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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 

母乳喂养的护理干预及效果 

张娜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妇幼保健院  253100） 

【摘  要】目的：为了更好的研究在母乳喂养中运用护理干预能否提高母乳喂养的效果。方法：本研究选取了68名分娩产妇，时间

跨度为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并根据不同护理方式分为两组。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母乳喂养护理，比较两组护理

结果。结果：通过研究发现，观察组中使用了护理干预的母乳喂养无论是母亲的产奶量还是母乳喂养的成功率亦或是产

妇的心理状态都要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且比较组间差异（P<0.05），因此统计具有意义。结论：在母乳喂养中加入护

理干预可以在临床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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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interventions and effects of breastfeeding 
Zhang Na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of Pingyuan County，Dezhou City，Shandong Province 253100） 

[Abstract]Objective：To better study whether the us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breastfeeding can improve the effect of breastfeeding. 

Methods：In this study，68 pregnant women ranging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are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the observation group breastfeeding nursing，

compare the nursing outcom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breastfeeding of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success rate or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P <0.05），so the statistics were significant. Conclusion：Adding nursing interventions to 

breastfeeding can be promoted in the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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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的益处不胜枚举，已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认

可，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成长和发育，同时也能够刺激其智
力的进一步发展。母乳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多种维生素和
矿物质，能够满足胎儿生长发育所需，并能促进母亲子宫恢
复，预防早产、低体重儿等不良妊娠结局的产生。然而，近
年来，我国母乳喂养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受到了
社会和产妇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初为
人母的年轻妈妈来说，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导致
母乳喂养成功率偏低。在产科护理中，如何增强母乳喂养的
能量输出，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挑战[1-3]。其中，产后访视是一
种有效且常用的方法。产后随访指导是一项针对产妇的专业
服务，旨在通过上门随访指导，帮助产妇了解乳房护理方法，
提高母乳喂养的认知水平，从而增强母乳喂养的成功率。近
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以及保健意识增强，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通过产褥期健康宣教来促进婴儿健康成长，因
此，开展产后访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深入研究产后访
视护理干预的实施效果，本研究在本院选取了 68 名产妇，
时间跨度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了 68 名分娩产妇，时间跨度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并根据不同的护理干预方式将其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包含 34 名产妇。给予观察组常规产

程和产后康复指导及健康宣教，对照组实施传统产前教育与
心理疏导等基础上进行系统的临床治疗，对比两组母婴结局
以及对医护人员满意度。观察组年龄 21～35 岁，平均年龄
为（26.89±1.01）周岁；采取常规护理联合产后访视及健康
教育方法进行临床治疗和护理，给予心理支持，饮食指导等
综合性措施。共有 25 例分娩采用阴道自然方式，而有 9 例
进行了剖宫产。对两组新生儿进行出生体重测定和身长测量
并记录相关数据。对照组的年龄在 20 岁至 34 岁之间，其平
均年龄为（26.49±1.32）岁；均为初产妇。阴道自然分娩
26 例次，剖宫产 8 次。观察组采用会阴侧切和宫口扩张技
术进行助产手术。在对两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
之间的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因此可以得出它
们之间具有可比性。 

初为人母的女性符合标准。符合本试验要求的孕妇可参
加此次研究，无特殊情况者可不列入病例对照研究范围。2
缺乏母乳哺育的实践经验。三份同意书已被签署，以确认本
次研究的顺利进行。排除条件：1 伴母乳喂养禁忌的产妇。
2 名分娩后出现并发症的孕妇。③精神障碍，交流不畅的产
妇。 

1.2 方法 
在对照组中，实施了一系列规范的护理措施，并提供了

出院指导服务。并根据不同年龄和胎龄选择合适的喂养方法
及时间。因为产妇在分娩胎儿的时间为期三天，因此需要对
产妇进行语言指导，做好健康宣教，向产妇介绍母乳喂养新
生儿的相关知识和优势，并告知在喂养时，产妇应该知道的
相关注意事项，例如在喂养新生儿时的频率、喂养姿势、相
关辅助工具等，并且当新生儿在吮吸后，产妇需要对乳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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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清洁护理工作，同时在不进行喂养时或当产妇自身乳汁
分泌较少的时候，可以通过哪些科学的方法帮助产妇增大乳
汁的分泌量等，这些都应该放进对产妇的健康宣教里，同时
由于需要注意的内容颇多，仅仅依靠口头宣教并不能让产妇
及其家属全部记住，因此在宣教过程中，可以让产妇的家属
准备好纸笔进行记录，同时在宣教完成后可以通过发放相应
的手册，方便产妇及其家属查阅，并且要记录产妇的联系方
式，方便之后的随访工作的展开。 

