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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护理人员对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喂养的认识及康

复效果观察 

尹亚慧  黎淑晖  吴  旋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产科  河北廊坊  065000 

【摘  要】目的：分析产科护理人员对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喂养的认识及康复效果。方法：对我院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64 例妊娠合并症产

妇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产妇分为参照组与实验组，每组例数相同，均为 32 例。其中参照组常规护理，实验组产科护理人员专科护理干预。

观察两组干预前后母乳喂养知识掌握度、母乳喂养率。结果：干预后，两组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情况均提升，但实验组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情况更好，P＜

0.05。实验组母乳喂养率 90.63%，高于参照组的 65.63%，P＜0.05。结论：在妊娠合并症产妇中，产科护理人员的专科护理干预效果显著，可以显著提高

产妇对母乳喂养相关知识的认知，纠正错误观念，使其积极进行母乳喂养，从而提高母乳喂养率，促进新生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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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是婴儿成长的黄金标准[1]，不仅为新生儿提供必需营养，还

传递重要免疫物质，有助于婴儿健康成长。但对于妊娠合并症产妇而言，

如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母乳喂养率并不高，与产妇心理、

认知以及家庭支持等有关[2-3]，心理与认知为主要因素，产妇担心自身健

康状况以及疾病对婴儿潜在影响而感到焦虑、紧张，减少其对母乳喂养

动力，而缺乏对母乳喂养相关知识认知，会导致产妇错误认为自身疾病

会影响母乳质量或婴儿健康，从而选择人工喂养。因此，为了提高妊娠

合并症产妇母乳喂养成功率，需要提供全面健康教育与心理支持，帮助

产妇克服心理与生理上的障碍，增强其对母乳喂养的信心。本研究通过

对 64 例妊娠合并症产妇进行研究，分析产科护理人员专科护理干预的临

床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对我院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64 例妊娠合并症产妇进行研究。

随机分为参照组（32 例）与实验组（32 例）。参照组平均年龄为（30.18

±2.54）岁；合并症：糖尿病 16 例，高血压 10 例，甲亢 6 例。实验组平

均年龄为（30.21±2.52）岁；合并症：糖尿病 17 例，高血压 10 例，甲亢

5 例。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 

纳入标准：（1）符合妊娠合并症诊断标准，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

等；（2）无精神病史，临床资料望着嗯嗯；（3）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1）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2）免疫系统疾病或肿瘤患

者；（3）母乳喂养禁忌症。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护理，如早期抚触、母乳喂养指导等等。 

