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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基于超高效液相色谱 -四极杆 -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法（UPLC-Q-Exactive Orbitrap MS）分析多花黄精

生品与酒制品化学成分差异。方法：采用 UPLC-Q-Exactive Orbitrap MS 对多花黄精炮制前后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原始数据

处理后提取有效响应离子，结合多元统计分析并根据变量重要性投影（VIP）值>1、P<0.05、差异倍数（FC）>2 或 FC<0.5 等条件

筛选多花黄精炮制前后的差异化合物，基于保留时间、准分子离子、碎片离子等信息并结合对照品及文献进行成分鉴定，通过

聚类热分析确定显著性差异化合物并进行相对定量分析，以明确多花黄精炮制前后主要成分的变化规律。结果：共鉴定出多

花黄精生品与酒制品差异成分 72 个，包括生物碱类化合物 15 个、有机酸类化合物 12 个、氨基酸类化合物 12 个、黄酮类化合物

6 个、糖类化合物 4 个、其他类化合物 23 个。共有显著性差异成分 18 个，其中 L-苹果酸、乳酸、天师酸等 13 个化合物在酒制后

含量呈上升趋势；反式-3-吲哚丙烯酸、L-精氨酸、D-色氨酸等 5 个化合物在酒制后含量呈下降趋势。结论：多花黄精炮制前后

化学成分存在明显差异，主要为有机酸类、糖类、氨基酸类、黄酮类、生物碱类化合物，该研究可为黄精炮制机制的深入研究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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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quadrupole-electrostatic field orbitrap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UPLC-Q-Exactive Orbitrap M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chemical components between raw products and wine-processed products of Polygonatum cyrtonema rhizome. 

Method：： UPLC-Q-Exactive Orbitrap M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P. cyrtonema 

rhizome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and the effective response ions were extracted after raw data processing， and 

the differential compounds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were screened combined with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variable importance in the projection（VIP） value>1， P<0.05， fold 

change（FC）>2 or FC<0.5， based on the retention time， quasi-molecular ions， fragment io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e components were identifi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trol products and the literature， an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by clustering thermal analysis and relative quantitative analyzed，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hange rule of the main components in P. cyrtonema rhizome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Result：： A total of 72 differential constituents between raw products and wine-processed product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15 alkaloids， 12 organic acids， 12 amino acids， 6 flavonoids， 4 saccharides and 23 others. There were a 

total of 18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onents， among which 13 compounds， including L-malic acid， lactic acid 

and 9，12，13-trihydroxy-10-octadecenoic acid，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content after wine processing， 

5 compounds such as trans-3-indoleacrylic acid， L-arginine， D-tryptophan，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after 

processing. Conclusion：：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P. cyrtonema rhizome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mainly organic acids， saccharides， amino acids， flavonoids and alkaloids， which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Polygonati Rhizoma.

［［Keywords］］ Polygonati Rhizoma； wine-processed Polygonatum cyrtonema rhizome；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quadrupole-electrostatic field orbitrap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UPLC-Q-Exactive Orbitrap 

MS）；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differences in chemical composition； proces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黄精来源于百合科植物滇黄精 Polygonatum 

kingianum、黄精 P. sibiricum 或多花黄精 P. cyrtonema

的干燥根茎，味甘、性平，入脾、肺、肾经，具有补气养

阴、健脾、润肺、益肾的功效［1］。黄精生品口服具有麻

舌感且“戟人咽喉”，经反复蒸晒后方可入药。唐朝

《千金翼方》中记载了“黄精造干法”即重蒸法，至《食

疗本草》中黄精“九蒸九曝”的炮制工艺［2］，后续的本

草著作中以“九蒸九晒”炮制法居多，且沿用至今。但

“九蒸九晒”炮制工艺并未明确其参数，随着黄精在大

健康产业中地位的提升，其加工产业化势在必行。研

究发现，黄精在四蒸四晒时可以达到“色黑如漆、味甘

如饴”外观质量要求，并且符合 2020 年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性状的要求，多

