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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护理干预对母乳喂养率及持续时间的改善作用 

邹杰琼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蚌埠  233000 

【摘  要】目的：研究产后护理干预对母乳喂养率及持续时间的改善作用。方法：抽取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80 例产妇，以随机抽签法分对

照组（n=40）、观察组（n=40），分别给予常规和精细化护理。对比两组母乳喂养率、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结果：观察组纯母乳喂养较对照组更高，

P<0.05。观察组首次母乳喂养时间低于对照组，母乳喂养持续时间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产后精细化干预的实施，可提升母乳喂养率，延长母乳

喂养持续时间，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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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作为女性的特殊阶段，承受较大的生理、心理压力，而在产后

也面临着疼痛、激素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母乳喂养导致的不适应感，

直接影响母乳喂养率[1]。但是母乳作为新生儿最佳食物，营养价值高，对

于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更加有利，因此需要给予产妇科学的护理指导，帮

助产妇解决母乳喂养中的问题，掌握正确的喂养方法，减少机体损伤，

为新生儿提供充足的营养[2]。精细化护理以在对现有护理问题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设计各项护理措施，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保证其合理性，后将证

据相关的措施通过实践论证，确定可行性后确定最终护理方案，协助产

妇解决母乳喂养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产妇进行自我护理，掌握正确的护

理方法，提升护理质量[3]。本文对产后护理干预对母乳喂养率及持续时间

的改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80 例产妇，以随机抽签法分对照组

（n=40）、观察组（n=40）。对照组：年龄 18-37 岁，平均（27.63±2.76）

岁，胎儿出生孕周 38-41 周，平均（39.76±2.11）周；观察组年龄 18-37

岁，平均（27.58±2.81）岁，胎儿出生孕周 38-41 周，平均（39.76±2.11）

周。数据可比，P>0.05。 

纳入指标：单胎妊娠，足月分娩；乳房、乳头发育良好；无孕期合

并症、并发症、喂养禁忌症；孕妇本人或者家属同意加入，签署知情同

意书。 

排除指标：无自主沟通能力；合并精神障碍；乳腺炎、传染性疾病；

产后母婴分离；中途退出。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讲解母乳喂养方法和产后乳房护理注意事项，发

放宣传手册，尽早进行母婴接触和吸吮，在吸吮的过程中对于错误姿势

和方法进行纠正。 

观察组-精细化护理：①母婴早期接触精细化。在产后 30min 即可将

裸体新生儿放于产妇胸前，并协助新生儿吸吮乳头，产后 1h 再次帮助新

生儿吸吮，形成吸吮反射，促进早期泌乳。母婴 24h 同室，各项医疗、

护理操作不得使母婴分离 1h 以上，并按照小儿需求哺乳，不使用奶瓶，

特殊需要加奶婴儿，使用小杯、小勺、乳旁加奶器，避免出现乳头错觉。

②知识宣教精细化。结合产妇学历层次、理解能力制定宣教方案，对于

理解不到位产妇可使用动画、视频的方式介绍喂养流程和方法，播放同

时护理人员从旁指导，对重点内容反复强调，并鼓励产妇提出疑问，为

其答疑解惑。在视频展示结束后，要求产妇复述知识点，及时纠正认识

偏差，对于未能完全掌握的知识则反复强调，加深印象，更好的掌握喂

养知识。③乳房护理精细化。对产妇产后乳头和泌乳情况进行监控，发

现乳房肿胀、乳腺炎、乳房疼痛、乳腺管阻塞及时处理。产后 4d 对产妇

乳房进行按摩，通过螺旋式按摩的方式刺激乳房边缘至乳头部位，操作

期间保证准确性好力度，以产妇耐受度为评价标准，每日按摩 3 次，早

中晚各 1 次，每次 20min。使用热毛巾对乳房湿敷，毛巾温度控制在 45-50

℃之间，每次时间 10min，每日 1 次。 

④心理指导精细化。产妇在面临新生命时存在焦虑、忐忑的情绪，

护理人员需加强与产妇的沟通，引导其说出排斥母乳喂养的原因，对于

生理方面如不泌乳等，告知医生进行相应的治疗干预。对于心理因素，

讲解母乳喂养的优势，纠正错误认知，指导产妇尝试母乳喂养，提升认

同感。 

1.3 观察指标 

（1）母乳喂养率分析，统计纯母乳、混合喂养、奶粉喂养发生率。 

（2）母乳喂养时间分析，指标包括首次母乳喂养时间、母乳喂养持

续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各观察指标数据经 SPSS23.0 统计学软包统计分析，用 n（%）表示计

