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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技术是一套应用于围生期遵循循证依据的干

预措施(:)#)

$涵盖了规范的产前保健服务%新生儿出生

后立即擦干保暖%母婴皮肤接触%最晚 .$ *,A 内完成

第 :次母乳喂养%延迟脐带结扎至出生后 : Q' *,A%

延迟洗澡至生后 #& K%早产儿袋鼠式护理%新生儿窒

息复苏技术等内容(')

& 自世界卫生组织"R4C-= SE+-BK

TCL+A,D+B,4A$RST#将此技术进行推广以来$许多国

家明显受益& 文献报道显示$该技术可增强新生儿产

时和出生后 ' =的保健效果$降低 ##U的新生儿死亡

率$是有效预防和减少引起新生儿死亡条件$改善母

婴结局的有效方法(&)

& 我国自 #$:5 年引入((67技

术并试点以来$虽然收到了较好的应用效果$但由于

各地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推广效果不理想(%)

& 据统

计$#$:/ 年我国新生儿死亡率为 &V%W$新生儿死亡

例数约占 %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的一半(5)

& 因此$规

范应用((67技术对降低我国新生儿死亡率具有深

远意义$现将((67技术应用和展望综述如下&

73889:技术应用的意义和作用

新生儿生存的关键时期在出生后第 : 个月$特

别是出生当天更为关键& #$:/ 年全球超过 :>' 的

新生儿死亡发生在出生当天$约 /%U发生在出生后

第 : 周(:)

& 张小松和杨慧霞(/)研究显示$出生 #& K

内死亡的新生儿占比约为 55V/U"%5><&#& 早产%低

体重儿由于各器官发育未全$抵抗力低下$所以病死

率高(<)

& 早产可能影响婴儿的生长及智力发育$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 因此$医护人员不

仅承担在产前开展保健服务%产妇分娩过程中保护产

妇和婴儿健康与生命安全的重大责任(:$)

$而且为社

会%家庭和产妇提供高质量围产期服务(::)

& #$ 世纪

.$年代以来$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产时和新生儿保健

领域一系列指南或制度$分娩期保健和新生儿保健服

务逐步规范(:#)

& 例如分娩机构普遍采用的气门芯结

扎脐带%消毒脐带残端后使用纱布包裹(:')

$新生儿娩

出后行呼吸道清理断脐%血渍擦拭%测量体重及身长%

按足印以及即刻母婴皮肤接触等都有了明确的规范

和标准(:&)

$这些都对产妇及新生儿早期保护发挥了

重要作用&

;3889:技术在我国的应用现状

#$:5年我国引入((67技术$截至 #$:.年$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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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家医院引入和应用了((67技术(:)

& +新生

儿早期基本保健技术的临床实施建议"#$:/ 年$北

京#,"以下简称+#$:/ 版建议,#

(5)对早期母婴皮肤

接触%早期母乳喂养%延迟断脐等((67技术核心干

预措施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67技术在国内临床

实践提出宝贵建议& #$#$年$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

会等组织在+#$:/ 版建议,的基础上增加了健康教

育%感染防控以及母婴安全等内容$同时针对推荐的

技术提供了相关的循证医学依据(:%)

& 截至 #$## 年$

在中文数据库统计检索到 #$ 余篇实施((67技术的

有关文章& #$:5年$全国 5家试点医院推行((67技

术 '个月后$产妇分娩行母婴皮肤接触的比例占 </U$

其中在分娩后 : *,A 内进行母婴皮肤接触的占 %%U$

持续接触时间在 .$ *,A 及以上的占 &/U& 出院前母

乳喂养率达到了 //U$纯母乳喂养率达到了 &<U

(:5)

&

#$:/ 年$四川 & 所妇幼保健院的评估结果显示$新

生儿在停止皮肤接触前完成首次母乳喂养成功率和

出院前纯母乳喂养率$((67技术实施组均高于非实

施组':月龄内转诊>因病住院发生率和脐带脱落时间

等指标$((67技术实施组低于非实施组(:/)

& #$:.年$

林俊芳等(:<)研究显示$实施((67技术能够改善新

生儿身体状况$有效降低新生儿窒息%#& K 内肺炎发

生率以及 /# K内住院率$减轻家庭和医疗经济负担&

徐建平等(&)针对足月剖宫产术中实施((67技术$显

示能稳定新生儿体温$减少产妇产后出血$促进早开

奶$提升产妇满意度以及提高产科手术团队水平&

<3889: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效果

<=73为新生儿提供有效保暖3人体子宫内温度一

般为 '/V% Q'/V. X$产房温度为 #% Q#< X$胎儿娩

出从温暖潮湿的环境进入寒冷干燥的环境$温差近

:$ X

(:.)

& 当环境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时$人体

大部分热量可通过辐射%传导%对流%水分蒸发等方

式流失$易致新生儿低体温(:&)

& 低体温可增加新生

儿机体代谢$增加组织耗氧$导致缺氧%酸中毒$甚至

发生新生儿硬肿症及其他严重并发症(#$)

& 因此$维

持新生儿正常体温尤为重要& YH@BC4M+等(:.)认为$

((67技术中的母婴皮肤接触优于其他新生儿保暖

措施$而且更自然%有效& 产妇身体等同于一个恒温

箱$产后即刻开始母婴皮肤接触并持续 .$ *,A$可以

使产妇的体温快速地传递给新生儿$同时母婴皮肤

接触可使新生儿身体放松$激活新生儿感觉神经$降

低交感神经兴奋$促使皮肤血管扩张$促进新生儿的

体温达到正常水平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 有研

究发现$实施((67技术不仅可以有效稳定足月剖宫

产儿的体温(&)

$也能有效降低早产儿出生后 : K 低体

温的发生率(#:)##)