糖含量稳定，单糖、双糖含量达到峰值；药理活性方

面，四制黄精对肾阴虚模型大鼠环核苷酸系统、下丘

脑-垂体-肾上腺轴激素水平及肾上腺组织形态的改

善效果最优［3-5］。当前关于黄精四蒸四晒加工炮制前

后的化学成分研究仅局限于特定成分的含量变化，对

黄精四蒸四制炮制前后整体化学成分变化情况尚不

明确。据文献报道，黄精炮制前后差异化学成分的研

究多集中于酒制品、炆制品、九蒸九晒品等［6-10］，为本

研究化学成分分析提供参考和依据。基于此，本研究

拟采用高分辨质谱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分析，探究黄

精炮制前后化学成分的变化，为黄精炮制机制的深入

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

Vanquish 型 超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Orbitrap 

Exploris ™ 120 型 高 分 辨 率 质 谱 仪（ 美 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FA2004 型万分之一电子天

平（上海精科天平有限公司），EX-H3052 型百万分

之一微量分析天平（ 上海赞维衡器有限公司 ），

TG18G 型台式高速常温离心机（湖南凯达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
水苏糖（批号 DST211222-186，纯度 98%）、蔗糖

（ 批 号 DSTDW000501，纯 度 98%）、D- 果 糖（ 批 号

DSTDG000502，纯 度 98%）、D- 甘 露 糖（ 批 号

DSTG004701，纯 度 98%）、D- 半 乳 糖（ 批 号

DSTB006301，纯度 98%）、D-核糖（批号 DST200311-

157，纯度 98%）、L-鼠李糖（批号 DSTDS030801，纯

度 98%）、L- 岩 藻 糖（ 批 号 DSTDY025501，纯 度

98%）、L- 阿 拉 伯 糖（ 批 号 DSTDA004501，纯 度

98%），D-木糖（ 批号 DSTDM004701，纯度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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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半乳糖醛酸（批号 DST220729-202，纯度 98%），

D-葡萄糖醛酸（ 批号 DSTDP001602，纯度 98%）、

L-亮氨酸（批号 DSTDL012401，纯度 98%）、γ -氨基

丁酸（批号 DSTDA00221，纯度 98%）、松脂醇二葡萄

糖苷（批号 DST220328-013，纯度 98%）、5-羟甲基糠

醛（批号 DSTDQ005602，纯度 98%）对照品购于成都

德 思 特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L- 精 氨 酸（ 批 号

MKBD3032V，纯度 98%）、腺苷（批号 Z0N8J47423，

纯度 99%）对照品购于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黄精碱 A 对照品（批号 ZX9735-2030-DT02，纯度

99.3%）购于上海诗丹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黄酒

（安徽省海神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乙醇含量 10%），
甲醇、乙腈、甲酸均为质谱纯，其余试剂均为分析

纯，实验用水为娃哈哈纯净水。多花黄精生品 8 批

（编号 S1~S8）购自安徽省金寨县森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经安徽中医药大学刘守金教授鉴定为多花黄