数资料， 2x 检验，（ sx  ）表示计量资料，t 检验，若对比结果差异显

著且 P<0.05，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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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母乳喂养率分析 

观察组纯母乳喂养较对照组更高，P<0.05，详见表 1。 

表 1  母乳喂养率分析[n（%）] 

组别 纯母乳喂养 混合喂养 奶粉喂养 母乳喂养率

对照组（n=40） 15 13 12 28（70.00）

观察组（n=40） 20 16 4 36（90.00）

 2x  -- -- -- 5.000 

P -- -- -- 0.025 

2.2 母乳喂养时间分析 

观察组首次母乳喂养时间低于对照组，母乳喂养持续时间高于对照

组，P<0.05，详见表 2。 

表 2  母乳喂养时间分析（ sx  ） 

组别 首次母乳喂养时间（d）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月）

对照组（n=40） 3.21±0.65 5.43±1.45 

观察组（n=40） 1.22±0.34 13.65±2.33 

t 17.157 18.944 

P 0.000 0.000 

3 讨论 

母乳属于新生儿的优质食物，营养丰富，易消化吸收，蛋白质、脂

肪、糖比例适宜，其中蛋白质以乙糖为主，促使肠道乳酸杆菌的生长，

钙磷比例适宜，更加容易消化吸收，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有利[4]。但是在

对产妇进行实际调查发现，目前存在母乳喂养率不高的问题，与母乳喂

养知识了解不足、乳房在哺乳过程中护理不当导致皲裂、哺乳疼痛等存

在联系，因此需要通过多种方法为产妇解决问题，科学指导母乳喂养。

精细化护理从问题出发制定护理措施，对护理流程进行优化，更加重视

细节，使各项护理措施的精细化程度得到提升，以保证护理质量[5]。 

数据分析显示，观察组纯母乳喂养较对照组更高，P<0.05。观察组首

次母乳喂养时间低于对照组，母乳喂养持续时间高于对照组，P<0.05。分

析原因：精细化护理从引发问题的细节入手制定各项护理措施，与常规

护理相比在护理流程上更加规范，充分满足产妇的护理需求，优化护理

程度，整体的应用价值高；精细化管理注意对早期接触的干预，分娩后

尽早进行母婴接触可加强产妇与新生儿的交流[6]，通过目光、肌肤触感和

亲吻等方法，刺激产妇泌乳，并进行早期吸吮，对乳房进行直接刺激，

也可刺激早期乳汁分泌，尽早实现母乳喂养。强化对母乳喂养知识的普

及，通过视频、动画等方法使产妇对母乳喂养存在直观的感受，并在播

放视频、动画的过程中给予现场指导[7]，一对一教学，使产妇对于正确的

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更加全面准确，防止不正确喂养方法对乳房造成的伤

害，提升其对母乳喂养的接受度。同时加入精细化的知识掌握抽查，让

产妇复述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8]，确保产妇掌握正确的操作步骤和方法；

加强对乳房的护理，产后乳房胀痛导致产妇各种不适反应，造成哺乳困

难，并且婴儿在吸吮时因乳房胀硬不宜含住乳头，因此对乳房进行按摩

与热敷，使部分阻塞乳腺管保持畅通，使母体乳汁分泌提前，增加母乳

喂养信心。同时热敷和按摩还可减低胀痛，增加乳房皮肤的抵抗力和韧

性[9]，也可显著提升母乳喂养率。在护理中加入精细化心理指导，对于不

愿进行母乳喂养产妇，不可强行科普，而是引导产妇说出其中的原因，

生理方面的因素给予科学的护理指导，包括药物使用等，及时恢复至正

常可哺乳状态，提升产妇哺乳信心。而对于心理因素，则通过询问其对

自身孕期疾病情况、母乳喂养的了解程度，普及母乳喂养的优势和操作

流程，提升自我效能。 

综上所述，产后精细化干预的实施，可提升母乳喂养率，延长母乳

喂养持续时间，并提升产妇自我护理能力，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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