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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指导应用于产科护理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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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产科护理过程中采用母乳喂养指导的干预效果。方法 纳入我院 2022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

接诊的 58 名产妇参与本次研究，并平均分配为研究组及常规组，每组病例 29 人。均实施产科常规护理，研究组

在此基础上融入母乳喂养指导，对比两组产妇护理干预临床效果。结果 研究组产妇泌乳时间较常规组产妇更早，

并且产后 3 天乳汁分泌量大于常规组，数据分析结果（P＜0.05），符合统计学标准。结论 将母乳喂养指导应用

与产科常规护理中，能够使乳汁分泌时间有所提前，同时可以增加乳汁分泌量，帮助产妇康复，可进行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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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breastfeeding guidance applied in obstetric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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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breastfeeding gu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obstetric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58 partur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June 2022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nd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ith 2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study group was integrated with breastfeeding guidance on this basis.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mater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lactation time of puerpera in the study group was 
earli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milk secre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t 3 
days after delivery.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P < 0.05) were in line with the statistical standards.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breastfeeding guidance in obstetric routine nursing can advance the time of milk secretion, increase the 
amount of milk secretion, help puerpera recover, and can be clinically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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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将母乳定义为新生儿最完美的食物[1]。女性通常会在生

产后第 2 天至第 5 天内开始分泌乳汁，此时的乳汁被

称为初乳，不仅还有大量氯、钠以及钾等微量元素，

同时含有蛋白质以及脂溶性维生素，并且包含一定量

的矿物质、乳铁蛋白、抗体（slgA)以及寡糖等。因此，

新生儿出生后应及时进行母乳喂养，最佳时间在出生

后的 1 小时内[2]。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新生儿

出生后，最好能够保持不少于 6 个月的母乳喂养，在

考虑营养补充及食物安全性的前提下，可将母乳喂养

时间延续至婴儿 2 岁，甚至更长时间[3]。不管新生儿采

用何种喂养方式，早期母乳喂养的关键价值都是有目

共睹等，并且没有在出生 1 小时内接受母乳喂养的新

生儿，需要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4]。早期母乳喂养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新生儿死亡风险，产妇哺乳姿势的

舒适与否，可以确保新生而正确含乳，从而降低产妇

乳头受伤的几率，避免产后乳房并发症，同时能够促

使乳汁有效转移，对于开展母乳喂养及保持延续来讲，

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与此同时，母乳喂养是母婴接

触的第一步，有效拉近母婴距离，使双方更加亲近[5]。

但产科常规护理不够详细，方法单一，因此当前产科

临床护理倡导母乳喂养指导，能够让产妇学习具体的

新生儿喂养方法，不会因为无法正常哺乳而产生负面

情绪，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产妇自我效能，提

升母乳喂养成功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课题 58 名产妇均为我院 2022 年 1 月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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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期间接诊，其中 21 名产妇为剖宫产，37 名产妇为自

然分娩，年龄在 24 岁至 36 岁之间，平均年龄在（31.21
±1.23）岁之间，以平均分配的方式分为研究组及常规

组，对两组产妇一般资料进行比较，结果（P＞0.05），

具有临床可比意义。 
1.2 方法 
常规组产妇应用产科常规护理，常规组病人每天

使用常规护理方式：（1）心理层面：妇产科病人普遍

存在不同程度的疼痛状况，护理过程中，应注意倾听

病人需求，使病人情绪保持稳定状态，为了能够提升

其对疼痛的耐受程度，帮助病人转移注意力；（2）康

复指导：食用含蛋白质、热量高的食物，但要以流食

为主，并且需要保证日常膳食纤维以及水份的补充，

防止出现便秘情况；身材肥胖者，每日对伤口进行红

外线照射，防止伤口液化。（3）向产妇及其家属普及

新生儿喂养知识及注意事项等。 
研究组产妇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融合母乳为指导，

