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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上無形的幫手

神奇的小毛巾
兒童醫院 新生兒中重度病房 護理長 張瑜珊

    小毛巾一般於新生兒臨床使用之目的為避免新生兒喝奶過程玷汙衣物，臨

床新生兒之護理人員因長期使用小毛巾後發現照顧新生兒時運用些巧思即可將

小毛巾運用在不同疾病新生兒之照護。例如洗澡後新生兒低體溫之個案、頭部

產瘤或頭血腫之個案，因早產需要發展性照護 ( 擺位 ) 之個案、及因母親吸毒

產生戒斷症候群之個案等等…。在照護上，低體溫的個案需要積極的保暖預防

散熱；頭部產瘤或頭血腫的個案，要避免頭血腫處的壓迫，而造成破皮的情形；

早產兒要運用早產兒發展性照護，以減少早產兒的壓力性行為，並增加其自我

的統整性行為；戒斷症候群的個案，在照護上亦需能立即給予安撫及皮膚上之

保護，以減少神經肌肉持續過度性的興奮，而造成病嬰神經學上不可逆的傷害。

臨床照護中，運用小毛巾能做到對病嬰身體上之保護、安撫，以及提高護

理人員的照護品質，且小毛巾柔軟、方便清洗，用來做各種巧思及變化，可使

在照護工作上更加得心應手，增進病嬰的舒適度，提高單位照護品質，故將此

運作巧思與同仁做分享。

原案：

    在臨床照護上針對 1. 新生兒出現洗澡後體溫不穩定之情況時多以增加被

蓋或烤燈、帽子使用、調整室內溫度，但往往加被蓋及調整室內溫度之效果不

彰、帽子因不服貼於頭形效果有限、而烤燈則擔心會有燙傷之危險；2. 頭血腫

個案之突出處以翻身擺位避免摩擦或造成壓迫，但因翻身擺位時往往造成新生

兒疼痛之哭泣；3. 戒斷症候群新生兒以擺位避免因躁動摩擦而產生的四肢末梢

破皮流血的情況，但往往效果不彰。

新案：

1、新生兒頭部保暖：

   (1) 先將小毛巾對折成三角形，再將三角形之最長邊對齊眉毛之上方，並將

三個角分別繞至頭部後方包覆整個頭部，以不覆蓋住眼睛為主，再以紙膠固定

住，以維持帽子的形狀。(見步驟 1-1~1-4)

                



步驟 1-1 步驟 1-2 

步驟 1-3 步驟 1-4 ( 完成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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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頭部無包裹 )   →           ( 有包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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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產兒擺位：

若將早產兒仰臥，可在肩下墊小毛巾，避免頸部過度伸展或屈曲，而影響

到換氣，雙腳屈曲並在膝蓋下放置小捲軸，使其能夠呈現半坐並稍為彎曲之姿

勢，除了有利於呼吸，也可減少過度肌肉之張力。

    側臥時，頭部和身體需呈一直線，下巴靠近胸前，雙手屈曲於胸前，雙腳

則屈曲偏向身體，身體上方可使用毛巾橫跨壓在大捲軸下以防止身體滑動。俯

臥時頭須側向一邊，下巴靠近胸前，頸部不可過度伸展，胸前和腹部放置一捲

軸，避免髖關節過度擴展。



趴睡：將小毛巾捲成長條狀
後，以身體中線為基準，再將
其手、腳輕放於上，注意四肢
末梢血循狀況。

步驟 3-1 步驟 3-2

步驟 3-3 步驟 3-4 ( 完成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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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躺：將小毛巾以對半的方式
折成四等分，墊在脖子下方，
注意應避免呼吸道過度屈曲。

側臥：將小毛巾捲成長條狀
後，背後給予毛巾支拖，以提
供類似子宮般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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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頭血腫：

   將小毛巾捲成甜甜圈狀，固定好後將空洞處墊於頭血腫下，以避免過度壓

迫或摩擦，而導致破皮流血情況。(見步驟 3-1~3-4)

    ( 直接壓迫 )                                 ( 有保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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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1 步驟 3-2

步驟 3-3 步驟 3-4 ( 完成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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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生兒戒斷症候群之照護：

   將一條小毛巾對半 ( 或三折 ) 折好後，以螺旋狀方式包裹住膝蓋至腳踝部

份，且注意使腳趾露出，以便於觀察四肢末稍血循狀況。(見步驟 4-1~ 4-4)

   ( 無包裹 )                                     ( 有包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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