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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产后护理对母乳喂养率的影响分析

原娟娟

陇西县妇幼保健院　甘肃省定西市　748100

摘　要：目的：分析在分娩后对产妇实施特定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方法：在本院分娩的产妇中，共计 200 名，其分娩时

间介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至 2024 年 3 月 5 日之间，依据随机数字表法被划分为两组，每组 100 名。一组给予常规护理方案（称

为：在一组研究中，未采用产后护理干预措施的个体被定义为对照组，而在另一组中，个体不仅未接受干预，还额外联合

应用了产后护理干预方案：在两组对象中，比较分析了不同阶段母乳喂养的实践情况。结果：在经过护理之后，观察组的

分娩产妇在出院时、产后 3 个月和 6 个月的母乳喂养率达到了 100.00%，与此相比，对照组的母乳喂养率从 88.00% 下降到

了 66.00%，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在分娩后的女性中运用特定的护理干预措施，

能够优化其母乳喂养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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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以人为本的护理

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产后护理作为母婴健康的关键环节，其

质量直接关系到母乳喂养的成功率。本文旨在探讨以人为本

的产后护理对母乳喂养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院范围内，2023 年 5 月 5 日至 2024 年 3 月 5 日期间，

随机抽取了 200 名分娩妇女作为研究样本。200 名分娩产妇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被划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作为观察组，另

一组作为对照组，进行深入研究。观察组：年龄方面统计，

上限：36 年龄跨度从 22 岁至不详，中间点的平均年龄约为

27.72 岁，标准差为 3.57 岁。对照组：年龄方面统计，上限：

34 年龄分布于 24 岁以下至岁数未知之群体，其中中间值为

27.43 岁，带标准差 3.76。经过 SPSS20.0 软件处理，比较了

两组分娩产妇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两组数据差异不大

(P>0.05)，因此可以对这两组分娩产妇进行比对试验。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分娩产妇的护理以常规护理方案为主

1.2.2 观察组

在此同时，对观察组分娩后的妇女实施了产后护理干

预措施：

1.2.2.1 实施早抚触、早吸吮护理

在产后的 30 分钟，就将新生儿放在产妇胸前，便于其

能够吸吮乳头，并在产后 1 小时再次进行乳头吸吮；保持母

婴同室，2 者当天分开时间控制在 1 个小时之内；根据新生

儿的饮食需求实施母乳喂养，并指导产妇进行正确的姿势哺

乳和挤奶。

1.2.2.2 产妇乳房护理

对于产后妇女，采取每日四次、每次五分钟乳房热敷，

加以螺旋式按摩，由食指、中指及无名指施行，有助于促进

乳腺通畅；每日两次，采用中指和拇指对乳房进行挤压式的

按摩处理。

1.2.2.3 出院随访

产妇在出院后，可以通过电话随访和实地探访等方法

与其交流关于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从而帮助她们熟练掌握

母乳喂养技巧，同时，还需提醒产妇注意日常饮食中的高营

养摄入，以保障自身和婴儿的营养需求。

1.3 观察指标

（1）对两组分娩后的母亲在不同时间点的母乳喂养状

况进行评估，涵盖出院时、产后三个月以及产后六个月的数

据。（2）护理效果，包括泌乳时间、母乳喂养知识掌握程

度以及母乳喂养率。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22.0 版本并将其中 2 组分娩产妇的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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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概率实施“%”形式反映，并采取卡方值检验，结

果显示为 P ＜ 0.05 时，说明 2 组分娩产妇的上述指标对比

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分娩产妇不同时期母乳喂养情况

在观察组中，所有分娩产妇在出院后六个月内均坚持了

纯母乳喂养，这一比例达到了 100%，相较之下，对照组在

三个不同时间点的母乳喂养率分别为 88%、72% 和 66%，

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P<0.05。如表 1：

表 1 对比 2 组分娩产妇不同时期母乳喂养情况

组别 例数
出院时喂养 产后 3 个月喂养 产后 6 个月喂养

(n) (%) (n) (%) (n) (%)

