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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护理人员对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喂养认识的措施 

黎淑晖  吴  旋  尹亚慧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产科  河北廊坊  065000 

【摘  要】目的：探究产科护理人员对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喂养认知的干预措施。方法：选取我院产科 2023 年 4 月~2024 年 4 月完成分娩的 80 例

妊娠合并症产妇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方式进行分组，平均分成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常规干预，观察组针对性干预，比较两组产妇母乳喂养知识掌

握度及新生儿母乳喂养率。结果：两组产妇母乳喂养知识掌握度分别为 97.50％和 85.00％，以及新生儿母乳喂养率分别为 82.50％和 65.00％，观察组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通过对妊娠合并症产妇进行针对性的母乳喂养认知干预，可以促使其掌握更加全面的母乳喂养知识，并可以在此基

础上显著提升新生儿母乳喂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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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症，即与妊娠同时存在的疾病，通常包括有高血压、糖尿

病、肾病等[1]。妊娠合并症的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母婴健康，并可导

致产妇基于心理和精神两方面的因素而降低母乳喂养积极性。众所周知，

母乳对新生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食物，包含有其生长发育所需的各类营

养物质，是其他各类食物所不能比拟的[2]。为此，全面强化妊娠合并症产

妇对于母乳喂养的认知，促使其提升母乳喂养积极性是非常必要的，不

仅有利于新生儿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产妇的产后恢复。本文选取 80 例

妊娠合并症产妇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产科护理人员促使其母乳喂养认知

提升的有效举措，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产科 2023 年 4 月~2024 年 4 月完成分娩的 80 例妊娠合并症

产妇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方式进行分组。对照组：初产妇 22 例，经产妇

18 例，合并高血压 14 例，合并糖尿病 12 例，合并肾病 7 例，合并其他

7 例，年龄 21~32 岁，平均（26.25±2.35）岁；观察组：初产妇 23 例，

经产妇 17 例，合并高血压 15 例，合并糖尿病 11 例，合并肾病 6 例，合

并其他 8 例，年龄 20~31 岁，平均（26.05±2.65）岁。资料差异小（P＞

0.05），可比。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干预：即产妇分娩后，依据其实际情况进行护理干预，