精 P. cyrtonema 的干燥根茎。样品信息见表 1。

2 方法与结果

2.1　样品制备     

2.1.1　多花黄精生品和酒制品的制备     取多花黄

精，除去杂质，洗净，略润，切厚片，干燥，即得生品；
取多花黄精 ，洗净 ，黄酒拌匀（ 每 100 kg 加黄酒

20 kg），闷润至吸尽，放蒸箱内隔水蒸 3 h，取出

60 ℃恒温干燥 3 h。如此重复上述操作 4 次，切厚

片，干燥，即得酒制多花黄精。

2.1.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取多花黄精生品、

酒制品粉末约 2 g（过四号筛），精密称定，置 50 mL

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50% 甲醇 25 mL，称定质

量，超声提取 1 h（功率 500 W，频率 40 kHz），放冷，

用 50% 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静置 20 min，

12 000 r·min-1离心 10 min（离心半径 6 cm，下同），取
上清液，即得供试品溶液。每个供试品溶液各取

0.5 mL 混合制备成质控（QC）样品，共重复 6 次，制

成 6 个 QC 样品。

2.1.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黄精碱 A、腺

苷、5-羟甲基糠醛、γ-氨基丁酸、L-亮氨酸、L-精氨酸、

松脂醇二葡萄糖苷、蔗糖、水苏糖、D-果糖、D-甘露糖、

D-半乳糖、D-核糖、L-鼠李糖、L-岩藻糖、L-阿拉伯糖、

D-木糖、D-半乳糖醛酸、D-葡萄糖醛酸对照品适量置

于 100 mL 量瓶中，加适量 50% 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

度，摇匀，各对照品终质量浓度为 10 g·L-1。

2.2　检测条件     

2.2.1　色谱条件     Waters ACQUITY UPLC BEH C18

色谱柱（2.1 mm×100 mm，1.7 μm），以流动相 0.1%

甲酸水溶液（A）-乙腈（B）梯度洗脱（0~5 min，5%B；
5~10 min，5%~15%B；10~12 min，15%~20%B；12~

15 min，20%B；15~18 min，20%~40%B；18~22 min，

40%~65%B；22~25 min，65%~95%B；25~32 min，

95%B； 32~32.5 min， 95%~5%B； 32.5~38 min，

5%B），柱温 30 ℃，流速 0.2 mL·min-1，进样量 3 µL。

2.2.2　质谱条件     电喷雾离子源（ESI），正、负离子

模式检测，加热器温度 300 °C，毛细管温度 320 °C，

鞘气流速 40 arb，辅助气流速 7.0 arb，电喷雾电压

2.8 kV（正离子模式）、2.5 kV（负离子模式），扫描方

式采用一级质谱全扫描和数据依赖的二级质谱全

扫 描（Full MS/dd-MS2）模 式 ，分 辨 率 为 60 000

（MS）、30 000（MS/MS），正、负离子扫描范围均为

m/z 80~1 200。

2.3　化学轮廓分析     取 2.1.2 项下供试品溶液和

2.1.3 项下对照品溶液，按 2.2 项下条件进样检测，得

到多花黄精生品与酒制品总离子流。所采集的原

始数据先通过 Compound Discoverer v.3.3 软件进行

峰对齐、峰提取、峰鉴别、归一化等预处理，再将数

据 矩 阵 导 入 SIMCA 13.1 软 件 进 行 主 成 分 分 析

（PCA）、正交偏最小二乘法 -判别分析（OPLS-DA）。
在负离子模式下共获得 2 758 个响应离子，正离子

模式下共获得 4 243 个响应离子。PCA 结果显示，

正负离子模式下多花黄精生品与酒制品被明显分

开且聚为两类，说明两者化学成分存在差异；并且

QC 样本聚类良好，说明分析方法及仪器状态稳定

可靠，可用于大批量数据分析。进一步进行 OPLS-

DA，两组同样能够明显区分，S-Plot 同样表明组间

差异明显。200 次置换检验结果显示，负离子模式

下 R2Y=0.994（ 模型对 Y 变量的解释率 ），Q2=0.985

（ 模型的预测率 ）；正离子模式下 R2Y=0.998，Q2=

0.984，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可用于区分

表 1　多花黄精样品信息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for Polygonatum cyrtonema rhizome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批号

20220915

20220920

20220928

20221007

20221013

20221024

20221104

20221111

产地

安徽金寨果子园乡

安徽金寨果子园乡

安徽金寨果子园乡

安徽金寨吴店乡

安徽金寨吴店乡

安徽金寨吴店乡

安徽金寨斑竹园乡

安徽金寨斑竹园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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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黄精生品与酒制品。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2.4　差异成分的筛选     以变量重要性投影（VIP）
值>1，P<0.05，差异倍数（FC）>2 或 FC<0.5 为筛选条