详细流程如下：（1）全面健康教育:对产妇进行母乳知

识宣传，让产妇以及陪同人员能够对母乳喂养的益处

有所了解，具体内容有母乳理论基础知识、喂养对婴

儿和产妇的作用等。对产妇哺乳喂养过程的动作进行

规范指导，指导接抱新生婴儿的科学技巧，对营养的

不足给予建议，以及睡眠情况给予合理的时间安排。

（2）新生儿护理:对新生婴儿的营养补充进行告知，并

对婴儿进行清洗、脐带护理、全身护理、疾病提醒以

及预防接种，发放相关书籍，帮助产妇提高喂养的质

量。（3）心理护理:对产妇喂养期间的不良情绪以及焦

虑现象进行疏导，并通过语言给予关心和理解，倾听

产妇内心的想法，以此来帮助产妇调理心情，让其能

够轻松的度过该时期，安心休养。（4）开展母婴交流:
对母乳喂养的好处进行讲解，让更多的产妇进行母婴

交流，通过交流提高喂养知识的掌握，以此来增强母

乳喂养的信心，提高喂养的技巧。（5）按摩护理:对产

妇乳房进行初步的按摩缓解，以同一方向或不同方向

的方式进行按摩，在中间分散和周围发生凸起的地方

进行按摩，每个环节可按摩 10 分钟，最后对产妇的子

宫进行收缩恢复处理，让产妇仰卧，于小腹中脘穴、

下脘穴、关元穴涂抹精油然后轻轻按其位置，时间可

以在 10 分钟内。（6)全面护理:对顺产的产妇进行正常

护理方法是在三十分钟内让婴儿进行首次吸允，如果

是抛宫产则需要将产妇送入病房后，可以在产妇休息

三十分钟后给予婴儿进行喂养。基于以上两种情况展

开喂养护理方法阐述：第一，产前对母乳喂养的知识

进行简单的介绍，让其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和作用，

并对母乳的营养供给有所了解，不仅可以提升免疫力，

而且还能提高抗病能力，让产妇能够对母乳喂养初步

了解，期间如果产妇有任何的疑问要耐心的讲解，让

产妇能够对喂养的过程有大致的框架。另外，进行母

乳喂养期间的作用不仅可以减少乳腺癌的发病，而且

还能让产妇更加健康。第二，产后护理，当产妇顺利

产下婴儿，需要定期的对产妇的乳房进行湿热敷按摩，

每天三次，让产妇尽快适应身体激素变化，环节乳房

不同程度的疼痛。其次，观察产妇母乳喂养的情况，

如果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应及时给予沟通，并及时消

除产妇的抵抗心理，让其尽快恢复母乳喂养的信心。

对于剖宫产的产妇来说分泌量少且晚，所以要定期观

察产妇的分泌情况，鼓励产妇与婴儿亲密接触，以此

来提高产妇乳汁分泌速度。 
1.3 观察指标 
记录所有产妇乳汁分泌时间，并对分娩 3 天后乳

汁分泌量进行统计，以便对比研究；观察产妇生理健

康、自我效能、情绪状态及社会关系等生活质量各项

指标，并进行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研究获取的全部信息使用 SPSS24.0软件

进行整理和分析，（ x s± ）（%）分别代表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组间数据对比应用 t 检验、x2 检验，若 P＜
0.05 则证实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泌乳时间及泌乳两 
研究组产妇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应用母乳喂养指

导，泌乳时间早于常规组产妇，并且产后 3 天乳汁分

泌量较常规组产妇多，数据分析结果（P＜0.05）。 
2.2 生活质量 
两组产妇生理健康、自我效能、情绪状态及社会

关系等各项生活质量指标均较常规组占有优势，数据

分析结果（P＜0.05）。 
3 讨论 
母乳喂养一直被大众认可，并且在喂养方式中一

直被医生提倡，对于新生儿来说，有很大的好处，第

一，在母乳喂养的过程中，能够给予新生婴儿更多的

营养，而且在婴儿的吸允动作的同时能够帮助其进行

味觉和视觉的训练，以此同时还有利于产妇的子宫恢

复，这是因为乳汁分泌从而促进子宫发生反应，这对

产后的身体恢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6]。众所周知母乳

喂养是最好的，但是在喂养过程中会因为各种原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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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母乳喂养受阻，比如产后分泌过少，剖宫产术后疼

痛以及乳头破裂等。但是期间如果实施正确的护理方

法指导，那么就会取得较好的喂养效果。在这个过程

中，护理方法的实施，能够帮助产妇进行母乳喂养期

间发生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而且还能帮助产妇

更好的实施母乳喂养，所以在实施母乳喂养的过程中

会取得更多的成果[7]。与此同时，在帮助产妇处理母乳

喂养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同时，还可以让产妇对喂养过

程的困难进行自我处理，让产妇的母乳喂养过程更加

准确，使喂养效果得到提升。 
母乳喂养指导可以使产妇脱离对新生儿吸允的困

境，可以视实际情况决定采用怎用样的哺乳姿势，不

仅可以让产妇深入了解母乳喂养的好处，同时能够降

低乳头受伤几率，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善喂养效率及质

量，让产妇学习更多母乳喂养知识[8]。本课题中，研究

组产妇应用母乳喂养指导，产妇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明

显优于常规组，数据分析结果（P＜0.05），主要因为

母乳喂养过程中采用心理护理，形成良好的护患关系，

提升产妇及其家属对护理人员的信任程度，从而提升

产妇依从性，进一步强化产妇哺乳知识掌握程度，并

在日常新生儿喂养中加以应用。有研究提出，优质的

护理服务需要良好的护患关系作为基础，因此要求护

理人员具备充足的专业知识及足够的护理水平，而护

患沟通过程中，能够作为合格的倾听者是所有护理人

员必备技能。 
母乳中包含多种营养物质，可以帮助新生儿提升

免疫能力，能够为 6 个月内婴儿成长提供足够的营养

保障。与此同时，母乳中的牛磺酸、DHA 等物质，能

够促进新生儿大脑发育，相较市面出售的各种配方奶

粉来讲，优势更加明显。所以，对于现代社会新生儿

来讲，实施母乳喂养至关重要[9]。所以，临床可采取多

种有效途径，为新生儿母乳喂养提供指导，使产妇能

够深刻认识到母乳喂养对于新生儿成长的关键价值，

同时为所有产妇普及母乳喂养相关知识，以促进母乳

喂养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通过应用母乳喂养指导，让产妇能够

正确认识母乳喂养，并通过正确的方式来进行喂养，

提高产妇自我护理能力，让母乳喂养成功率变高，突

出母乳喂养指导路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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