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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母婴分离产妇泌乳影响的质性研究

王丽，詹远

(江苏省人民医院产科，南京 210029)

[摘　要]	 目的：通过质性研究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母婴分离产妇泌乳效果的影响。方法：纳入2019年3月

至9月江苏省人民医院产科13名需要母婴分离的产妇，并对其实施综合护理干预。采用问卷调查

法获取初产妇的一般资料，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产妇进行深度访谈，通过七步分析法分析访谈

资料。结果：母婴分离的产妇产后缺乏泌乳知识和技能，经历泌乳困难、母乳质量差的困惑。经

过综合护理干预，产妇增加泌乳知识并掌握泌乳技能，其泌乳效果得到改善，母乳质量得到提高

或保持。产妇对综合护理干预评价较高。结论：综合护理干预对泌乳有积极的影响，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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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lactation of postpartum women with 

maternal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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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lactation effect of mothers 

with maternal separation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rom March to September 2019, 13 women 

in our department who required maternal separation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nd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general data of primiparas were obtained by questionnaire. Postpartum women were 

interviewed b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analyzed by the seven-step analysis 

method of phenomenology. Results: These postpartum women with maternal separation lacked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lactation, experienced the difficulty of lactation and confusion of the quality of breast milk.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y enhanced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lactation. Therefore, the effect 

of lactation is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breast milk is maintained or improved. The evaluation of postpartum 

women to comprehensive nursing is high.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lactation and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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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分离，指已经发生或有可能发生危重情

况(如窒息、婴儿黄疸、早产等)的新生儿转至儿

科密切监护和治疗，从而造成与母亲身体、感情

分离的现象。目前，我国需要母婴分离的新生儿

占总新生儿的1 0 . 0 % ~ 2 1 . 2 % [ 1 - 2 ]。虽然已经转科监

测治疗，但新生儿仍有可能面临出现呼吸窘迫综

合征、神经系统发育不良等并发症的风险 [3]。

母乳是新生儿最理想的天然食品，对新生儿

的健康、营养、免疫、发育均有益处，世界卫生

组织也大力提倡母乳喂养 [ 4 ]。对母婴分离的新生

儿而言，高质量的母乳在提高其存活率、提升其

生存质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5 ]。对产

妇而言，正常泌乳对其身体康复和预防疾病也有

益处 [6-7]。然而，母婴分离的产妇产后得不到婴儿

的有效吮吸，容易造成泌乳困难，出现泌乳量不

足、泌乳使动时间推迟等问题 [ 8 ]。此外，受到医

院探视的限制，母婴分离的产妇因无法获知到新

生儿的实时状况而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

绪，对泌乳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 9 ]。因此，正常泌

乳对婴儿生长发育与产妇康复需要至关重要，如

何改善母婴分离初产妇泌乳效果一直是研究的重

点。给予母婴分离的产妇进行必要的护理干预，

能 保 持 正 常 的 泌 乳 [ 1 0 ]。 为 此 本 研 究 制 定 综 合 护

理方案，对需要母婴分离的产妇实施综合护理干

预，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产妇的一般资料，采用

半结构式访谈法对产妇进行深度访谈，通过现象

学的七步分析法分析访谈资料，了解综合护理干

预对母婴分离的产妇泌乳的影响，旨在为临床提

升母婴分离产妇的泌乳效果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在2019年3月至9月入住江苏省人民医院