件，筛选差异响应离子。结果显示，在负离子模式

下，有 58 个响应离子上调，347 个响应离子下调；在
正离子模式下，有 176 个响应离子上调，940 个响应

离子下调。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2.5　 差 异 成 分 的 鉴 定 与 聚 类 热 分 析     结 合

mzCloud、ChemSpider、MassList、mzVault、黄精自建

化学成分库及 CD 软件中的“FISH Scoring”计算机

碎片预测算法以“FISH Coverage>60”为筛选标准，

对差异成分进行鉴定。多花黄精生品与酒制品中

共鉴定出 72 个差异成分，包括生物碱类化合物

15 个 、有 机 酸 类 化 合 物 12 个 、氨 基 酸 类 化 合 物

12 个、黄酮类化合物 6 个、糖类化合物 4 个、其他类

化合物 23 个。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多花黄精及其炮

制品的差异成分分布情况 ，对差异性成分进行

Z-score 归一化处理，导入迈维云平台（https：//cloud.

metware.cn/#/home）网站，采用聚类热图的形式进行

可视化分析，观察到多花黄精生品与酒制多花黄精

之间共有 18 个成分存在明显变化，包括有机酸类化

合物 4 个、氨基酸类化合物 3 个、黄酮类化合物 3 个、

生物碱类化合物 2 个、糖类化合物 1 个、其他类化合

物 5 个。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及图 1。

2.6　差异化合物的相对定量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

多花黄精炮制前后主要成分含量变化情况，将上述

显著性差异化学成分的响应强度进行 log10 对数转

换后，对其炮制前后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分析。结

果显示，L-苹果酸、乳酸、天师酸、L-焦谷氨酸、新甘

草素、黄精碱 A、黄精碱 B、果糖、5-羟甲基糠醛、

3-（2，6-dioxocyclohexyl）propanenitrile、8-羟基色原

酮、3-（9，12）-十八碳二烯酰基甘油、邻苯二甲酸二

丁酯等 13 个成分炮制后含量呈现上升趋势；反式-3-

吲哚丙烯酸、L-精氨酸、D-色氨酸、disporopsin、5，7-

dihydroxy-3-（4′-hydroxybenzyl）-chroman-4-one 等

5 个成分炮制后含量呈现下降趋势。见表 2。

3 讨论

中药炮制后成分变化复杂，不仅涉及原有成分

“量”的增减，还伴随着成分的转化。本研究采用超

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法

（UPLC-Q-Exactive Orbitrap MS）结合多元统计分析

筛选出多花黄精生品与酒制品差异性成分 72 个，其

中 18 个显著性差异成分，包括有机酸、生物碱、氨基

酸、黄酮、糖等多种结构类型，与当前黄精研究中主

要成分类型相一致［11-15］。

多花黄精生品中果糖含量相对较高，且经过多

次蒸晒后其含量显著增加，据前期研究结果中酒制

多花黄精多糖含量降低，果糖、葡萄糖和蔗糖含量

增加，多糖分子中果糖含量低于生品［3-4，16］，进一步

证明多花黄精在炮制过程中，多糖水解为低聚糖，

低聚糖水解为单糖的变化［17］。炮制后果糖含量的

增加是多花黄精炮制后“甘”味增强的重要原因［18］。

多花黄精炮制后颜色明显加深，本研究筛选出的炮

制前后 10 个氨基酸类差异成分中，L-精氨酸和 D-色

氨酸含量显著降低。大量研究表明，氨基酸在加热

到一定的温度下，发生裂解、聚合等系列反应，

Maillard 反应生成的产物是引起炮制品颜色加深最

主要的原因之一［19-22］。L-苹果酸、乳酸、天师酸为有

机酸类差异性成分，经炮制后显著增加，其中天师

酸的变化趋势与梁泽华等［9］报道中随着蒸制次数呈

现递增趋势的结果一致；此外，四制多花黄精样品

中反式-3-吲哚丙烯酸含量显著减低。当前，黄精的

品质主要依据其外观性状进行评价，本研究结果表

明糖类成分和氨基酸成分的变化，是促成酒制黄精

“色黑如漆、味甘如饴”最主要的因素，有机酸成分

的显著变化是黄精酸味成分的外在表现形式，加之

糠醛类成分［22-24］的增加，明确了四蒸四制黄精风味

变化的主要因素，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差异性成分在

热力学作用下物质的转化规律，探索黄精蒸制炮制

过程中品质形成机制提供研究思路。

作为黄精的主要成分类型之一的黄酮类成分，

具有抗氧化、抗肿瘤、降血糖等活性［25-28］。在本研究

中 具 有 高 异 黄 酮 类 母 核 的 5，7-dihydroxy-3-

（4′-hydroxybenzyl）-chroman-4-one 和 disporopsin 呈

现下降趋势，而二氢黄酮母核的新甘草素呈现上升

趋势。黄酮类化合物的变化与药效之间的关系尚

待进一步研究。筛选出的 18 个生物碱类成分中黄

