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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护理干预模式用于产科病房对产妇母乳喂养的影响

李 婧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太原

【摘要】目的:分析早期护理干预模式用于产科病房对产妇母乳喂养的影响。方法:此次研究对象为产科

病房的产妇，入院时间均在 2020.04月至 2022.04月，入选产妇共 88例，利用电脑盲选法进行分组，分为

对照组（常规护理，n=44）与实验组（早期护理干预模式，n=44）。对比分析两组的母乳喂养认知情况、

母乳喂养率及产后泌乳量。结果:在母乳喂养知识掌握率上，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在母乳喂养率

上，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在产后 24h、产后 48h、产后 72h的泌乳量上，实验组均高于对照

组（P＜0.05）。结论:对产妇病房产妇实施早期护理干预后，对提升产妇母乳喂养率具有促进作用，临床可

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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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on maternal breastfeeding in maternity ward

Jing Li

Taiyu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Taiyuan City, Shanxi Province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on maternal breastfeeding
in maternity ward.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parturients in maternity ward, who were admitted to
hospital from April 2020 to April 2022. A total of 88 parturients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n=44) and experimental group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n=44) by computer blind
selection. The cognition of breastfeeding, breastfeeding rate and postpartum lact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mastery rate of breastfeeding knowledg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breastfeeding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milk produ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24h, 48h and 72h postpartum (P < 0.05). Conclusion: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rturient in
maternity ward can promote the breastfeeding rate of parturient, and it can be further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clinically.

【Keywords】Obstetrics ward;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Breastfeeding; Lactation yield

母乳喂养是新生儿获取营养的重要手段，有利

于帮助新生儿吸取各种抗体成分，满足其生长发育

所需要的营养量[1]。另外，母乳喂养有利于新生儿

的身心发育和智力发育，利于其正常生长发育。但

经数据调查发现，多数产妇未足够重视早期母乳喂

养，加上产妇在分娩过程中消耗大量的体力，导致

母乳分泌量不足，这在一定上降低了母乳喂养率。

因此，加强对产科病房产妇的护理干预是十分必要

的。临床研究表明，早期护理干预模式用于产科病

房产妇的效果确切，有利于提高母乳喂养率[2]。对

此，本文就早期护理干预模式用于产科病房产妇的

效果进行分析，详细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开展时间在 2020.04~2022.04，研究对象

为 88例产科产房的产妇，按照电脑盲选法分为 2组，

每组例数为 44例。实验组年龄区间范围在 21岁至

36 岁，平均（29.34±1.56）岁；妊娠时间 37 周~41
周，平均（39.58±1.03）周；妊娠史:初产妇 26例，

经产妇 18例；分娩方式:剖宫产 14例，自然分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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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对 照 组 年 龄 范 围 在 22 岁 -38 岁 ， 平 均

（19.63±1.58）岁；妊娠时间 37 周~42 周，平均

（39.65±1.08）周；妊娠史:初产妇 25例，经产妇 19
例；分娩方式:剖宫产 15例，自然分娩 29例。对比

两组年龄范围、妊娠时间、妊娠史及分娩方式的分

布情况，P＞0.05。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此次研究知情，

并审核批准此次研究。

纳入标准:（1）均为来我院产科分娩的产妇；

（2）均为单胎妊娠者；（3）年龄＞18 岁；（4）
产妇及家属了解此次研究过程，同意加入研究。

排除标准:（1）产妇并发妊娠期高血压等妊娠

期疾病；（2）难产或产后大出血者；（3）产妇存

在乳房增生或隆胸手术史等影响母乳喂养；（4）精

神异常或沟通障碍，不能配合完成研究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具体方法为:产前未提供