产科的1 3名产妇为综合护理组。纳入标准：1 )早

产妇，因早产(孕周为28~37周)、黄疸等原因，其

婴儿需要转入监护病房治疗的产妇；2 )产妇精神

状态正常，本人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 )有母乳

禁忌证，如患有活动性传染病(肝炎、结核)、HIV
或正在服用代谢性药物的产妇；2 )本人拒绝母乳

喂养的产妇。另纳入1 3例同期入住江苏省人民医

院产科的产妇作自然对照，为常规护理组。

1.2  方法

1.2.1  护理干预方案

常规护理组的产妇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综合

护理组的产妇产后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即在常规

护理的基础上，加强乳房护理、心理辅导、健康

教育、饮食干预。1 )乳房护理包括模仿婴儿吮吸

乳头式刺激、日常乳房按摩、吸奶。模仿婴儿吮

吸乳头式刺激 [11]的具体方法为：使用热毛巾温暖

双手，使其温度与婴儿口腔接近，然后用温水湿

润指腹，按压距乳头根部2 cm处的乳窦，一压一

放地提捏乳头，注意力度，避免力度过大。给予

产 妇 3  d 的 模 仿 婴 儿 吮 吸 乳 头 式 刺 激 护 理 ， 每 天

5 组 。 每 组 按 压 提 捏 7 0 次 ， 每 次 按 压 提 捏 1 5  s 。

每 完 成 一 组 后 间 隔 1  m i n 后 再 进 行 下 一 组 。 乳 房

按摩的具体方法为：先使用4 0 ~ 5 0  ℃的热毛巾热

敷 乳 房 5  m i n ， 再 用 手 指 指 腹 从 乳 房 根 部 向 乳 晕

做 螺 旋 式 按 摩 ， 每 天 按 摩 1 次 。 吸 奶 ： 产 妇 按 照

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姿势，将吸奶器的漏斗

放在乳晕上进行吸奶，同时护理人员告知产妇合

适的吸奶频率和次数。乳房护理由护理人员一对

一指导，首次由护理人员示范，结束后由产妇及

其家人进行操作，护理人员现场指导并纠错，待

正确熟练掌握后由产妇及其家人自行操作，护理

人员定期督促。2 )健康教育：组织初产妇观看母

乳喂养宣传视频，发放泌乳知识手册。同时，护

士向家属讲解相关的护理知识与操作技能，使产

妇得到全方位的护理与足够的家庭支持。3 )心理

辅导：护理人员需要实时监测产妇心理状况，加

强与产妇的沟通交流，引导产妇积极抒发内心感

受，同时指导家属悉心照顾产妇。加强新生儿病

情变化、治疗情况及恢复情况的观察，并及时将

这些信息详细告知产妇，以增加产妇对新生儿实

际状况的了解，缓解其恐慌心理。同时根据产妇

实际需求，为其解决实际问题。4 )饮食干预：根

据产妇喜好及催乳食谱制定科学的饮食方案，促

进泌乳。

1.2.2  资料收集

首先根据自制的调查表，收集26名产妇的一般

资料。然后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进行面对面形式

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30 min，使用录音笔

全程录音。注意访谈前一定要与受访者进行沟通，

说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以及保密性，以取得受访者

的信任和配合，并让其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受访

者的意愿和研究需要，选择安静私密的访谈地点。

访谈提纲为：1)您在护理干预前后对泌乳知识、泌

乳技能的了解有无变化？2)您在泌乳过程中遇到哪

些困难和问题？综合护理干预后解决与否。3)您的

母乳质量如何？护理干预对母乳质量是否有帮助？

4)您对护理干预的评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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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护 理 干 预 前 、 接 受 护 理 干 预 3  d 后 ， 根 据

产 妇 实 际 泌 乳 量 评 定 等 级 [ 1 2 ]。 优 ： 泌 乳 量 多 ，

满足新生儿的需求并且有剩余乳汁；良：泌乳量

一般，刚刚满足新生儿的需求；差：泌乳量少或

无，无法满足新生儿需求。

1.2.3  资料整理和分析

访谈结束后，为防止记忆偏倚，24 h内必须将

录音资料逐字转录为文字。通过七步分析法对访

谈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1 )给予每位产妇的访谈

记录编号、建立各自档案，反复阅读访谈记录；

2)提取有重要意义的陈述；3)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

行编码；4)汇集编码后的观点；5)写出详细、无遗

漏的描述；6)辨别出相似的观点；7)返回参与者处

求证。

2  结果

2.1  基本资料

在研究过程中无失访者和退出者。1 3名经综

合护理干预的产妇分别以“个案A 1 - M 1”代替， 
13名经常规护理干预的产妇分别以“个案A2-M2”

代替，基本资料见表1。

表1 产妇的一般资料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n postpartum women

编号 年龄/岁 孕次 婚姻 分娩方式 职业

A1 22 1 已婚 顺产 家庭主妇

B1 18 1 未婚 剖宫产 职员

C1 28 1 已婚 剖宫产 职员

D1 29 2 已婚 顺产 家庭主妇

E1 34 1 已婚 顺产 公务员

F1 30 2 已婚 剖宫产 公务员

G1 21 1 已婚 剖宫产 职员

H1 23 1 已婚 顺产 职员

I1 36 1 已婚 剖宫产 家庭主妇

J1 19 1 未婚 顺产 家庭主妇

K1 20 1 已婚 顺产 职员

L1 27 2 已婚 顺产 职员

M1 25 1 已婚 剖宫产 职员

A2 20 1 已婚 顺产 职员

B2 22 1 已婚 剖宫产 职员

C2 34 2 已婚 剖宫产 职员

D2 30 1 已婚 顺产 家庭主妇

E2 36 1 已婚 顺产 职员

F2 18 1 未婚 顺产 职员

G2 23 1 已婚 剖宫产 职员

H2 33 2 已婚 剖宫产 公务员

I2 24 1 已婚 剖宫产 职员

J2 27 1 已婚 顺产 家庭主妇

K2 19 1 未婚 顺产 职员

L2 21 2 已婚 顺产 职员

M2 20 1 已婚 顺产 家庭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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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内容分析

