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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指导在产科护理中的应用及对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 

产后开始泌乳时间的影响 

罗韵仪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东惠州 

【摘要】目的 分析产科护理中实施母乳喂养指导对产后开始泌乳时间、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的影响。方

法 选取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1 月产科收治的产妇 92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母乳喂养指导）和对照组（常规

护理）各 46 例，对比效果。结果 观察组产后 3 天泌乳量、新生儿 3 个月后的增长指标、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母

乳喂养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产后开始泌乳时间、人工喂养喂养率、负面情绪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结论 母乳喂养指导应用在产科护理中可有效提升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缩短产后开始泌乳时间，

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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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breastfeeding guidance in obstetric care and its impact on the mastery of breastfeeding 

techniques and the start of lactation after child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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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mplementing breastfeeding guidance in obstetric nursing on the 
timing of postpartum lactation and the mastery of breastfeeding techniques. Method: 92 postpartum women admitted to 
obstetrics from December 2021 to Nov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guided by breastfeeding) and a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with 46 cases each. The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higher levels of lactation at 3 days postpartum, growth indicators of newborns after 3 
months, mastery of breastfeeding techniques, and breastfeeding rat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lower postpartum lactation time, artificial feeding rate, and negative emotion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breastfeeding guidance in obstetric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stery of breastfeeding skills, shorten the time for postpartum lactation, and have hig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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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属于最理想的喂养方式，通过母亲的乳

汁对新生儿进行喂养，促进其生长发育。已有研究证

实[1]，母乳中所含有的物质营养丰富，通过母乳喂养

可以确保新生儿所摄入的营养均衡。对比混合喂养、

奶粉喂养，母乳喂养既可以将新生儿的免疫力、抵抗

力有效增加，对于其智力发育也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

用，将儿童期过敏反应、肥胖、成年期生长发育障碍

等发生率有效降低[2]。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建议是新

生儿自出生至半年内建议利用母乳喂养，进而将其病

死率、患病率有效降低。而且半年后可给予混合喂养

直到 2 周岁或者以上。但是对于产妇来讲，其不够了

解母乳喂养知识，使得其在分娩后并没有及时进行母

乳喂养，从而将喂养的最佳时机错过[3]。同时因为产

后饮食不合理易引起奶量不足或者将影响新生儿生长

发育的物质摄入，导致新生儿不良反应的出现。所以，

本研究在产科护理中实施母乳喂养指导，获得满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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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产科 92 例产妇，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1 月，

随机分为观察组 46 例，年龄 22~36 岁，平均年龄（27.18
±1.26）岁；对照组 46 例，年龄 23~37 岁，平均年龄

（28.08±1.15）岁，两组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母乳喂养指导，包括：

⑴健康教育。护理人员同产妇进行积极且全方位的交

流，让产妇感受初为人母的荣誉感及喜悦，同时实施

产妇母乳喂养指导，分发母乳喂养知识手册，介绍母

乳喂养好吃，促使母乳喂养率增加，同时加快产妇收

缩子宫而且提升新生儿的机体机能、免疫力。⑵情绪

改善。负面情绪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母乳喂养积极性，

并且降低乳汁质量。护理人员需要了解产妇情况，找

到出现不良情绪的根源进行积极处理，保证其心态良

好，进而积极进行母乳喂养。同时建议其保持规律作

息而存在足够体力，同时尽早让新生儿同产妇接触而

将增加其喜悦感。⑶乳头护理。某些分娩后的产妇会

存在凹陷状态的乳头，影响新生儿正常吸吮，导致母

乳喂养失败。护理人员对产妇进行乳房按摩的指导，

且产妇将乳汁进行少量的挤压，刺激乳头，同时利用

自然反应突出乳头位置，乳头通过大拇指按压，手术

向外拉伸乳头，如此反复刺激，若有需要可通过吸奶

器吸出乳头，且吸出少量母乳而达到母乳的初次喂养。

叮嘱产妇在喂养前洗净双手，同时对乳头用温水擦拭，

彻底清洁乳房，并且保证适宜的姿势在对规定时间内

喂养，且在完成喂养后对乳头用少量乳汁保护。⑷母

乳喂养护理。指导产妇于其分娩后 1h 对新生儿喂养，

护理人员实施指导，积极护理乳房而确保其尽快泌乳。

将日常交接工作做好，分娩 1 天内对产妇进行母乳喂

养指导，缩短开始泌乳时间。⑸乳房按摩指导。产妇

取坐位、平卧位，乳房暴露，毛巾热敷乳房，通过四

步按摩法进行按摩，疏通乳腺而增加乳汁分泌。⑹饮

食指导。为产妇制定饮食方案，告诉其增加摄入的纤

维素、蛋白质、维生素等物质，保证新生儿获得充足

营养，防止刺激性食物的摄入而引起新生儿腹痛。并

且禁食热毒性食物，防止其燥热而增加喂养难度。 
1.3 观察指标 
⑴产后 3 天泌乳量、开始泌乳时间、母乳喂养技

术掌握情况（自制调查表，满分 100，分数越高表示

母乳喂养技术掌握越好）。 
⑵新生儿出生三个月头围、身长、体质量增长情

况。 
⑶喂养方式：母乳喂养、混合喂养、人工喂养。 
⑷负面情绪：SAS、SDS 评价，分数越高表示负

面情绪越严重[4]。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8.0 分析数据，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产后开始泌乳时间、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

