考虑用早产儿配方奶人工喂养。早产儿对糖

的消化吸收最好，其次为蛋白质，对脂肪的消化吸收能力最

差。因此以半脱脂奶较为理想。 3、防止感染早产儿室应该

有空气调节设备，保持恒温、恒湿和空气新鲜。 更多信息请

访问：百考试题医师网校 医师论坛 医师在线题库 百考试题执

业医师加入收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