2.2.1  泌乳知识和泌乳技能

在本研究中，母婴分离的初产妇均普遍缺乏

泌乳经验，不了解基本的泌乳知识(如吸奶的间隔

和频率、泌乳期间的科学饮食方法等)和泌乳技能

(吸奶、按摩的手法等)，或存在错误的观念。经过

综合护理干预，产妇增加泌乳知识和掌握泌乳技

能。个案B1：“我的父母的比较传统，坐月子的

时候不给洗头，说对奶水不好，要吃胎盘，但上

了健康教育课后，才知道胎盘容易受病原体的污

染，如果要催乳可以多喝汤水。还可以洗头，个

人整洁才能保持心情愉悦。”个案E1：“之前在

互联网上搜索过乳房按摩的手法，可是写得不够

详细，我和老公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操作。还

好有护理人员教我们，她们教得非常仔细，我学

了几分钟就会了。”经干预后，综合护理组1 3例

产妇均表示对泌乳知识、泌乳技能有更深入、更

科学的了解。常规护理组有1 0例产妇表示对泌乳

知识、泌乳技能有更深入、更科学的了解，3例产

妇表示对对泌乳知识、泌乳技能的了解无变化。

2.2.2  泌乳困难

从产妇的访谈内容可知，由于缺乏经验，她

们泌乳困难时手足无措，对泌乳丧失信心。两组

共有1 2名母婴分离产妇曾泌乳困难，其中综合护

理组7名，常规护理组5名。泌乳过程中主要的问

题为乳量不足、泌乳使动时间推迟、乳汁淤积和

乳房肿痛等。综合护理干预组产妇的泌乳情况均

在2 d内得到改善，泌乳问题在5 d内得到解决。常

规护理组的泌乳情况均在3 d内得到改善，泌乳问

题均在7 d内得到解决。个案L：“产后我的乳房就

开始肿痛，痛得我想放弃母乳喂养了，可是护理

人员一边给我按摩一边鼓励我，给我安慰。护理

人员还教了我按摩的手法，让我自己每天给自己

按摩，我一开始还是觉得很痛，但我听到护理人

员的鼓励，知道自己一定要坚持按摩下去，几天

后泌乳就正常了。”

2.2.3  母乳的质量

母婴分离产妇的母乳质量有差异，经综合护

理干预，母乳质量有所提高或保持。综合护理组

接受综合护理干预前，7名产妇泌乳量被评为优，

4名产妇泌乳量被评为良，2名产妇泌乳量被评为

差。接受综合护理干预3 d后，10名产妇泌乳量被

评为优，3名产妇泌乳量被评为良。常规护理组接

受护理干预前，6名产妇泌乳量被评为优，4名产

妇泌乳量被评为良，3名产妇泌乳量被评为差。接

受常规护理干预3 d后，8名产妇泌乳量被评为优，

5 名 产 妇 泌 乳 量 被 评 为 良 。 个 案 I 1 ： “ 生 完 孩 子

后，我的身体一直很疲惫，吸出来的前奶和后奶

都很稀，只有60 mL左右，还是灰白色的，根本不

够孩子喝。我妈妈就去跟护理人员反映，她们立

刻帮我调整了食谱，增加了很多蛋白质含量高的

食物，还给我增加了孕妇奶粉，几天之后身体没

那么疲惫了，奶水变成了乳白色，变浓稠了能吸

出150 mL左右，护士反映孩子吃饱后没有哭和不

安，排泄次数也正常。”个案G1：“我每天都能

正常泌乳，并且质量不错。这离不开医院的综合

护理干预，护士经常引导我积极向上，并且告诉

我宝宝的具体情况，她们的按摩技术又很好，医

院安排的食谱科学合理，所有的护理对我身体的

康复和泌乳都有帮助，如果只靠我老公的日常护

理，奶水不一定能维持得这么好。”