观察
组 100 100 100.00 100 100.00 100 100.00

对照
组 100 88 88.00 72 72.00 66 66.00

卡方
值。 12.7660 12.7660 32.5581 32.5581 40.9639 40.9639

P 值 0.0003 0.0003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2.2 护理效果

观察组护理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泌乳时间 (h) 母乳喂养 知识
掌握程度 ( 分 )

母乳喂养率
(%)

观察组 100 24.61±3.22 91.35±3.68 83.7 

对照组 100 41.17±5.08 85.42±4.26 65.3

X2 19.2733 7.3738 8.911

P 0.000 0.000 0.003

3 讨论

3.1 以人为本的产后护理理念

 产后护理是一项以人为本的综合性护理工作，强调将

产妇置于关怀的中心，全面关注她们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层

面的需求，并为她们提供个性化、细致入微的护理服务。这

种护理模式旨在通过提供有效的身心康复支持和关怀，在提

升产妇的舒适度和满意度的同时，促进她们的整体健康和母

婴关系的良好发展。产后护理的关键在于建立产妇与护理团

队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以确保她们可以得到最恰当的支持

和照顾，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生活状态，减少焦虑和疲劳，并

增强母性自信心。在产后护理中，专业护理人员需要对产妇

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身体恢复情况、情绪变化、营养需求

等方面，然后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此外，通过提供合理

的营养指导和心理支持，帮助产妇恢复身体健康、精神愉悦，

促进她们顺利进行母乳喂养，从而增强婴儿的健康和成长。

产后护理还应当关注产妇的社会需求，例如家庭支持、家务

分担等方面，帮助她们尽快融入新的家庭生活，平衡好照顾

宝宝与自我照顾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以人为本的产后护

理不仅仅是简单的照料，更是一项注重个体需求、科学合理

的护理工作，旨在让每位产妇在新生活阶段都能得到充分的

关爱与支持。

3.2 以人为本的产后护理对母乳喂养率的影响分析

3.2.1 提高产妇母乳喂养意识

以人为本的产后护理方式旨在全方位照顾新生命的到

来，尤其是在产后的恢复过程中。其核心理念是将母亲及胎

儿作为护理服务的重点，通过细致入微的支持和服务，增强

家庭成员与新生健康照护体系的有效连接，从而为新生儿提

供最佳的早期关怀。在这样一个护理框架下，健康教育和专

业指导被高度重视，尤其体现在推广和支持母乳喂养方面。

针对母乳喂养的健康教育，主要目标是为了提升产妇及伴侣

的育儿观念，特别是母乳喂养的知识和技术。这些教育活动

旨在清晰解释母乳为何被视为新生儿最佳的营养来源，如何

正确启动和维持母乳喂养，以及何时和怎样适当补充配方

奶，以确保母乳喂养能够持续进行。通过对各种科学研究和

成功案例的阐述，教育可以激发新妈妈对母乳喂养的热情和

信心。

产后护理中的专业咨询包括面对面的教学、一对一或

小组指导等形式。这些个性化指导不仅关注技术层面（如护

理技巧、喂养姿势调整），还深入探讨情感因素（如产后心

理调适，处理因母乳喂养困难引发的压力和焦虑）。通过这

样的交流与沟通，护理团队能够识别并解决个体差异导致的

问题，提供符合每个家庭需求的服务策略，确保母乳喂养计

划的顺畅执行和长期成功。以人为本的产后护理也致力于营

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和社区。通过组织母乳喂养俱乐部、提

供在线资源中心、以及定期的分享会议等活动，构建起一个

能够相互鼓励、互相支持的成长平台。

3.2.2 强化产后支持系统

在当前快节奏和高压力的生活环境中，许多新晋母亲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挑战与现实考验。她们既希望给自己

的新生儿最纯粹的食物——母乳喂养，也希望能够迅速找回

自我与社会的角色，这构成了一个既充满美好情感也充满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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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性的情景。因此，建立健全的产后支持系统变得极为必要。