精碱 A 和黄精碱 B 为显著差异成分，炮制后含量显

著升高。前期研究发现，黄精碱 A 与黄精的滋阴药

效有关［29］，同时有研究发现黄精中吲哚嗪类的生物

碱具有预防和治疗老年痴呆活性［30］，因此黄精炮制

后吲哚嗪类生物碱含量的升高是黄精炮制后药效

增强的原因之一。目前对于黄精生物碱类成分的

相关研究较少，仅在黄精炮制品中被鉴定分离［31］，

具有一定的专属性，推测其可以作为制黄精的质量

标志物，同时可作为评价制黄精品质的重要指标。

黄精炮制前后差异性化学成分的研究，采用统

计学分析先筛选出差异响应离子，再进行成分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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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差异成分

图 1　多花黄精生品与酒制品的差异成分聚类分析

Fig.  1　Cluster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components between raw products and wine-processed products of P.  cyrtonema rhiz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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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策略，因此对于黄精炮制前后较为稳定的成

分不在分析范畴，后续可以结合全谱鉴定深入研究

黄精及其制品中的化学成分，同时结合炮制前后化

学成分变化规律进一步探讨黄精炮制过程中成分

变化机制。综上，黄精炮制前后化学成分差异明显，

炮制过程中化学成分的变化是引起黄精风味变化、

药效作用增强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可为黄精炮制前

后的气味及功效变化的物质基础研究奠定基础。

［利益冲突］ 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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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多花黄精生品与酒制品显著差异成分的相对定量分析

Table 2　 Relativ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onents between raw products and wine-processed products of 

P. cyrtonema rhizome

化合物

L-苹果酸

乳酸

天师酸

反式-3-吲哚丙烯酸

L-精氨酸

D-色氨酸

L-焦谷氨酸

新甘草素

disporopsin

    5，7-dihydroxy-3-（4′- 

hydroxybenzyl）-chroman-

4-one

黄精碱 A

黄精碱 B

果糖

5-羟甲基糠醛

    3-（2，6-dioxocyclohexyl）
propanenitrile

8-羟基色原酮

    3-（9，12）-十八碳二烯酰

基甘油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生多花黄精

（lg 响应强度）
8.78

9.05

8.04

9.37

9.77

7.70

6.05

5.52

6.85

6.30

7.68

6.22

9.08

7.57

8.00

7.24

6.68

6.08

酒制多花黄

精（lg 响应

强度）
9.48

9.77

8.70

7.71

9.18

5.95

7.48

7.55

5.41

5.38

9.01

7.24

10.14

8.32

9.22

8.08

7.84

6.88

变化趋势（酒

制多花黄精

/生多花黄精）
↑
↑
↑
↓
↓
↓
↑
↑
↓
↓

↑
↑
↑
↑
↑

↑
↑

↑
注：所有化合物均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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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同室新生儿护理的共同参与式研究
——评《实用新生儿护理学手册》

新生儿作为临床上的特殊护理群体，始终受到临床护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传统的新生儿护理模式，即母婴分离模式，虽在

过去为临床实践带来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护理观念和模式的不断更新，及新生儿母亲对护理需求的转变，这种传统模式已逐渐