2.2.4  产妇对综合护理干预的评价

针对综合护理方案设计的合理性，综合护理

组有 1 2 名产妇表示“合理科学”， 1 名产妇表示

“有待改进”；常规护理组有1 0名产妇表示“合

理科学”，3名产妇表示“有待改进”。对护理人

员的工作态度和服务态度的评价，两组产妇全部

认可护理人员的工作态度。针对关于新生儿的信

息要求满足度，两组产妇表示“基本满足”。

3  讨论

正确的泌乳知识和技能是正常泌乳的理论基

础，然而初产妇一般无正确的参照模型或者依赖家

人的传统模板。相对于初产妇，二产妇经验比较丰

富，但也可能存在错误的观念。如调查数据 [13]所

示：74.06%的产妇需要学习促乳汁分泌的方法，

91.51%的产妇需要学习掌握吸奶手法和按摩乳房

的方法。另外，在住院期间，产妇及其家人可能

会出现单方面接受知识灌输，依赖医护人员的现

象。产妇出院后，由于缺乏实际的动手能力，容

易遇到泌乳问题。罗琳雪等 [14]对母婴分离的产妇

产后当天直至出院期间实施健康教育，发现有利

于产妇和家属更全面地掌握泌乳知识。产妇产后

住院时间较短，简单的临床路径护理并不能提高

产妇产后泌乳知识和泌乳技能，在产妇住院期间

进行综合护理干预，帮助产妇掌握泌乳知识和技

巧极为重要。本研究中，通过综合护理的手段，

能够更好地普及泌乳知识同时纠正错误的观念。

与常规护理组对比，一对一指导产妇熟练掌握泌

乳技能，提高产妇对泌乳知识的掌握程度，为正

常泌乳打好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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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乳是一个的复杂过程，其效果受多种因素

影 响 。 婴 儿 对 乳 头 早 吮 吸 、 频 繁 吮 吸 是 影 响 产

妇 产 后 泌 乳 的 主 要 因 素 。 当 产 妇 乳 头 受 到 有 效

的 刺 激 ， 体 内 泌 乳 素 的 水 平 提 高 ， 进 而 持 续 泌

乳 ， 促 进 乳 汁 分 泌 [ 1 5 ]。 针 对 母 婴 分 离 的 产 妇 ，

辛 国 玲 [ 1 1 ]发 现 模 仿 婴 儿 吸 吮 的 乳 头 刺 激 干 预 可

以 帮 助 提 升 其 泌 乳 功 能 。 兰 娟 [ 1 6 ]也 指 出 产 后 乳

房 按 摩 可 以 解 决 产 后 泌 乳 量 不 足 、 泌 乳 时 间 推

迟 等 问 题 。 此 外 ， 心 理 因 素 也 对 泌 乳 效 果 影 响

显 著 ， 冯 冰 霜 等 [ 1 7 ]指 出 ： 产 妇 的 负 面 情 绪 会 使

大 脑 皮 层 处 于 抑 制 状 态 ， 减 少 缩 宫 素 分 泌 进 而

导致乳汁分泌的减少。国外有研究 [ 1 8 ]提倡给予母

婴分离的产妇积极的心理辅助，可以解决产妇的

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本研究结论与上述研究

一致：与常规护理组比较，综合护理组的产妇给

予了较多的肯定，提示综合护理干预更全面，能

够更好地解决产妇生理、心理问题，进而改善母

婴分离产妇的泌乳情况，缓解乳房肿痛，增加泌

乳量。

母乳的质量与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息息相关。

在分娩的过程中，因为产妇消耗大量的体力，身

体处于虚弱的状态，特别是剖宫产产妇，由于手

术对机体造成创伤使得身体更显虚弱。产后产妇

的身体状况影响母乳质量，积极的护理干预对母

乳质量十分重要 [18]。综合护理干预可保证产妇的

体质、加强营养的摄入，同时使产妇保持精神愉

悦[19-20]。经过综合护理干预，综合护理组的产妇给

予更多正性的反馈，较差质量的母乳得到最大程

度的改善，高质量的母乳得到保持。

母 婴 分 离 的 产 妇 泌 乳 过 程 中 需 求 是 生 理 需

求、心理需求、服务需求、技术需求，产妇对这

些需求的满足度直接反映综合护理的质量。从本

研究结果可知，综合护理干预可满足产妇的各项

需求，进一步说明综合护理干预质量高。

综上，综合护理干预对母婴分离产妇泌乳效

果影响明显，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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