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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指导在产科护理中的应用及对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

况，产后开始泌乳时间的影响 
兰超美  潘晓晴 

（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215128） 

摘要：目的：分析在产科护理中开展母乳喂养指导取得的效果及价值。方法：以2020年5月-2021年12月内我院92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对其行规范分组

操作（每组46例）；其中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加以母乳喂养指导；针对两组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产后开始泌乳时间、母乳喂养成功率以

及两组产妇新生儿护理知识、自我护理技能情况展开评价。结果：（1）经对观察组母乳喂养成功率展开评估，结果显示为96.8%，与对照组评估结果

77.4%展开比较，前者母乳喂养成功率较高，且产后开始泌乳时间较短（P＜0.05）。（2）护理工作实施后，经对观察组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新生

儿护理知识、自我护理技能展开评价，评价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前者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较好且新生儿护理知识、自我护理技能较高（P＜0.05）。

结论：在产科护理中应用母乳喂养指导效果显著，可提高产妇对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并缩短产后开始泌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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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营养丰富更有利于新生儿的吸收，尽早进行母乳喂养还能

促进新生儿快速生长，但母乳在实际喂养中还存在明显问题，大多

是母乳喂养本身，因此还需对其开展相关干预措施来提升产妇母乳

喂养率[1]。为分析在产科护理中开展母乳喂养指导取得的效果及价

值，特开展本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以 2020 年 5 月-2021 年 12 月内我院 92 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对

