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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方式对婴儿和母亲的远期影响
陈瑞莉，彭碧玲，李育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深圳福田)妇产科，广东 深圳 518026

【摘要】 目的 探讨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方式对婴儿和母亲的远期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6~8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分娩的150例婴儿的诊疗情况，按照不同母乳喂养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7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母乳喂养方式，观察组采用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方式。12个月后，比较两组婴儿的平均身

高、平均体质量及疾病发生情况，同时比较两组产妇的泌乳始动时间、泌乳量、母乳喂养自信心评分及乳腺疾病发

生率。结果 12个月后，观察组婴儿的平均身高、平均体质重分别为(80.3±4.3) cm、(9.4±4.5) kg，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2±3.6) cm、(7.5±2.9) k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产妇产后3 d母乳喂养自信心评分为(97.6±6.8)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1.1±8.3)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产妇的泌乳始动时间为(16.03±9.83) h，明显

长于对照组的(10.72±9.01) h，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产妇产后 24 h、48 h、72 h 的泌乳量[(48.72±

3.51) mL、(131.15±25.05) mL、(157.62±24.12) mL]明显多于对照组[(15.96±3.32) mL、(48.25±14.73) mL、(69.04±

11.74) mL]，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婴儿总发病率为9.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9.2%，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产妇乳腺疾病总发病率为3.9%，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7.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方式可明显促进婴儿健康成长，有效降低婴儿及母亲相关疾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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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long-term effect of infant dominated breast-seeking on infants and moth-

ers. Methods A total of 150 infants in the Eigh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nd divid-

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75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75 cas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breastfeeding

from June 2018 to August 2018.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breast-feeding metho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p-

plied infant dominated breast-seeking breast-feeding method. Twelve months later, the aaverage height, average weight,

and disease incide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time of lactation initiation, lactation volume,

breastfeeding self-confidence score, and disease incidence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average height, average weigh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80.3±4.3) cm, (9.4±4.5) kg,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5.2±3.6) cm, (7.5±2.9) kg in the con-

trol group, and 3-D postpartum breast-feeding self-confidenc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97.6±6.8) points, signif-

icantly higher than (81.1±8.3)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time of

initiation of lactation was (16.03±9.83) h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10.72±9.01) h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24 h, 48 h, 72 h lactation volume were (48.72±3.51) mL, (131.15±25.05) mL, (157.62±24.12) m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15.96 ± 3.32) mL, (48.25 ± 14.73) mL, (69.04 ± 11.74) mL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29.2%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rate of breast dise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9% ,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7.3%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fant dominated

breast-seeking and breastfeeding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infants,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

dence of infant and mother related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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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方式是指当婴儿脸部触

碰到母亲乳房时，由于婴儿对能量、食物、养分等营养

物质的需求，会试图寻觅营养来源并做出吮吸动作的

一种方式[1]。临床显示，母乳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在

婴儿生理及心理发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因此，

引导婴儿自主觅乳显得尤为重要。据统计，我国整体

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率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不足

40% [3]。因此，促进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势在必

··1566



Hainan Med J, Jun. 2020, Vol. 31, No. 12 海南医学2020年6月第31卷第12期

行。目前多数研究局限于从母亲方面提高母乳喂养

成功率，而较少考虑从婴儿角度寻找恰当方式。本研

究将进一步分析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方式对婴儿

和母亲的远期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8年 6~8月在中

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分娩的 150例婴儿的诊疗情况，

并按照不同母乳喂养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75

例。所有婴儿均为足月婴儿，排除合并心脏病、窒息

等全身系统疾病者和存在药物过敏史者。产妇纳入

标准：①均为自然分娩初产妇；②自愿行母乳喂养；

③均为单胎头位；④病历资料完整且能够进行随访调

查。产妇排除标准：①合并听力及精神障碍者；②伴

有妊娠合并症者；③存在产后抑郁或母乳喂养禁忌证

者。对照组婴儿中男性39例，女性36例；年龄1~5个月，

平均(2.0±1.5)个月；体质量 1.78~3.64 kg，平均(2.86±

0.23) kg。观察组婴儿中男性37例，女性38例；年龄1.5~

6个月，平均(2.3±1.1)个月；体质量 1.85~3.87 kg，平均

(2.89 ± 0.27) kg。观察组母亲年龄 22~35 岁，平均

(24.39±4.78)岁；孕周 34~38 周，平均(36.63±1.19)周。

对照组母亲年龄 21~37 岁，平均(23.47±5.11)岁；孕周

35~38 周，平均(37.23±1.21)周。两组婴儿的性别、年

龄、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产

妇的年龄和孕周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喂养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母乳喂养方式，

即：当婴儿出生后，助产护士待脐带停止搏动后断脐，

此过程约为5 min。同时，助产护士准备好婴儿服并将

其放在辐射台保暖。当产妇胎盘娩出且会阴伤口缝

合后，帮助婴儿早接触、早吮吸。观察组婴儿脐带处

理过程同对照组相同，采用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方

式，具体方法：①由临床医师、产科护士、产科护士等

组成母乳喂养小组，根据各自的职责完成相应的干预

任务。②产科护士模拟训练产妇的喂养行为，使产妇

头部及背部以高枕支撑，手臂平放，并将小毛巾垫于

模拟婴儿后背下。③产科护士对婴儿完成常规护理

后，保持产房的湿度和温度。产科护士将裸体婴儿俯

卧并紧贴于母亲胸前，头置于母亲双乳之间，脸偏向

一侧，将毛毯覆盖在婴儿背部。产科护士指导并监督

母亲双手以合适的力度环抱婴儿臀部和背部，以保

证婴儿的安全。当婴儿位置不合适时，及时帮助并纠

正，提高婴儿寻乳本能。产科护士鼓励母亲低声呼唤

婴儿，加强与婴儿的交流。同时指导母亲正确抚摸、

亲吻婴儿的头部或皮肤，等待婴儿自主觅乳并完成第

一次吮吸。④产科护士指导产妇如何观察婴儿大小

便、吮吸等情况，向产妇讲解婴儿黄疸知识，加强与产

妇的交流，帮助产妇分析母乳喂养中所遇到的问题，

并给予相应的指导意见。

1.3 观察指标 ①婴儿的平均身高、平均体质量

及疾病发生情况；②产妇泌乳始动时间及 24 h、48 h、

72 h的泌乳量、疾病发生情况及产后当天及产后3 d母

乳喂养自信心评分[4]，其中母乳喂养自信心评分为30~

150分，分值越高表示母乳喂养自我效能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婴儿的平均身高和平均体质量比较 观

