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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宣教对初产妇母乳喂养的影响及干预措施的研究 

李红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医院 101 团分院  新疆五家渠 

【摘要】目的 探究健康宣教对初产妇母乳喂养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我院产

科纳入的 100 例初产妇为本次研究目标，按随机分组法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50 例。给予对照组应用常规健

康教育干预，给予观察组应用互动式健康教育干预，对比两组患者心理弹性评分及母乳喂养情况评分、护理满意

度。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心理弹性评分及母乳喂养情况评分对比（P＞0.05），无统计学意义；护理后，观察

组患者乐观状态、坚韧性、力量性评分均比对照组高（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母乳喂养知

识和母乳喂养技巧评分比对照组高（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8.00%，高于对照

组（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初产妇母乳喂养应用互动式健康教育干预可改善患者焦虑、抑郁、

烦燥等不良心理，使产妇保持乐观状态，提高坚韧度，提高母乳喂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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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education on breast-feeding of primipara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Hongyu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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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for breastfeeding in primiparous women. 
Methods 100 cases of primipara included in the obstetrics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ncluding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teractive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to compare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ore and breastfeeding status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breastfeeding (P > 0.05); after 
nursing, optimism, tenacity and strength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 0.05); breastfeeding knowledge and 
breastfeeding skil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 0.05)；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8.0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Interactive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for primary maternal breastfeeding can improve patients' anxiety, depression, 
irritability and other bad psychology, keep the puerpera optimistic, improve tenacity, and improve the breastfeeding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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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女性因工作生活等压力增大，晚婚晚育

情况日益增加，阴道分娩[1-2]与母婴健康成正向比，但

由于阴道分娩时产妇会消耗大量体能，并且宫颈扩张、

盆腔肌扩张原因导致分娩剧痛，使产妇惧怕生产，而选

择剖宫产等其它方式，降低自然分娩率。初产妇初为人

母，对新生儿喂养缺少经验，加之有些女性为了追求美

丽保持身材，放弃母乳，降低婴儿发育健康，故强化母

乳喂养常识，宣讲健康教育对初产妇及新生儿健康尤

为重要。互动式健康宣教[3-4]方式主要强调进行健康宣

教过程中强化与患者交流、沟通，让患者参与其中，进

而提高患者知晓率和依从率，基于此，本次研究目的皆

在于观察健康宣教对初产妇母乳喂养的应用价值，将

以我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纳入的 100 例初产

妇为研究目标，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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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对象：我院产科收纳的初产妇，选取时间：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选取例数：100 例，分

组依据：按随机分组法，分为对照组、观察组。纳入标

准：①单胎足月妊娠；②均为首次妊娠生产；③资料完

整。排除标准：①有妊娠合并症者；②意识不清，有认

知障碍者；③恶性肿瘤者。对照组 50 例，年龄范围：

21～36 岁平均年龄（28.50±2.13）岁；孕周 37～41 周，

平均（39.00±1.98）周。观察组 50 例：年龄范围：21～
37 岁平均年龄（29.00±2.44）岁；孕周 38～41 周，平

均（39.53±1.88）周。两组患者资料基线对比（P＞0.05）
无统计学意义，可进行比较。所有患者已签《知情同意

书》，本院院伦理委员已同意本次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教育干预，包括心理指导、生

