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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和产后护理干预对初产妇母乳喂养的积极作用
分析 

谷晴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产科一病区  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目的：探析产前和产后护理干预对初产妇母乳喂养的积极作用。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92 例于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在
我院生产的产妇分为常规组与观察组，观察组 48 例，常规组 44 例。予以常规组基础护理模式，予以观察组产前和产后护理干预模式，分析两
组产妇乳汁分泌时间以及母乳喂养率。结果：观察组乳汁分泌时间明显少于常规组，且母乳喂养率与常规组相比更高（P＜0.05），数据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结论：对初产妇实施产前和产后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初产妇母乳喂养率，缩短乳汁分泌时间，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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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出生后主要营养来源于母亲乳汁。据相关研究表明，采用

母乳喂养的婴儿身体免疫力与抵抗力高于人工喂养的婴儿。进行母乳
喂养不仅能够为婴儿提供生长所需能量，还能加强婴儿与产妇之间的
沟通互动。而亲子互动除有助于婴儿日后成长与发育外，还可缓解产
妇因分娩带来的疼痛感与抑郁心情[1]。但是由于初产妇缺乏母乳喂养
经验，因此，对初产妇进行产前与产后护理干预十分必要。本研究探
析对初产妇实施产前与产后护理干预的临床价值，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在我院生产的产妇 92 例，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常规组与观察组，观察组 48 例，最高年龄为
31 岁，最低年龄为 24 岁，平均年龄（28.15±3.72）岁，剖腹产产妇
19 例，顺产产妇 29 例；常规组 44 例，最高年龄为 30 岁，最低年龄
为 23 岁，平均年龄（27.64±3.31）岁，剖腹产产妇 18 例，顺产产妇
26 例。两组初产妇一般资料对比无明显差别，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可进行比较。 

1.2 方法 
常规组采用一般护理模式。 
观察组在一般护理模式基础上采用产前和产后护理干预模式，具

体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1）产前护理：护理人员根据产妇一般资料，
为其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并对其进行生产健康知识教育，包括纯
母乳喂养对婴儿发育的重要作用、母乳喂养的方法、姿势、次数以及
持续时间等。此外，还应告知产妇如何进行乳房护理，增加初产妇母
乳喂养积极性。与此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指导产妇日常生活，帮助
产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尽早入睡，并为其制定科学、合理的膳食
计划。（2）产后护理：产后护理主要是针对产妇乳房护理。当产妇生
产半小时后，护理人员让新生儿吸吮初产妇乳头，使其产生吸吮反射，
进而促进初产妇乳汁分泌。需要注意的是，不可使用奶瓶喂养新生儿，
并且在对新生儿哺乳前不需要喂食。不仅如此，护理人员还应为初产
妇讲解如何正确挤奶以及如何进行乳房护理，具体方法是使用热毛巾
对双乳进行热敷，每次十分钟左右，应注意毛巾温度不能过热，在四
十五摄氏度左右即可。正确的乳房按摩方式应是从乳房根部开始直至
乳晕，采用螺旋式按摩方法，每次持续五分钟左右。若初产妇出现乳
头塌陷现象，护理人员则应告知初产妇将乳头拉出，并进行捻转，进
而促进乳汁分泌。 

1.3 观察指标 
探究两组初产妇乳汁分泌时间以及母乳喂养率。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 92 例初产妇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两组初产妇母乳喂养率以及乳汁分泌时间等计数资料以（%）形
式表示，行 X2 检验。当数据对比结果呈现为 P<0.05 时，则存在统计
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初产妇母乳喂养率分析 
对比两组初产妇母乳喂养率，观察组明显高于常规组（详细数据

见表一），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表一 两组初产妇母乳喂养率分析[n（%）] 

组别 例数（n） 人工喂养 母乳喂养率 
观察组 48 3（6.25%） 45（93.75%） 
常规组 44 10（2.27%） 34（77.27%） 

X2   5.1367 
P   0.0234 

2.2 两组初产妇乳汁分泌时间分析 
对比两组初产妇乳汁分泌时间，与常规组相比，观察组时间更短

（详细数据见表二），组间对比存在确切差异（P＜0.05）。 
表二 两组初产妇乳汁分泌时间分析[n（%）] 

组别 例数（n） 小于 24h 24h-48h 48h-72h 大于 72h 

观察组 48 15（91.66%） 20（5.55%） 12（2.77%） 1（97.22%） 
常规组 44 6（67.64%） 9（14.70%） 23（17.64%） 6（82.35%） 

X2  4.0430 4.7853 7.2443 4.3587 

P  0.0443 0.0287 0.0071 0.0368 

3 讨论 
母乳营养十分丰富，有利于婴儿成长与与发育。母乳作为婴儿食

物，可为其提供日常所需的能量与养分，提升新生儿免疫力与抵抗力，
并且还有利于新生儿大脑发育。据相关研究表明，婴儿九个月之前，
其智力发展与母乳喂养成正比例关系[2-3]。为此，只有提高初产妇母
乳喂养概率，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新生儿成长发育，这就要求护理人
员对产妇进行产前与产后护理干预，帮助产妇加快乳汁分泌时间，除
告知产妇如何进行乳房护理外，还应对产妇进行心理疏导，由于初产
妇无生产经验，因此，在生产前后会出现焦虑以及抑郁等不良情绪。
护理人员应密切关注产妇心理变化，必要时对其进行心理护理，缓解
产妇紧张情绪，使其放松心情，进而加快乳汁分泌。此外，护理人员
在对初产妇进行饮食指导时，应尽量选择利于催乳的食物。同时选择
视频或图片等方式，使产妇了解挤奶的正确方式[4]。 

本研究通过分析对初产妇实施产前与产后护理的应用价值，结果
表明，观察组初产妇母乳喂养率明显高于常规，并且乳汁分泌时间较
常规组更短。 

综上所述，产前与产后护理干预可帮助产妇加快乳汁分泌时间，
提高母乳喂养率，有利于新生儿成长与发育，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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