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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提高护理人员对足月小样儿的认知，

加强护理实践中的专业技能和操作能

力，确保母婴安全。

足月小样儿是指胎龄满37周至42周出

生，体重低于2500克的活产新生儿。

由于小样儿生理特点特殊，护理过程

中需更加细心和专业。

目的和背景

背景

目的



定义
足月小样儿是指出生体重低于同胎龄儿平均体重第10百分位数，或低于平均体

重2个标准差的新生儿。

特点
小样儿通常表现为皮下脂肪少、保温能力差、呼吸浅快、吸吮力弱等特点，需

要更加细致的护理和观察。

小样儿定义及特点



通过查房，护理人员可以更加全
面地了解小样儿的情况，及时发
现并处理问题，提高护理质量。

提高护理质量
查房过程中，护理人员可以对产妇
进行宣教和指导，帮助产妇更好地
照顾小样儿，同时保障母婴安全。

保障母婴安全

定期的查房和病例讨论有助于护理
人员不断学习和进步，提高专业素
养和综合能力。

促进专业发展

护理查房重要性



02
足月小样儿基本情况介

绍



足月小样儿出生体重多低
于2500g，身长也可能较
正常足月儿短。

体重和身长 体型和外观 器官发育

部分足月小样儿可能显得
比较瘦弱，皮肤松弛，皮
下脂肪少。

虽然孕周已足，但足月小
样儿的器官功能和适应能
力可能相对较弱，尤其是
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

030201

生长发育特点



新生儿窒息
由于小样儿出生时容易发生胎粪吸入等，可

能导致新生儿窒息。

低血糖
小样儿糖原储备不足，出生后容易发生低血

糖。

宫内感染
小样儿在宫内时容易发生感染，出生后也需

要密切关注感染情况。

发育迟缓
小样儿在生长发育方面可能存在迟缓现象，

需要长期随访和干预。

常见疾病及并发症



足月小样儿通常需要使用特殊配方奶粉或

母乳强化剂进行喂养，以满足其较高的营

养需求。

喂养方式

根据小样儿的体重、身长和生长情况，医

生会制定个性化的喂养方案，包括喂养量

和喂养次数。

喂养量

足月小样儿可能需要额外补充一些营养素，

如维生素、矿物质等，以促进其生长发育。

营养补充

在喂养过程中需要密切观察小样儿的耐受性，

如有无呕吐、腹胀、腹泻等不良反应，及时

调整喂养方案。

喂养耐受性

喂养与营养需求



03 护理评估与诊断



生命体征监测与评估

观察呼吸频率、节律，

有无呼吸困难或呼吸暂

停现象。

监测心率变化，注意有

无心律失常或心动过缓

。

保持适宜的环境温度，

监测体温变化，避免低

体温或发热。

定期测量血压，注意有

无低血压或高血压情况

。

呼吸 心率 体温 血压



皮肤颜色

皮肤完整性

黏膜状态

脐部护理

皮肤、黏膜观察与评估

观察皮肤颜色是否红润，有无

苍白、发绀或黄染现象。

观察口腔黏膜是否湿润，有无

溃疡或鹅口疮。

检查皮肤有无破损、红肿、硬

结或淤点淤斑。

检查脐带是否脱落，脐周有无

红肿或分泌物。



了解喂养方式，如母乳喂养、人工喂养或混
合喂养。

喂养方式

评估每日喂养量是否充足，有无摄入不足或
过量现象。

喂养量

观察喂养次数是否合理，有无频繁喂养或长
时间不喂情况。

喂养次数

注意有无呕吐、腹胀、腹泻或便秘等不耐受
表现。

耐受性观察

喂养耐受性评估与诊断



04 护理措施及实施



通常保持在24-26℃，根
据季节和气候变化适时调
整。

维持适宜室温

如辐射台、暖箱等，确保
小样儿体温稳定。

使用保暖设备

根据小样儿体重和体温情
况，选择合适厚度的包裹
和盖被。

包裹和盖被

保暖和环境调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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