察组婴儿的平均身高、平均体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产妇的泌乳始动时间、泌乳量和母乳喂

养自信心评分比较 观察组产妇的泌乳始动时间明

显长于对照组，24 h、48 h、72 h 泌乳量明显多于对照

组，且产后3 d母乳喂养自信心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婴儿的疾病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婴

儿总发病率为9.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9.2%，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2=6.119，P=0.020<0.05)，见表3。

2.4 两组产妇的疾病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产妇

乳腺疾病总发病率为3.9%，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7.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06，P=0.039<0.05)，见表4。

表1 两组婴儿平均身高、平均体质量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75

75

平均身高(cm)

80.3±4.3

75.2±3.6

4.209

0.018

平均体质量(kg)

9.4±4.5

7.5±2.9

6.191

0.032

表2 两组产妇泌乳始动时间、泌乳量和母乳喂养自信心评分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75

75

泌乳始动时间(h)

16.03±9.83

10.72±9.01

4.063

0.037

24 h

48.72±3.51

15.96±3.32

8.653

0.007

48 h

131.15±25.05

48.25±14.73

8.771

0.005

72 h

157.62±24.12

69.04±11.74

9.059

0.009

产后当天

70.0±6.8

68.1±6.2

0.561

0.319

产后3 d

96.5±9.7

81.1±8.3

5.558

0.029

泌乳量(mL) 母乳喂养自信心评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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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主要是指在婴儿出生后

几小时内，婴儿自发性向母亲乳头移动并完成第一次

吮吸的过程[5]。通过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可明显提

高产妇的泌乳量，提高婴儿智力发育水平，对婴儿及

母亲健康产生重要影响[6]。研究发现，由于剖宫产、血

糖异常等因素的影响，使婴儿出生后往往与母亲分

离，导致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率大大降低，对婴儿

健康成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7-8]。因此，如何有效提

高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率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

目前多数研究将精力集中于母亲方面，以此提高母乳

喂养率，而本研究创新性的从婴儿角度探讨改善方

案，并取得不错效果。

本研究显示，经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后，其婴儿的

平均身高、平均体质量、产后3 d母乳喂养自信心评分明

显高于经常规母乳喂养后的婴儿。这说明，婴儿主导觅

乳母乳喂养方式能够促进婴儿成长，补充婴儿所需的更

多营养物质，使婴儿智力得到充分发育[9]。这是因为，母

乳含有多种刺激婴儿大脑发育的氨基酸，可以有效促

进婴儿早期智力发育，而婴儿自主觅乳大大提高母亲

的泌乳量，使婴儿获取足够的乳汁[10]。本研究显示，经

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方式后，母乳喂养自信心大大

提高，同时母亲的泌乳量明显多于常规母乳喂养后，

泌乳始动时间明显延长。这可能是，婴儿在自主吮吸

的过程中对母亲乳房产生明显的刺激作用，并使这一

刺激信号快速传入母亲下丘脑，刺激垂体呈脉冲式释

放大量泌乳激素，促进乳汁分泌[11]。

母乳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是婴儿成长发育中最理

想的天然食品。研究发现，母乳可明显降低婴儿及母亲

疾病发生率[12]。本研究显示，经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

后，其婴儿及母亲的疾病发生率明显低于经常规母乳喂

养后的婴儿和母亲。这是因为，泌乳细胞主要由乳腺上

皮细胞分化产生。在母亲孕晚期时，乳腺首先分泌含有

大量免疫球蛋白的初乳。当婴儿在自主觅乳过程中会

与母亲皮肤充分接触，进而刺激母亲乳头神经末梢信号

传入垂体前叶，使乳腺分泌乳汁[13]。因为有足够的乳汁

供应，婴儿可从母亲乳液中获得免疫力，减少上呼吸

道感染、系统性红斑狼疮、黄疸、营养不良等疾病的发

生[14-15]。有文献证实，婴儿出生后均具有自主寻乳的

能力，通过母亲乳晕上的蒙氏腺小体所发出的气味而

找到乳头并进行吮吸。同时，母亲的温度或腹膜行为

也是影响婴儿自主觅乳的重要因素。而母亲拥抱婴

儿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母婴关系，可以使婴儿顺利吮吸

到乳头，缩短母亲的泌乳的始动时间，增加泌乳量，抑

制母亲乳房肿胀的发生[16]。

综上所述，婴儿主导觅乳母乳喂养方式作为一种

助产护理新模式，充分利用婴儿寻乳反射，保证母婴

早接触、早吮吸，可明显减少人为干预，促进婴儿健康

成长，有效降低婴儿及母亲相关疾病发生率，在临床

中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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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婴儿的疾病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75

75

上呼吸道感染

3

7

黄疸

2

6

营养不良

0

4

湿疹

2

5

总发病率(%)

9.3

29.2

表4 两组产妇疾病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75

75

乳腺炎

1

8

乳腺增生

2

5

总发病率(%)

3.9

17.3

··1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