实验组产科护理人员专科护理干预：（1）健康教育：通过产前课程

或一对一咨询，向产妇及其伴侣介绍母乳喂养的好处，并根据产妇情况，

提供个性化教育方案。利用模型或教具，帮助产妇学习正确哺乳姿势、

技巧，鼓励产妇提出疑问，并由专业人员解答，消除对母乳喂养误解。

产后提供个性化饮食计划，强调高蛋白、适量脂肪、丰富维生素以及膳

食纤维的重要性，指导产妇对乳房进行日常护理，并介绍相关并发症应

对措施，如乳房肿胀、乳腺炎等。向产妇介绍泌乳生理机制，指导其乳

房按摩技巧，促进乳汁分泌，强调排空乳房的重要性。根据根据产妇与

婴儿实际情况，教导产妇调整哺乳姿势，确保母婴舒适，提高哺乳效率。

在产后期间，定期跟进产妇哺乳情况，提供即时反馈与建议，帮助其解

决实际哺乳中遇到的问题。此外，鼓励家庭成员参与学习，为产妇提供

实际支持，共同营造有利于母乳喂养家庭环境。（2）心理护理：在妊娠

期间，产妇会因为合并症以及对分娩的不确定性而感到心理压力，若不

加以管理，会影响母婴健康。因此，护理人员在产妇住院期间，应对其

进行心理评估，明确产妇心理需求以及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了解产妇及

其家人对母乳喂养的看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心理支持计划，帮

助产妇缓解焦虑、恐惧，增强产妇对母乳喂养信心。同时积极与产妇沟

通，分享母乳喂养成功案例提升产妇积极性，并向其保证妊娠合并症在

得到妥善管理情况下不会影响婴儿健康，再次强调母乳喂养对婴儿免疫

力发展的重要性。此外，部分产妇会因为对陌生的医疗环境而产生不安，

所以也需要注意产妇对医院环境的适应情况，为产妇详细介绍环境，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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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妇快速熟悉环境，减轻产妇的陌生感。 

1.3 观察指标 

（1）母乳喂养知识掌握度[4]：采用自制问卷调查表，对产妇对母乳

喂养重要性、喂养技巧以及基础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调查，总分 100 分，

分值越高掌握度越高。 

（2）母乳喂养率：统计两组母乳喂养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7.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采用（ sx  ）表示，

行 t 检验，计数采用[n（%）]表示，行χ2 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情况对比 

干预前，两组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情况差异无意义，P＞0.05，干预后，

两组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情况均提升，但实验组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情况更

好，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情况对比（ sx  ） 

母乳喂养重要性 喂养技巧 基础知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参照组 32 60.08±4.31 74.49±5.03 62.88±5.12 75.01±5.92 61.48±4.01 72.80±5.81 

实验组 32 60.10±4.41 88.05±6.52 63.08±5.22 90.05±6.32 61.45±4.06 83.72±6.23 

t 值  0.018 9.315 0.154 9.824 0.029 7.251 

P 值  0.492 0.001 0.438 0.001 0.488 0.001 

2.2 两组母乳喂养情况对比 

实验组母乳喂养率 90.63%，高于参照组的 65.63%，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母乳喂养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母乳喂养 混合喂养 人工喂养 母乳喂养率

参照组 32 7（21.88） 14（43.75） 11（34.38） 21（65.63）

实验组 32 23（71.88） 6（18.75） 3（9.38） 29（90.63）

χ2 值     5.851 

P 值     0.016 

3.讨论 

妊娠合并症涉及多种疾病，其中以妊娠合并糖尿病最为常见，随着

育龄期女性糖尿病患者的增加，妊娠合并糖尿病发病率也随之上升，而

由于糖尿病需要通过药物控制，而部分产妇担心药物传递给婴儿，而不

进行母乳喂养。也有部分妊娠合并症产妇认为产后身体虚弱，需要身体

恢复后方可进行母乳喂养。相关研究表明，母乳喂养不仅可以为婴儿提

供全面营养供给，也有助于帮助婴儿抵抗疾病，降低疾病发病率与病死

率，且还能促进产妇产后恢复[5]。因此，母乳喂养极为重要。虽然常规护

理对产妇进行健康教育，但缺乏深度指导，且产妇对疾病认知程度不同，

常规护理无法提供个性化教育，使其护理效果不佳[6]。本研究中，干预后，

两组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情况均提升，但实验组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情况更

好，P＜0.05。实验组母乳喂养率 90.63%，高于参照组的 65.63%，P＜0.05。

提示产科护理人员的专科护理干预的效果更好。其原因在于产科护理人

员接受针对母乳喂养的深入培训，具备评估和解决母乳喂养中出现问题

的能力，并可以根据每位产妇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提高护

理干预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且不仅限于母乳喂养技术层面，还包括母乳

营养价值、对母婴健康长远益处等。同时专科护理干预还强调对产妇的

心理支持，帮助产妇缓解由于妊娠合并症带来的心理压力，并增强产妇

对母乳喂养的信心。 

综上所述，在妊娠合并症产妇中，产科护理人员的专科护理干预效

果显著，可以显著提高产妇对母乳喂养相关知识的认知，纠正错误观念，

使其积极进行母乳喂养，从而提高母乳喂养率，促进新生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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