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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中母乳喂养护理方法及临床效果评估 
王洪满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鲁权屯中心卫生院，山东 德州 253000 

【摘  要】目的：对母乳喂养护理在妇幼保健中的作用进行效果评估。方法：研究时间为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将接收

的产妇作为研究目标，共采集数据 80 例，利用统计方法进行分组，n=40。一组为研究组一组为对照组，对照组应用常态化护

理干预方案，研究组在应用常态化护理干预方案的同时开展母乳喂养针对性护理方案并分别对其进行产后的随机访问。观察产

妇对护理的满意程度；乳房（阻塞、胸部妊娠纹、变形（包括严重下垂、大小不均匀）、充血）等常见问题的发生比率及新生

儿进食期间出现呛咳的比率；观察产妇母乳喂养最终结果；观察产妇生活质量。结果：研究组产妇满意人数及比率相较对照组

产妇有较大程度提高，同时该组产妇的乳房常见问题及新生儿呛咳的总比率相分别较对照组有大幅度降低。此外，该组产妇的

最终为母乳喂养的比率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对照组产妇，其生活质量评分也高于对照组产妇。以上数据组间呈现出的差距较显著

（P＜0.05）。结论：在产妇进行妊娠后，应用母乳喂养针对性护理干预方案代替常态化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产妇不良现

象发生的几率并保障产妇及新生儿在后期的生活质量，因此可以进行广泛应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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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是指在产妇正常结束妊娠后应用自身所分泌乳

汁对新生儿进行基础营养支持的喂养手段。本篇文章就对产

妇妊娠后的护理干预方案与其对新生儿及产妇的影响进行了

评估。详细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研究时间为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将我院接收的

产妇作为研究目标，共采集数据 80 例，利用统计方法进行分

组，n=40。一组为研究组一组为对照组。对照组产妇中，年龄

极大值为 33岁，极小值为24岁，年龄均数为（23.35±2.25）

岁，孕期最长为 42 周，最短为 39 周，平均孕期为（40.15±

2.25）周；研究组产妇中，年龄极大值为 31 岁，极小值为 27

岁，年龄均数为（23.45±2.26）岁，孕期最长为41周，最短

为40周，平均孕期为（40.05±2.45）周。以上数据经比对后

组间呈现出的差距不显著（P＞0.05），可以继续开展后续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产妇应用常态化妊娠后期及新生儿喂养的护理方

案。对产妇及新生儿的生理指标进行密切关注并给予其适当

的新生儿喂养指导。 

研究组产妇应用针对性母乳喂养护理方案。在产妇完成

妊娠后进行相应的健康知识宣传，根据产妇的受教育水准及

接受水平进行健康教育方案的灵活修改，通过宣传手册及短

视频的形式对母乳喂养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同时着重强调

母乳喂养的益处，如增加新生儿的免疫功能并能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新生儿各方面生长发育。主动与产妇及家属进行沟通，

过程中对其存在的认知误区进行纠正。在孕妇妊娠晚期提前

宣传指导新生儿与产妇进行接触，尽量实现尽早接触，尽早

吮吸。指导孕妇产后在首次进行母乳喂养时对其乳房部位进

行全面清洁，并逐步指导产妇应用正确姿势进行喂养以免对

自身及新生儿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在初次接触及后续过程

中始终对新生儿的头部姿势进行密切关注以免发生呛咳现

象。对产妇妊娠后的心理状态进行密切关注。 

在妇结束妊娠后的半年内开展随机访问，统计产妇出现

的问题并进行及时纠正。 

1.3 判定指标 

观察产妇对护理的满意程度；乳房常见问题的发生比率

及新生儿进食期间出现呛咳的比率、产妇母乳喂养最终结果

及后续生活质量。 

其中产妇的乳房产常见问题包括乳腺阻塞、胸部妊娠纹、

变形（包括严重下垂、大小不均匀）及充血肿胀等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均经统计学软件 SPSS25.0 进行比对与检验，卡

方比对计量资料、t 值比对计数资料（均数±标准差、%）；

若数据组间比对结果存在差异则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比对产妇满意程度 

研究组产妇的满意人数为 37 人，占该组产妇人数的

92.50%，相较对照组有较大幅度提高，数据组间呈现出的差

距较显著（P＜0.05），详细数据见表 1。 

表 1  比对产妇满意程度[n，（%）] 