这套系统不仅要包含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支

持服务，还需融入科学准确的哺乳咨询服务以及合理有效的

母乳供应管理策略，以确保母亲和新生儿之间的互动关系得

到稳固而健康发展。母体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循环过程，

伴随着生理上的剧变，情绪上也会经历巨大的震荡，从焦虑、

紧张到无助甚至是失落。此时的心理咨询不仅需要关注产妇

的情绪调节，更重要的是帮助她树立积极乐观的态度，增强

自信，认识到自我成长和母爱的力量，学会处理和应对生活

中不可避免的压力与挫折。心理支持系统应该提供个性化咨

询服务，利用如心理教练、认知行为治疗或是艺术治疗等多

模式手法，让每一个母亲都有被接纳的感觉，找到倾诉与理

解的方式，减轻心理负担，更好地回归家庭和社会生活。

正确的哺乳方式对于母乳供应至关重要。专业化的母

乳顾问能够对产妇的哺乳技巧进行详细指导，帮助解决诸如

乳腺充血等常见哺乳问题。母乳喂养不仅仅是物理的滋养需

求，更是心理健康的关键。母子间亲密接触和皮肤触感的相

互作用，有助于建立早期的情感联系，并为未来的亲子关系

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营养饮食的建议也是支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母亲提供更多维持能量平衡，促进乳汁分泌

的有效方法和饮食习惯指导，从而避免过度减脂或脂肪过剩

的困境。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母乳存储技术的不

断完善也成了提高母亲自信心、确保宝宝营养供应的重要支

撑。可调控温度并保持长期稳定的冷冻奶容器、智能喂养记

录系统等科技产品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它们不仅能有效延展

母乳保鲜期限，而且方便父母双方共同参与喂养环节，减轻

产后母亲独自承担压力。这些科技应用在保护和提升母乳喂

养率的同时，也能让新家庭更好地分配育儿任务，在情感与

行动层面上支持每位母亲，形成紧密的家庭关系网。

总而言之，完善的产后支持系统不仅仅是对新妈妈生

理与心理的关照，它更是构建了一个安全网，鼓励她们以更

加坚定自信的心态探索新的人生篇章，为孩子们开启健康而

美好的未来旅程。这一目标的成功与否，依赖于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和持续的优化完善，唯有通过这样的集体力量，才