况、产后 3 天泌乳量比较 
组间对比（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开始泌乳时间、产后 3 天泌乳量对比（ x s± ） 

分组 例数 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分） 开始泌乳时间（d） 产后 3 天泌乳量（ml） 
观察组 46 94.11±2.90 32.34±4.21 193.90±48.60 
对照组 46 82.13±4.12 55.34±4.51 145.00±13.54 

t 值  5.326 4.320 4.825 
P 值  <0.05 <0.05 <0.05 
 
2.2 两组新生儿出生 3 个月后的增长指标比较 
观察组：头围（1.21±0.28）cm、身长（11.60±

2.58）cm、体质量（3.19±0.78）kg。 
对照组：头围（1.01±0.27）cm、身长（9.79±1.76）

cm、体质量（2.49±1.03）kg。 
组间对比（t=5.326、6.320、5.201，P<0.05）。 
2.3 两组喂养方式比较 
观察组：母乳喂养 37 例（80.43%）、混合喂养 5

例（10.87%）、人工喂养 4 例（8.70%）。 

对照组：母乳喂养 23 例（50.00%）、混合喂养

12 例（26.09%）、人工喂养 11 例（23.91%）。 
除混合喂养外，其他喂养方式组间对比（χ2=12.302、

14.336，P<0.05）。 
2.4 两组负面情绪评分比较 
干预前： 
观察组：SAS 评分（56.23±1.90）分、SDS 分（56.91

±2.13）分。 
对照组：SAS 评分（56.68±1.23）分、SDS 分（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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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分。 
组间对比（t=0.325，、0.325，P>0.05）。 
干预后： 
观察组：SAS 评分（24.01±2.51）分、SDS 分（34.47

±1.58）分。 
对照组：SAS 评分（45.02±1.91）分、SDS 分（44.75

±1.93）分。 
组间对比（t=5.336、4.802，P<0.05）。 
3 讨论 
母乳对新生儿来讲存在的营养价值较高。母乳中

包含多种微量元素、营养物质（氨基酸、维生素、蛋

白质等）等，对于改善新生儿的智力发育、生长发育

非常重要[5]。母乳存在的乳铁蛋白非常丰富，对于新

生儿吸收铁元素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可以使造

血功能提高而避免贫血出现[6]。乳汁中大量的牛磺酸

对于发育大脑存在促进作用。核苷酸、溶酶菌可以达

到加快组织细胞发育、预防疾病的效果。经过母乳喂

养可加快新生儿生长发育，同时在足够长时间的母乳

喂养下可以更好的改善新生儿智力发育水平、身体素

质。而且经过母乳喂养可以将母婴存在更多的接触机

会，使母婴感情增加，使产妇的负面情绪有效改善[7]。 
通过分析产妇目前的母乳喂养情况发现，多数的

产妇并不是很了解有关母乳喂养的知识，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母乳喂养的积极性，减少了母乳喂养的效果[8]。

为了增加母乳喂养的依从性，可对产妇采取母乳喂养

指导，为其全面介绍产妇母乳喂养知识，进而提升产

妇的依从性，同时增加其知识了解程度。本研究结果

说明母乳喂养指导存在显著的干预效果。分析原因：

产妇存在的心理问题通常是对于母亲的角色一时无法

适应，并未积极实施母乳喂养。护理人员在此期间与

产妇进行积极且密切的沟通，为产妇介绍饮食知识，

同时进行母乳健康知识方面的指导，同时对其进行乳

房保健的知识宣教，将其认知度有效提升。某些产妇

因为母乳喂养技巧缺少而存在较低的母乳喂养依从性，

所以在产妇分娩后 60min 内，护理人员对其进行母乳

喂养指导，进而达到早接触、早哺乳的效果。而产妇

一般以乳房不通、凹陷、泌乳量不足等为常见的生理

问题，对于该情况需要对其采取母乳喂养知识健康教

育，通过乳房热敷、按摩等方式疏通乳腺，让去具有

足够的乳量。并且，需要对产妇进行饮食指导而保证

乳汁质量，保证新生儿获得充足营养[9]。为了防止新生

儿出现不适感需要保证喂养安全性，对产妇实施母乳

喂养指导，介绍母乳喂养技巧，提升母乳喂养质量[10]。 

总而言之，对新生儿来讲，母乳属于为新生儿补

充营养的重要来源，本研究在产科护理中实施母乳喂

养指导的效果，使产妇掌握更多的母乳喂养技巧，减

少产后开始泌乳的时间，改善不良情绪，提升母乳喂

养率，指导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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