组别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比率 

研究组（n=40） 28 9 3 37（92.50%）

对照组（n=40） 14 8 18 22（55.00%）

X2值    21.0036 

p 值    0.0000 

2.2 比对产妇乳房常见问题及新生儿呛咳比率 

研究组产妇及新生儿出现不良事件的比率相较研究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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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幅度降低，数据组间呈现出的差距较显著，详细数据见 表 2。 

表 2  比对产妇及新生儿不良事件的发生比率[n，（%）] 

组别 乳腺阻塞 胸部妊娠纹 变形 充血 产妇不良事件比率 新生儿呛咳 

研究组（n=40） 1 0 2 1 4 1 

对照组（n=40） 1 5 4 3 13 7 

X2值     6.0504 5.0000 

p 值     0.0139 0.0253 

2.3 比对产妇喂养结果 

研究组产妇的喂养结果中，最终为母乳喂养的人数为34，

占该组人数的 85.00%。相较对照组有较大幅度提高，数据组

间呈现出的差距较显著（P＜0.05），详细数据见表 3。 

表 3  比对产妇最终喂养结果[n，（%）] 

组别 母乳喂养 混合喂养 人为喂养 母乳喂养比率 

研究组（n=40） 34 2 4 34（85.00%） 

对照组（n=40） 22 10 8 22（55.00%） 

X2值    8.5714 

p 值    0.0034 

2.4 比对产妇生活质量 

研究组产妇的生活质量评分相较对照组产妇有较大幅度

提高，数据组间呈现出的差距较显著（P＜0.05），详细数据见

表 4。 

表 4  比对患产妇生活质量（ sx ± ） 

组别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整体功能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n=40） 18.66±1.19 27.54±2.72 9.59±1.35 23.95±2.12 12.79±1.39 21.24±3.22

对照组（n=40） 18.61±1.25 21.00±1.67 9.56±1.27 14.45±3.12 12.99±1.37 15.37±3.18

t 值 0.1832 12.9592 0.1023 15.8240 0.6481 8.2034 

p 值 0.8551 0.0000 0.9187 0.0000 0.5188 0.0000 

3 讨论 

母乳喂养相较人为其他喂养手段更传统、原始，对新

生儿的免疫体系的功能、智力等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同

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减少新生儿后期患有多种疾病的功

能。此外，乳汁对新生儿具有较重要的营养价值，其中包

括了对新生儿生长发育及生命活动起到关键作用的脂质、

大分子蛋白质、碳基化合物以及钙、磷等元素。母乳相较

于其他工业制备的合成乳制品更利于新生儿的吸收与分

解。因此，在临床中需对开展母乳喂养手段的产妇进行针

对性护理以保证其在母乳喂养的过程的顺利。母乳喂养针

对性护理的其中一项重要意义就在于帮助出现乳腺堵塞的

产妇进行手法疏通，在降低产妇因乳房肿胀引起的痛苦同

时避免产妇因乳腺出现炎性反应导致无法为新生儿进行营

养支持。此外，对产妇的喂养手法进行监控并对期错误方

法进行及时纠正，最大程度上避免产妇因方法错误造成新

生儿在进食阶段出现呛咳现象。同时相较于常态化护理干

预措施，针对性的母乳喂养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母乳喂养相

关知识的宣传，对母乳喂养的意义、手法、注意事项及须

知均进行了较详细的讲解。此外，还需对产妇及家属进行

护理知识的细致宣讲，在增加其配合度及顺应性的同时达

到使母乳喂养过程更加顺利。根据既往研究数据显示，针

对性护理措施从产妇与新生儿的角度出发，既保证了产妇

的顺应性，同时也对新生儿在进食阶段的安全性进行了保

障。这就表明母乳喂养护理在新生儿营养支持这一过程中

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文中涉及到的参与研究的产妇中，

经针对性护理的产妇具有更高的母乳喂养几率，同时母婴

双方出现不良现象的几率均较未经针对性护理的产妇有较

显著的下降趋势。同时经针对性母婴喂养护理的产妇的满

意度及顺应性均存在较大幅度提升，与之相对的新生儿在

进食阶段的呛咳比率则存在明显下降。 

综上所述，在采用母乳喂养手段产妇的护理过程中适当

进行针对性母乳喂养护理，代替常态化的护理方案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母婴的不良事件发生几率，同时提高产妇的顺

应性并间接改善其妊娠后期的生活质量，因此可以进行广泛

应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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