实施产后随访护理干预，以促进观察组的产后康复。对
照组给予常规产科护理，观察组则需要在产妇分娩后的三
天，实施护理干预的方式，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需要做好对产妇每周一次的上门随访工作，在随
访过程中需要了解产妇当前的喂养情况，并且如果在喂养过
程中，出现其他问题，需要及时询问原因，并给出相对应的
解决方案，为产妇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提供有关母乳喂养
的健康宣教，以帮助人们了解相关知识。在进行上门随访期
间，护理人员应当对产妇的母乳喂养方式和过程进行紧密监
测。此外，要经常向产妇介绍一些常见传染病和妊娠并发症
的防治知识。2 个饮食指南。对初产和经产均应进行营养教
育，使产妇了解分娩过程中所需要补充的营养物质及其合理
比例。 

其次，做好产妇的饮食指导，例如可以在平时的饮食过
程中，增加高蛋白的肉类摄入，例如鱼肉、鸡肉等，同时还
要多喝牛奶豆制品等，以此可以增加产妇的分泌乳汁的数
量，当然也要注重产妇的蔬菜水果的合理搭配，少吃糖和甜
食，多喝些鲜果汁、汽水或咖啡，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水分，
减少脂肪积累。不必过于焦虑于产后身材的复原问题。适当
运动，如散步、跑步或做瑜伽练习，可帮助消除疲劳。 

第三，需要指导产妇做好乳房按摩护理的工作。对于女
性来说，许多已婚妇女常常患有乳腺方面的疾病，因此为了
防止产妇患病，应该做好乳房的按摩护理工作，具体可以通
过运用振荡的技巧来演示其效果，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各种

不同频率的震动对乳房起到刺激作用，促进乳腺组织血液循
环，加快新陈代谢，从而使身体迅速康复。 

第四，是采用各种方法对产后妇女的腹部及会阴部位做
全面按摩，使之恢复到正常生理状态。在进行按摩时，应当
保持适度的匀速，以确保产妇情绪平稳，全身得到充分的放
松，同时避免过度的按摩。同时要注意避免损伤乳腺组织和
引起其他并发症。 

最后，吸乳指南。根据不同情况选用适当方法对患者实
施吸乳，根据产妇的实际情况，当出现乳房胀痛的感觉，应
该运用电动吸乳器进行吸入，并且具体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应该告知产妇及其家属，当然与此同时，还可以选用双侧乳
晕的按摩方法，以此来进一步增加电动吸乳的频率，并注意
在这个过程中的速度把控。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泌乳量。②比较母乳喂养成功率。③比较产后心

理状态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计量资料进行了 t

检验，并以（ sx  ）的形式呈现；非参数检验方法对数据
结果的显着性和独立性进行了分析，并与国外文献报道的研
究结果作比较。使用χ2 检验对计数数据进行处理，以百分
比表示其统计性质。在统计学上，P<0.05 时，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泌乳量比较 
在产后的第三天，两组产妇的泌乳量并未呈现出显著的

差异（P>0.05）；在乳房发育情况方面，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在产后的第四和第五天，观察组的产妇泌乳量显著高于对照
组，这种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产妇泌乳量比较（ sx  ，mL） 
组别 例数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对照组 34 16.59±1.26 40.12±5.26 136.25±17.95 
观察组 34 18.32±1.62 48.26±6.29 162.12±23.46 

t  4.973 5.862 5.907 
P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产妇母乳喂养成功率比较 
在产后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的观察组中，母乳喂养