护理服务，临产时来我院待产，告知其母乳喂养知

识，介绍母婴早接触、早吸吮的优点，指导其母乳

喂养的方法。

1.2.2 实验组

实验组展开早期护理干预模式，详细方法为:
（1）产前健康宣教:在产妇体检期间，通过发

放健康手册、播放母乳喂养宣传片等方式向其介绍

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点，着重讲解母乳喂养的技巧

以及乳房的护理方法，叮嘱产妇在妊娠 24周后，每

天要观察乳头形状，判断乳头是否发生凹陷或者干

扁，每天坚持拉伸乳头，使用温热毛巾热敷乳头和

乳晕，适当按摩乳房来改善该部位的血运，达到增

加腺体分泌量的目的。

（2）产前心理护理:待产期间，护理人员主动

与产妇交流，注意态度平和、语气温柔，引导产妇

诉说内心的真实感受，评估产妇的心理状态，寻找

出现负面情绪的原因，并提供针对性的情绪疏导。

护理人员应耐心回答产妇的问题，帮助产妇解惑，

纠正其孕产期的错误认知，向其介绍母乳喂养对母

体健康及新生儿健康成长的积极作用，提高产妇的

母乳喂养信心；同时，通过聊天、播放音乐、看视

频、身体放松等方式来转移产妇的注意力，舒缓其

负面情绪。

（3）产后护理:①乳房护理:在产妇分娩结束后，

护理人员应告知其在母乳喂养前需热敷乳房，注意

热敷毛巾的温度适宜，防止烫伤皮肤；沿着顺时针

方向按摩产妇的乳房，从乳房根部按摩至乳头，刺

激乳腺，增加乳液的分泌量。叮嘱产妇挤奶的方法，

告知其每隔 2h~3h需要挤奶 1 次，保证每天挤奶次

数≥8次，并向其介绍母乳的储存方法及相关注意事

项。②角色转变:分娩后，每天将新生儿的信息告诉

产妇，并通过手机给产妇看新生儿的照片，增强产

妇的母亲意识，转变其母亲角色。③新生儿护理:让
新生儿尽早与产妇接触，指导产妇使用正确的姿势

抱新生儿，采取正确的姿势进行母乳喂养，产妇用

手托住乳房后擦求侧卧姿势，将乳头伸进新生儿的

嘴内，引导新生儿吸吮乳头时，产妇需要挤压乳房

排乳。④饮食指导:结合产妇的口味及身体状况，为

其制定营养食谱，尽量以清淡半流质食物为主，增

加瓜果蔬菜的摄入量，等到胃肠功能恢复正常后，

叮嘱产妇多食用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热量等营养物

质含量丰富的食物，多食用花生、山药、猪蹄、红

枣以及鲫鱼等食物，增加乳液分泌量。⑤情绪指导:
分娩后，叮嘱家属多注意产妇的情绪，多陪伴、关

心和爱护产妇，让产妇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同时，

护理人员应多夸奖产妇，防止产妇避免精神过度紧

张，保持愉悦的心情。

1.3 观察指标

（1）母乳喂养认知情况:采用我院自制母乳喂

养认知情况调查表，调查表从健康心理认知、如何

防止乳腺疾病、母乳喂养姿势等方面进行评价，总

计 0~100 分，根据分数划分为掌握（≥90 分）、一

般掌握（60分~90分）以及未掌握（＜60分），掌

握率为掌握和一般掌握之和。

（2）母乳喂养情况:仔细记录母乳喂养、人工

喂养以及混合喂养的例数，计算母乳喂养率。

（3）泌乳量:产后 24h、产后 48h、产后 72h，
记录两组产妇的泌乳量。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

用 t和“ sx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χ2和%表示计数

资料，P＜0.05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评价两组的母乳喂养认知情况

干预后，实验组中掌握 24 例（构成比为

54.55%）、一般掌握 18 例（占比为 40.91%）、未

掌握 2 例（构成比为 4.55%），母乳喂养知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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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95.45%（42/44）；对照组中掌握、一般掌握及

未掌握的例数分别为 18 例（占比为 40.91%）、16
例（构成比为 36.36%）、10例（占比为 22.73%），

母乳喂养知识掌握率为 77.27%（34/44）；实验组显

著高于对照组，对比有差异（χ2=14.029，P=0.000，
P＜0.05）。

2.2 对比两组母乳喂养率的差异

干预后，实验组中母乳喂养 41 例（占比为

93.18%），人工 1 例（构成比为 2.27%），混合喂

养 2 例（占比为 4.55%），母乳喂养率为 93.18%
（41/44）；对照组中母乳喂养、人工喂养、混合喂

养的例数分别为 34例（构成比为 77.27%）、4例（占

比为 9.09%）、6 例（构成比为 13.64%），母乳喂

养率为 77.27%（34/44）；在母乳喂养率上，与对照

组相比较，实验组明显更高，比较存在差异

（χ2=10.051，P=0.002，P＜0.05）。

2.3 评价分析两组产后泌乳量的差异

干预后，实验组产后 24h、产后 48h、产后 72h
的泌乳量分别为（12.89±4.75）mL、（26.57±6.32）
mL、（42.63±16.54）mL，对照组分别为（10.23±3.08）
mL、（18.75±5.34）mL、（31.58±12.49）mL，实

验组均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较大（ t1=3.117，
t2=6.269，t3=3.537；P1=0.003，P2=0.000，P3=0.001，
P＜0.05）。

3 讨论

母乳作为一种纯天然食物，其包含新生儿生长

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和抗体，有利于促进

新生儿的正常生长发育[3]。随着奶粉等替代品的出

现及生活节奏的加快，加上工作压力，使得许多年

轻母亲对母乳喂养缺乏信心，倾向于奶粉喂养，导

致母乳喂养的概率不断下降。

既往临床对产妇主要采取常规护理模式，但无

法达到预期护理效果，限制了临床应用范围。早期

护理干预模式是近些年来新兴的护理模式，其坚持

病人为中心的护理理念，通过分析母乳喂养率低下

的原因，为产妇提供人性化的护理服务，强化产妇

的母乳喂养意识。此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经早

期护理模式干预后，其母乳喂养知识掌握率及母乳

喂养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早期护理干

预模式的效果更佳。分析其原因是:相较于常规护

理，早期护理干预模式在产前为产妇提供护理服务，

通过产前健康宣教，告知产妇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

着重强调母乳喂养的技巧以及乳房的护理方法，介

绍母乳喂养对产妇及新生儿的积极作用，加深产妇

对母乳喂养的认知程度；加强产前心理护理，评估

产妇的心理状态，寻找出现负面情绪的原因；产后

通过角色转变，可以增强产妇的母亲意识，转变其

母亲角色；产后情绪疏导，叮嘱家人多关心和爱护

产妇，能够稳定产妇的情绪，促使其主动配合母乳

喂养。此次研究发现，在 24h、产后 48h、产后 72h
的泌乳量上，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

早期护理干预模式有利于增加产后泌乳量。分析其

原因是:早期护理干预模式通过乳房护理，在母乳喂

养前热敷乳房，沿着顺时针方向按摩乳房，能够刺

激乳腺，增加乳液的分泌量。加强饮食指导，叮嘱

产妇多摄入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热量等营养物质含

量丰富的食物，多食用花生、山药、猪蹄、红枣以

及鲫鱼等食物，增加乳液分泌量。

综上所述，早期护理干预模式用于产妇的效果

显著，有利于加深产妇对母乳喂养的认知程度，提

高母乳喂养率，增加产后泌乳量，值得临床加大推

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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