能真正实现从母体向新生命的平顺过渡。

3.2.3 改善母婴关系

以“以人为本”的精神展开的产后护理工作，不仅仅

是身体康复的关注，更是深层次的情感建设与互动强化，尤

其体现在母婴之间的密切联系上。这项服务注重从最细微的

瞬间抓起，从新生儿的第一次啼哭、母爱初绽那一刻开始，

在后续的日日相伴中，精心铺绘出一卷卷情感与生命力共生

长的美妙画卷。刚生产完毕，对于许多母亲而言，无论是身

心俱疲还是情绪起伏，这一初始阶段的情感连结尤为重要。

此时，医疗团队会建议或鼓励新生儿尽早进行肌肤间的接

触。这种“早期皮肤接触”被证明能够促进亲子之间深层次

的信任和依赖感的快速建立。在这样的连接中，不仅能满足

婴儿本能的依恋需求，也大大缓和了母亲的分离恐惧与紧张

心理，减少了她的产后焦虑。在肌肤的温度、心跳的律动中，

母婴的情感链接在悄然间迅速加强，奠定了日后稳固且健康

亲密关系的基础。

在母乳喂养的关键期，情感的稳定性尤为重要。母亲

的情绪对婴儿的生长体验有直接影响：母亲的情感稳定与安

全感直接反馈给新生儿，进而影响他们对母亲、母乳甚至整

体家庭环境的认知与感觉。为了营造积极的情感氛围，产后

护理团队提供了多层次的情感关怀策略，包括但不限于：耐

心细致的心理辅导、及时解答产后的疑惑和担忧、为母子创

造共处的温馨时刻等等。通过一系列暖心措施的实施，增强

了母婴之间的情绪共振和心灵交流。在这样的氛围中，母乳

作为最纯净的情感传输媒介被进一步巩固，成为滋养新生命

不可或缺的一环。除了基本的情感互动与肌肤连接之外，“以

人为本”护理理念倡导通过更多元化的方法增强母婴之间的

纽带。例如，实施“共同睡眠”的倡议，让妈妈、婴儿以及

爸爸在夜间一起休息。这不仅能加深三者间的情谊，还能帮

助新父母在疲劳和压力之中找到更多的支持力量。同时，定

期的家庭咨询、母婴互动活动等，也是促进关系深度发展的

好途径，它们不仅增强了信息和技能的共享，也为成员间提

供了沟通和了解的新平台，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整个家庭的凝

聚力和适应力。

总之，“以人为本”的产后护理强调的不仅仅是身体

上的恢复和技能的传授，更加重视从情感和心理层面去构建

一个充满理解、信任和支持的生态环境，这是现代医疗服务

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也是为每一个新生儿家庭创造更加美

好的未来所迈出的坚实一步。通过这些具体且周到的服务措

施，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将母爱和生命之初的情感链接转化为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个体资源，成就了产后期一个温暖、安

全且富有成就感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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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降低非医学性断奶原因

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现代产后护理中展现出了其非凡的

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哺乳期女性而言，它强调的是个体的感

受和实际需要，而非机械地遵循某一套固定的医疗流程或者

规范。在母乳喂养的道路上，有许多非医学性因素常常成为

了断奶的关键推手，诸如物理不适感、情感困扰以及过度疲

惫等。理解这些背后的心理动机和社会现实，并有针对性地

设计护理方案，是提升母乳喂养质量与成功率的关键。疼痛、

不适往往是导致产后放弃母乳喂养的常见原因之一。对此，

提供专业的哺乳咨询和支持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意味着

通过提供评估、正确的哺乳姿势指导、适当的保护产品推荐

以及在必要时调适婴儿的吸吮习惯等方式来减轻母亲的痛

苦感，帮助她重新建立自信和舒适感于哺乳中，从而使母乳

成为母亲与婴儿之间的首选喂食方式得以维系。

情感层面的支持也同样重要。许多妈妈会在产后初期

感到焦虑和挫败，这可能由于多种原因：婴儿对母乳的不合

作、外界对于喂养方式的不同见解、家庭支持不足等等。因

此，建立一种安全和支持性的社区环境成为解决情绪问题的

关键。组织定期的心理咨询、举办共享体验小组和情感交流

研讨会，以及邀请专业人士就常见问题如抑郁、情绪不稳定

提供专业知识与技巧，都可在很大程度上为处于困境的宝妈

们解压，增强她们的信心和决心，使其坚持母乳喂养的道路。

同时，考虑到妈妈们的实际挑战性如体力劳动与家务重负的

分担也至关重要。在确保婴儿获得足够的营养、保持良好状

态的基础上，通过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合理调整

角色分配，减少母亲独自面对育儿压力的时间，使母乳喂养

的过程变得更为和谐顺畅。另外，确保充足的睡眠与营养摄

取，也是支撑妈妈坚持母乳喂养的重要支柱。提供营养餐补

给，以及科学建议的放松技巧、时间管理技巧，均有利于妈

妈们在繁忙与疲惫中保持充沛的精力与饱满的情绪。最终，

在以人为本的产后护理实践中，我们不断强调个体差异和

个性化服务的重要性，通过细致入微的关注和量身定制的支

持，有效地减轻了非医学性断奶原因带来的困扰，显著提高

了母乳喂养的长期坚持度和成功率，不仅有益于孩子的成长

发育，更能极大地提升母亲的整体幸福感。由此，以人为本

的理念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照顾需求，成为了支持母婴健康

和谐共进的强大推动力，为新一代的养育理念设立了更高更

全面的标准。

4 结论

以人为本的产后护理对母乳喂养率具有积极影响。通

过提高产妇的母乳喂养意识、增强母乳喂养能力、改善母婴

关系以及降低非医学性断奶原因等方式，可以有效提高母乳

喂养的成功率。因此，建议医疗机构加强以人为本的产后护

理工作，提高产妇的满意度和舒适度，为母婴健康提供保障。

同时，还应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和社区参与度以推广更广泛的

认知和认可与应用力度以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提升促进母婴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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