& 因此$应完善产房和手术室基础设

施和设备$为所有符合袋鼠式护理条件的产妇及新生

儿提供服务& 在临床中$部分新生儿因早产或疾病需

紧急转至新生儿科进一步治疗时$对低体温新生儿应

制定循证研究的保暖方案$并参考((67技术施行&

<=;3增加新生儿血容量!新生儿娩出后仍有血液残

存于胎盘内$即刻断脐会使新生儿损失 #$ Q&$ *->ZL

的血液$使大量造血干细胞和铁丢失$导致脏器供血

减少和缺铁性贫血等问题(#')

& 有研究表明$((67技

术中的新生儿延迟至脐带停止搏动后再结扎脐带与

出生后立即结扎脐带相比$血容量提高 '#U$提高新

生儿出生后 #& K 内的红细胞比容和血红蛋白水平$

可增加 # Q5月龄新生儿的红细胞容积%铁蛋白含量%

储存铁含量(#&)

& 李波等(#%)研究发现$延期断脐能够

明显改善早产儿铁的储存$增加肠系膜动脉血流速

度$对促进小肠吸收营养物质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

延迟断脐有助于降低新生儿贫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和脑室内出血发生的风险以及输血需求& 同时$脐带

血中的免疫球蛋白和造血干细胞也可帮助新生儿增

强免疫力$改善新生儿结局&

<=<3提高母乳喂养率!母乳喂养可提供优质%全面%

充足和结构适宜的营养素$对早产儿生长发育十分重

要(#5)

& "K+C*+

(#$)研究指出产后皮肤接触能够刺激产

妇分泌泌乳素及催产素$促进母乳喂养$且母婴皮肤

接触时间越早$第一次母乳喂养的时间也越早'产后

皮肤接触 .$ *,A可提高新生儿 5 周龄时的纯母乳喂

养率& 国内研究表明$出生后即刻母婴皮肤接触不仅

能有效缩短母乳喂养启动时间$提高母乳喂养自我效

能$延长母乳喂养持续时间$还可以加速产妇进入母

亲角色$提高母婴之间的紧密度和熟悉度$促进母子

感情$增加新生儿的安全感(#/)'$)

&

<=>3降低新生儿脐炎发生率3断脐时或脐残端处

理不当$极易导致局部感染$发生脐炎导致发展为脓

毒血症%败血症$甚至蔓延造成肝脓肿%肝硬化等&

((67技术对新生儿脐带处理的建议是!出生后 : Q

' *,A$待脐带停止搏动后结扎脐带"需要复苏和患病

的新生儿除外#& 自然分娩时$可在母婴接触的同时

在产妇腹部进行脐带结扎'剖宫产术者$可将新生儿

置于产妇腹部%大腿或由医务人员托举在胎盘水平位

置进行脐带结扎& 断脐时严格无菌操作$脐残端裸露

于空气中$保持脐部清洁和干燥& 有研究表明$采用

((67技术推荐的脐带处理方法不仅降低脐炎发生

率$同时也促进了新生儿脐带的早脱落(':)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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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发布新的指南认为$对于

有活力的足月儿和早产儿$应在娩出 '$ Q5$ @后再行

脐带结扎('#)

& 因此$延迟脐带结扎的指征和无菌结

扎护理方法是降低新生儿脐炎发生的预防措施$也是

助产士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3降低产妇产后出血发生率!产后出血是产妇产

后常见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

我国产后出血死亡约占孕产妇死因构成的 ::V.U

('')

&

而产后出血与产后子宫收缩乏力密切相关& 早接触%

早吸吮可以促进泌乳$刺激子宫收缩$促进胎盘剥离$

从而降低产后出血('&)

& 研究表明$对自然分娩或剖

宫产的足月产妇实施((67技术能够预防产后大出

血('%)'5)

& 干爱萍等('/)研究发现$对自然分娩的产妇

实施 ((67技术$产后 # K 出血量明显少于未实施

((67的产妇& 在剖宫产产妇中应用该技术$同样可

以降低产妇产后 # K出血量('<)

$主要原因是$产后 # K

是产后出血的高发期$通过早吸吮和早接触可刺激母

亲乳头神经末梢$加快脑垂体释放催产素而促进胎盘

娩出和子宫复旧$从而减少产后出血&

>3结语

目前$((67技术已在全国多地%多试点医院推

行并初见成效(#&)

$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据

RST推测$仍有 &'U的新生儿在首次母乳喂养前与

母亲分离$仅有 '$U的剖宫产产妇及新生儿采用了

((67技术(:5)

& 尽管我国正积极采取行动$但距离实

现 <$U助产机构实施((67技术的区域行动计划目

标还存在差距& 一方面((67技术在我国起步晚$虽

在各级助产机构普及了((67技术$但受地域及文化

差异的影响$部分地区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 另一

方面$虽已制定统一的((67技术实施指南$但我国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护人员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参

差不齐$仍有较多地区的医疗机构人员配比不足%临

床操作不规范制约了((67技术的开展& 再次$((67

技术的实施需要调整产科和新生儿科现有工作流程$

需要产科病房%产房%新生儿科医护人员的协作配合$

((67技术所倡导的新理念能否被医务人员和新生

儿家庭所接受$如何确保((67技术实施过程的质量

安全$如何将围生期院内((67技术与院外延续护理

无缝隙衔接$都是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挑战& 所以在开

展((67技术的过程中$应对管理人员%专业人员%产

妇及家属等$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消除对((67技术

的认识误区$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开展培训和督查$切

实落实相关保健措施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此外$我

国各级医院的实践做法与((67技术存在差异$需要

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加快((67技术的规范推广$加

强多学科间协调合作$帮助和协调解决各医疗机构开

展((67技术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以保证((67技

术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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