其行规范分组操作（每组 46 例）；其中对照组：年龄 20-41 岁，均

值（30.53±3.56）岁；孕周 37-41 周，均值（39.15±1.45）周。观

察组：年龄 21-41 岁，均值（30.68±3.45）岁；孕周 38-41 周，均

值（39.56±1.48）周。本研究组间在研究中呈现出的年龄、孕周信

息无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产前护理工作中对临产妇宫口开张大小做

详细了解，产中护理中做好产房的隔离消毒工作，备好分娩过程中

的所需物品，产后护理中观察产妇子宫收缩及出血量，做好并发症

预防措施，避免其出现产褥感染。 

观察组：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母乳喂养指导：（1）心理指导：

多数产妇初次实施母乳喂养时内心烦躁、恐惧情绪较重，就需护士

在生产前后实施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工作，将母乳喂养的重要性详细

讲解给产妇，表明哺乳并不会对自身产生不良影响。（2）产前产后

健康教育：入院时向产妇做好宣教工作，叮嘱其进行正常的乳头清

洁工作，加强与产妇的交流，将喂养技巧传授给产妇，耐心回答产

妇疑问，提高其对母乳喂养知识的掌握度。产妇成功分娩 2 h 后，

护士需在床边正确示范接触婴儿的姿势，每日按摩产妇乳房，避免

乳头出现凹陷现象，将解决乳汁淤积的正确方式细致讲解。（3）乳

头指导处理：若产妇乳头出现扁平现象，就需护士用温毛巾对乳房

进行热敷，同时按摩乳房来挤出少量乳汁，确保引起立乳反射。指

导产妇进行伸展训练时，护士可将双手拇指放在产妇乳头两侧，确

保直接作用于乳头。若产妇乳头出现凹陷，可用注射器连接橡皮管

来抽吸乳房上端，确保将乳头牵引出来。若产妇乳头已经出现皲裂，

可做好乳头清洁工作，并在哺乳前按摩产妇乳房，挤出少量乳汁后

选择疼痛较轻的一侧进行哺乳。（4）日常生活指导：告知产妇适量

的运动可以提高哺乳效果，因此产妇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佳方式

进行体能锻炼，例如健身操、散步以及瑜伽等。另外还需严格控制

饮食，例如禁止食用动物内脏等，日常饮食中还需减少钠盐类食物

的摄入，可多食新鲜水果和蔬菜。 

1.3 观察指标 

两组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2]：包括“母乳喂养方法、乳房护理、

乳汁采集、乳汁储存” 通过我院自制的母乳喂养知识调查问卷展开

评估工作，单项分数 0-25 分，分数越高表示产妇对母乳喂养技巧掌

握情况越好。 

产后开始泌乳时间及母乳喂养成功率。 

护理前后两组产妇新生儿护理知识、自我护理技能情况[3]：借助

自我护理能力测量量表（ESCA）进行评估，各项总分 20 分，分值

和评价指标呈正比。 

1.4 统计学内容 

本研究相关参数借助 SPSS22.0 录入并分析；母乳喂养成功率借

助％表示且用 x2 检验，其余指标用（ sx  ）表示且用 t 检验，分析

t、x2 与 P，组间数据间差大，P＜0.05 视为比较研究具备高统计学价

值。 

2、结果 

2.1 两组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 

经对观察组母乳喂养技巧掌握展开评价，评价结果与对照组比

较，前者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较好（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母乳喂养技巧掌握情况 

组别 母乳喂养方法（分） 乳房护理（分） 乳汁采集（分） 乳汁储存（分） 

观察组（n=46） 21.23±1.15 20.36±1.52 21.33±0.45 21.45±1.33 

对照组（n=46） 20.55±0.36 18.55±1.12 20.56±0.33 20.56±0.15 

t 3.827 6.034 9.358 4.509 

P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产后开始泌乳时间及母乳喂养成功率 

经对观察组母乳喂养成功率展开评估，结果显示为 96.8%，与

对照组评估结果 77.4%展开比较，前者母乳喂养成功率较高，且产

后开始泌乳时间较短（P＜0.05）。见表 2。 

表 2  产后开始泌乳时间及母乳喂养成功率[n（%）] 

组别 母乳喂养成功率 产后开始泌乳时间（h）

观察组（n=46） 44（95.65） 18.56±3.66 

对照组（n=46） 38（82.60） 23.56±4.52 

x2 4.039 5.830 

P 0.044 0.000 

2.3 护理前后两组产妇新生儿护理知识、自我护理技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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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工作开展前，两组产妇新生儿护理知识、自我护理技能数
值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工作实施后两组产妇新生儿护理知

识、自我护理技能均有显著变化；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各指标分
值较高（P＜0.05）。见表 3。 

表 3  护理前后两组产妇新生儿护理知识、自我护理技能情况 

新生儿护理知识（分） 自我护理技能（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6） 4.45±0.55 16.56±3.33 10.23±1.22 15.56±3.36 
对照组（n=46） 4.41±0.44 13.23±2.23 10.14±1.10 13.23±2.45 

t 0.385 5.635 0.371 3.800 
P 0.701 0.000 0.711 0.000 

3、讨论 
婴幼儿出生后的营养环境会对其健康成长产生直接影响，母乳

是纯天然食物，包含了婴儿正常生长所需的抗体及营养，所以母乳
喂养至关重要，不仅可以推动婴儿生长发育，还能增强其机体免疫
力，继而降低婴儿患病率；但大多数产妇缺乏正确的指导，导致母
乳成功喂养率大幅下滑[4]。基于此，本研究纳入我院 92 例产妇作为
研究对象并分组，对观察组产妇实施了母乳喂养指导，分别从产前
健康教育、心理指导等方面开展指导，旨在提高两组母乳喂养技巧
掌握情况的同时提高母乳喂养成功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母乳喂养成功率为 96.8%，产妇产后
开始泌乳时间较短，且护理工作实施后，产妇对新生儿护理知识、
自我护理技能掌握情况较好，以上数据和对照组比较（P＜0.05）。
证实了在产科护理中应用母乳喂养指导的效果及价值。分析原因：
诸多临床研究证实，在产科护理工作中开展母乳喂养指导效果显著
且应用价值较高。首先该项工作的开展，可从根本上缓解产妇内心
的精神压力，确保其真正明白母乳喂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健
康教育指导等工作的开展，可帮助产妇提高母乳喂养知识掌握程度，
继而大幅提高母乳喂养成功率；最后母乳喂养指导工作的开展，可
在保障母婴安全的同时确保母乳喂养工作顺利进行[5]。 

综上，在产科护理中开展母乳喂养指导效果显著且应用价值较
高，值得临床借鉴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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