成功率表现出显著的提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达到了统计
学意义水平（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产妇母乳喂养成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产后 1 个月 产后 2 个月 产后 3 个月 

观察组 34 26（76.47） 28（82.33） 30（88.21） 
对照组 34 19（55.89） 16（47.05） 13（38.23） 

χ2  4.082 4.225 4.576 
P  0.033 0.033 0.030 

2.3 两组产妇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在产后 1 周、4 周和 8 周，观察组的心理状态评分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且组间比较结果表明，这种差异具有显著的
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表 3  两组产妇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产后 1 周 产后 4 周 产后 8 周 

观察组 34 84.92±8.46 63.23±7.52 58.12±6.23 
对照组 34 76.21±12.31 57.16±7.12 43.26±6.12 

t  4.792 5.335 5.895 
P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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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产后，产妇通过自身分泌的乳汁为新生儿提供营养，这
种喂养方式被临床医师、产妇及其家属广泛认可，被称为母
乳喂养。在我国，无偿献血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服务，
已成为公民自愿无偿使用血液的一种特殊方式。母乳喂养对
于新生儿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存在，因为母乳中含有多种元
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新生儿抵御疾病，增强免疫力，
并且母乳可以给到新生儿予以充分的营养，同时运用母乳喂
养也可以防止产妇患有乳腺癌等风险[4，5]。因此，如何做好
母乳喂养工作一直都受到医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国初产妇在母乳喂养方面的经验、社会和心理因素逐
渐减少，导致母乳喂养率下降。因此，如何做好产妇的护理
工作就成为医护人员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初产妇
缺乏母乳喂养的实践经验，她们无法准确掌握母乳喂养方
式，导致含乳姿势不当，从而产生了对母乳喂养的恐惧和信
心丧失等这些原因使得很多产妇选择放弃母乳喂养，而将母
乳喂养作为首选喂养方式。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母
乳喂养方式的成功率正在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对于新
生儿的成长环境及其智力的开发都是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的，因此需要对产妇加以护理干预的手段，以此来不断提高
母乳喂养的成功率[6，7]。 

目前，由于产房利用率较高，产妇在分娩后通常会在短
时间内出院，因此常规的护理方式主要是提供母乳喂养指
导，并通过定期电话随访了解母乳喂养情况，但这种方式缺
乏主动性和护理。此外，由于大多数产妇都存在着焦虑情绪，

因此，为了保证母婴安全，需要加强对于产妇的健康宣教和
心理疏导工作，从而促使其养成良好的喂养习惯，促进乳汁
分泌。尽管通过电话随访可以一定程度上督促产妇坚持母乳
喂养，但是也有部分产妇因为依从性比较差、母乳喂养方式
不正确等情况而放弃母乳喂养[8，9]。所以，为了进一步提升
母乳喂养效果，必须加强对产后访视护理工作的重视力度，
从而促进临床护理水平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针对当前产妇院
内护理的局限性，产后访视护理被提出作为一种创新的护理
模式，旨在提高护理质量和效果。它包括了医护人员和家属
共同参与下的延续性护理活动。在产妇出院后，需要做好对
产妇的上门随访工作，可以通过运用护理干预的方法，去帮
助产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对的各种问题，做好被动随访向
主动随访的转变，当然还要刺激好产妇的乳汁分泌工作，这
样可以有效提高母乳喂养的概率[10，11]。 

实施产后访视护理干预，可显著提升产妇母乳喂养率，
从而刺激其乳汁分泌。因此，应加强产后访视护理，促进泌
乳功能恢复和良好妊娠结局的建立。实施产后访视护理干预
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喂养健康宣教、饮食指导、乳房按摩
等，以帮助产妇全面了解母乳喂养的重要性，掌握正确的喂
养方式，缓解负性情绪，改善心理状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还能促进母婴感情交流和情感沟通，消除焦虑抑郁情绪[12]。
为了缓解部分产妇出现的乳房胀痛情况，我们可以采用饮食
指导和乳房按摩等方法，以促进乳汁的分泌。 

总之，实施产后访视护理干预，可显著提升产妇的泌乳
量和母乳喂养成功率，同时有效改善其负面情绪，提高护理
满意度，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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