产技巧指导、母乳喂养知识等。 
观察组采用互动式健康教育干预，具体如下：①建

立互动式健康教育小组：医生一名，护士长一名，护士

三名，医生主要负责产妇分娩工作；护士长主要负责产

妇母乳喂养结果的指导、监督、改进工作；护士主要负

责产妇围产期工作。护士把调查表发给产妇，包括分娩

常识、心理状态，产妇按自己实际情况填写，然后上交，

小组人员对调查表结果进行分析、讨论，依据产妇实际

情况制定出个性化健康宣教方案。②产前：给产妇发放

分娩常识手册，宣讲分娩方式及阴道分娩好处，初产妇

应注意的内容，分娩时配合助产士方法，分娩后母乳喂

养好处。组织患者本人及家属或新生儿监护人参加我

院喂养知识课程，主要讲解母乳喂养优势及技巧。护理

人员使用乳房模型，一对一详细讲解母乳喂养姿势、方

法、技巧，提高母乳喂养知识，增加母乳喂养率；宣讲

生产时注意事项，助产士全程陪伴式护理。③产后：详

细讲解母乳喂养方法，让产妇怀抱婴儿，护理人员指导

如何吮吸、如何姿势抱婴儿、如何含接乳房，宣讲初乳

好处，指导母乳喂养姿势，对错误姿势及错误喂养方式

给予纠正。仔细观察产妇，发现有乳头缺陷、母乳不足

等原因要及时指导，分析原因，给出合理方案。对家属

进行宣讲，让患者家属认可母乳喂养，保障产妇饮食、

运动、休息，多关心产妇心理健康，多理解产妇。讲解

产褥期及乳房护理方法，指导产妇及家属新生儿护理方

式，如抱姿、换尿布、喂奶姿势、呛奶措施等。④出院：

产妇已掌握母乳喂养常识、方式方法，知晓母乳喂养好

处，坚持纯母乳喂养。定期进行回访，了解产妇及新生

儿情况，及时指导不足，两组产妇护理时间为 1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3.1 对比两组患者心理弹性评分及母乳喂养情况

评分。心理弹性评分包括患者乐观状态，坚韧性，力量

性三项，总分值为 100 分，评分越高代表患者心理弹

性越佳。母乳喂养情况评分包括母乳喂养知识和母乳

喂养技巧评分，每项满分 50 分，总分为 100 分，评分

越高代表母乳喂养情况越佳。 
1.3.2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利用自制量表进行评

价，满分 100 分，得分≥90 分：十分满意，90 分＞得

分≥75分：满意，得分<75 分：不满意： 

满意度=满意例数+十分满意例数

本组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资料均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

数资料以（%）表示，用ꭓ2 检验，计量资料以（ sx ± ）

表示，用 t 检验。若 P<0.05，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弹性评分及母乳喂养情况评分

对比 
护理前，两组患者心理弹性评分及母乳喂养情况

评分应用 SPSS22.0 数据软件导入对比得出（P＞0.05）
无统计学意义；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心理弹性评分及母

乳喂养情况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存在

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 
2.2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98.00%，高于对照组（P＜

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心理弹性评分及母乳喂养情况评分对比（ x ± s，分） 

组别 例数 
心理弹性评分 母乳喂养情况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27.68±2.38 86.95±2.42 43.37±2.65 89.77±2.75 
对照组 50 28.78±2.51 68.77±2.95 44.11±2.69 71.28±2.91 

t - 2.0750 28.5878 1.1758 27.7085 
P - 0.0605 0.0000 0.2436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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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满意 十分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10（20.00） 22（44.00） 18（36.00） 40（80.00） 

对照组 50 1（2.00） 20（40.00） 29（58.00） 49（98.00） 

ꭓ2 -    6.537 

P -    0.010 

 
3 讨论 
母乳喂养是现在非常推荐的喂养方式，不仅对新

生儿、妈妈健康有益，甚至对整个家庭意义深远。母乳

喂养优势[5-7]：第一，母乳喂养可促进产妇子宫收缩，

减少产后出血[8]，产后恢复快，促进母婴情感。第二，

母乳喂养经济实惠，减少经济开销，帮助产妇尽快恢复

到工作当中。第三，母乳喂养营养全面，可为新生儿提

供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第四、母乳新鲜，不需要

储存，不会变质，温度适中。第五、母乳喂养减少新生

儿肠道疾病，母乳里的免疫物质还可提高新生儿免疫

功能[9]，降低过敏反应。第六，母乳喂养的孩子长大后

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风险明显降低。因此，0~6
个月的婴儿，推荐纯母乳喂养。初产妇由于在身体和心

理随受能力较低，分娩经验匮乏，再加上生产时疼痛程

度不同，产后恢复情况等，导致产妇出现较多负面心理

状态而拒绝纯母乳喂养，故健康宣教、有效护理是提高

母乳喂养率有效方式。常规护理方式主要以生产为主，

缺少对产妇心理护理及喂养指导，产妇不良心理状态

得不到有效干预，母乳喂养率不高。互动式健康宣教[10]

护理人员通过与产妇进行深度互动交流，通过科教、讨

论、情景互动、模拟等不同方式进行健康教育，过程轻

松愉悦，效果事半功倍，可显著提升产妇母乳喂养率。 
本研究通过互动式健康宣教方式对比常规健康教

育方式，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心理弹性评分及母乳喂

养情况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存在统计

学意义。这一结果说明互动式健康宣教方式是临床优

质路径，可提高产妇母乳喂养率。分析原因在于互动式

健康宣教通过优秀护理人员进行职责细化，对产妇进

行提前评估再实施科学、有效的针对性健康宣教，使产

妇熟练掌握母乳喂养常识，知晓母乳喂养技巧，同时增

加产妇乐观性，坚韧性，力量性，做一位合格、健康的

母亲。 
综上所述，健康宣教对初产妇母乳喂养的影响因

素及干预措施有着正向积极作用，可在临床大范围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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