失去其适应性。在这一背景下，母婴同室护理模式逐渐受到各大医院的重视和青睐。此种模式不仅获得临床的广泛认可，更

赢得新生儿母亲的满意。在产妇及家属中，这种模式也获得较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展现其在新生儿护理中的重要价值和意

义。通过参考《实用新生儿护理学手册》一书，本文旨在对母婴同室新生儿护理的共同参与式研究进行深入分析。

《实用新生儿护理学手册》由张玉侠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于 2019 年 9 月出版。该书逻辑架构条理分明，层次鲜明，其语言

通俗易懂。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重讲述新生儿诞生后的即时护理、转运及危重新生儿的监护等内容，同时深入剖析新生

儿普适性护理、常见症状的护理、皮肤护理及血管通路的建立与管理等关键知识。而下篇则聚焦于新生儿各系统疾病的护理，

其理论部分为后续的护理措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护理部分则为临床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和参考。总体而言，该书实用

性强、内容新颖，注重实际操作和细节处理，既体现可操作性，又兼顾可读性，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优秀护理佳作。该书做到内容

完整精简，十分适用于临床医师及护理人员，是从事围产期工作的临床护理人员的学习和参考用书。该书结合临床案例表明

母婴同室新生儿护理的共同参与式管理模式应用效果显著，其临床研究表明，在母婴同室新生儿护理中实施共同参与式护理

管理模式有助于产妇提升新生儿护理知识水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产妇的不良情绪，进而加速其角色转换过程，使新生儿

的临床护理效果得到有效提高。实施共同参与式护理管理，包括：①新生儿出生后的前 3 天：在这一特定时期，新生儿的护理

工作主要由专业的护理人员负责。同时，这些护理人员还承担着指导产妇顺利转变角色的重要职责，助力其更加迅速和镇定

地融入母亲这一全新身份。②新生儿出生后的第 4 天起：护理工作主要由产妇及家属承担，护理人员在这一阶段的主要职责

是示范和指导，在进行这些护理操作时，护理人员需在一旁细心观察，及时纠正家属的不规范行为。同时，护理过程中要特别

关注产妇的情绪变化，提供必要的情绪支持与干预，帮助她们保持积极、稳定的心理状态，共同为新生儿的健康成长营造温馨

的环境。③出院前：将为产妇及其家属提供详尽的新生儿看护指南，包括日常护理技巧、危重症识别方法、新生儿窒息的急救

措施，以及其他紧急状况的观察与处理办法。此外，还将深入介绍出院后的随访内容，阐明随访的重要性和目的，以期提高产

妇及其家属的随访配合度。在传统母婴同室护理模式下，护理工作往往较少涉及产妇和其他家属的参与。这种做法使得产妇

和家属在新生儿护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相对欠缺，从而给新生儿出院后的家庭护理带来诸多挑战和困难。实施共同参与模式

后，护理人员会让产妇和家属们积极参与新生儿的临床护理，不仅能掌握丰富的健康教育知识，还学会如何正确抚触新生儿、

喂养和沐浴等科学方法。同时，这种模式强化产妇及家属的责任观念，使他们更深入地了解新生儿的各项特征，从而能够掌握

更加完善的护理技巧，对新生儿的家庭护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共同参与模式的母婴同室护理有效减轻护理人员的

工作负担，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母婴同室共同参与模式的新生儿护理，贯彻了“爱婴”护理理念。在这一模式下，产

妇能够全天候与新生儿相伴，让母婴关系更加和谐融洽。这种护理方式不仅有助于产妇尽早开奶，确保母乳喂养的成功率，还

能显著提升产妇的哺乳技能和新生儿护理能力。从新生儿角度设想，共同参与式的母婴同室护理，不仅为新生儿营造一个安

全温馨的成长空间，更在无形中加深新生儿与母亲之间的情感纽带。这种护理模式，有助于促进新生儿未来的成长发育。

综上所述，《实用新生儿护理学手册》一书在对分析母婴同室新生儿护理的共同参与式研究中体现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

充分表明共同参与模式的母婴同室护理存在极高的应用优越性。

（作者陈平，郑瑞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平阳医院，浙江 温州   32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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