并常规对其进行母乳喂养指导。 

观察组针对性干预：（1）针对性心理干预：妊娠合并症产妇通常会

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心理，为了更好的提升其对母乳喂养的认知，首先需

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其一，针对担忧心理的产妇，需通过语言

对其进行安慰，告知其所患有的合并症并不会对自身与新生儿产生过度

伤害，并且告知其医护人员都会以专业能力来尽可能的对其进行帮助。

其二，针对抑郁心理的产妇，需要通过注意力转移、情感支持等各种方

式来促使其放松身心，如播放轻音乐、鼓励家属多陪伴等。（2）针对性

健康宣教：不同产妇的认知能力有所不同，需要通过多途径开展针对性

健康教育，具体方式包括有面对面语言宣教、视频展示宣教、资料手册

发放宣教等，而主要宣教内容如下：①母乳喂养的好处：其一，产妇方

面：有利于促进宫缩素分泌，从而避免产后出血，促进恢复；有利于排

空乳汁，避免乳房肿胀或炎症；有利于降低各类疾病的发生率，如乳腺

疾病、卵巢癌等。其二，新生儿方面：有利于强化新生儿营养，提升免

疫力；有利于加强母婴接触，促进情感等。②母乳喂养的方法：其一，

做好清洁，即以温热毛巾擦拭乳头局部；其二，注意姿势，如侧卧位，

即产妇与新生儿均侧卧，产妇上方手臂将新生儿腰臀部搂在怀中，下方

肩膀略微前倾，头枕在枕头的边缘；其三，托乳方式，即呈“C”字形托

乳；其四，喂奶频次，即每间隔 1~2 小时喂奶一次，每天喂奶 8~12 次；

等等。（3）针对性饮食干预：科学的饮食不仅有利于促进产妇的产后恢

复，更有利于促进产妇的乳汁分泌，因此需加强对产妇的针对性饮食干

预。其一，针对妊娠高血压产妇，指导其清淡、低盐、低脂、高蛋白、

高维生素饮食，如面包、馒头、牛奶、鸡汤、鱼汤、鸡蛋、燕麦粥、山

药粥、木耳红枣汤、时令蔬菜汤、新鲜的水果等，并避免辛辣、刺激性

食物等。其二，针对妊娠糖尿病产妇，指导其高蛋白、高维生素、低脂

肪、低升糖饮食，如蛋类、鱼肉、瘦肉、豆制品、新鲜蔬菜等，并注意

避免吃大米饭，而选择燕麦面、玉米面等粗粮为主食等。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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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乳喂养知识掌握度：即在护理干预后，给每一位产妇发放一

份母乳喂养知识调查问卷，由护理人员指导填写，两组共计发放 80 分，

全部回收。该问卷由产科护士长设计制作，涵盖有母乳喂养优势、母乳

喂养方法、母乳喂养注意事项、促进乳汁分泌措施等多方面内容，共计

20 条，每条 5 分，总分 100 分，得分 90 分以上者掌握，60~89 分者基本

掌握，60 分以下者未掌握。 

（2）新生儿喂养情况：即在护理干预后，对两组所有新生儿的喂养

情况进行观察，并将观察结果记录在案，分为母乳喂养、人工喂养、混

合喂养三种情况，最终计算母乳喂养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软件处理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形式统计计

量数据，同时以百分率（％）形式统计计数数据，该两类数据之间的对

比检验分别以 t 和卡方值 X2 进行，所得 P 值小于 0.05 表示对比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母乳喂养知识掌握度比较 

观察组产妇母乳喂养知识掌握度为 97.50％，而对照组仅为 85.00％，

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母乳喂养知识掌握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掌握度 

对照组 40 12（30.00） 22（55.00） 6（15.00） 34（85.00）

观察组 40 16（40.00） 23（57.50） 1（2.50） 39（97.50）

X2     6.241 

P     0.007 

2.2 新生儿喂养情况比较 

观察组新生儿母乳喂养率为 82.50％，而对照组仅为 65.00％，观察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新生儿喂养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人工喂养 混合喂养 母乳喂养 

对照组 40 4（10.00） 10（25.00） 26（65.00） 

观察组 40 1（2.50） 6（15.00） 33（82.50） 

X2  4.021 4.135 5.326 

P  0.032 0.030 0.019 

3.讨论 

母乳喂养对于新生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妊娠合并症产妇基于各

种各样的原因，母乳喂养积极性并不高，需通过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手

段来促使其母乳喂养认知提升，从而保持较高的母乳喂养率[3]。针对性护

理以产妇为中心，并围绕母乳喂养知识开展细致的、科学的护理干预，

在提升妊娠合并症产妇母乳喂养认知方面意义重大[4]。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产妇母乳喂养知识掌握度及新生儿母乳喂养率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原因分析如下：其一，合并症会对产妇身心健康造

成一定影响，以至于其精神状态较差，并且其也担心合并症会影响新生

儿，从而母乳喂养积极性较低。而针对性护理干预中，通过针对性的心

理疏导，促使产妇心理放松、精神放松，其也就更乐于进行母乳喂养学

习和实践[5]。其二，针对性护理干预契合不同产妇的不同认知能力对其进

行全方位的母乳喂养知识宣教，包括通过语言宣教、视频宣教、手册宣

教等方式，让产妇了解到母乳喂养的好处，母乳喂养的具体方式，以及

母乳喂养的相关注意事项，可进一步提升产妇母乳喂养意愿，并掌握正

确的母乳喂养技巧[6]。其三，针对性护理干预契合不同产妇的合并症对其

进行细致的饮食指导，可促使产妇在科学饮食的基础上，更快的恢复，

也更多的分泌乳汁，为母乳喂养提供保障。由此，基于以上三点原因，

观察组产妇的母乳喂养知识掌握度及喂养率均能够更高。 

综上所述，通过对妊娠合并症产妇进行针对性的母乳喂养认知干预，

可以促使其掌握更加全面的母乳喂养知识，并可以在此基础上显著提升

新生儿母乳喂养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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