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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母乳喂养知识问卷对 127 名产科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产科

护士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母乳喂养知识，母乳喂养知识回答平均正确率为 57． 31%。年龄和产科工作年限是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应对产科护士进行针对性的母乳喂养知识培训，提高产科护士在临床工作中母乳喂养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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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aternity nurses＇breastfeeding knowledge level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Method A total of 127 ma-

ternity nurs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 breastfeeding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maternity nurses had limited breastfeeding knowledge，and the aver-

age correct rate was 57． 31% ． Age and working experience were the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urses＇ breastfeeding knowledge． Conclusions The maternity

nurses should receive targeted breastfeeding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support of breastfeeding in their clin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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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母乳喂养率呈下降趋势
［1］。近

年来虽逐步回升，但 2005 在中国 9 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尽管在

城市中有 85． 1%的产妇开始母乳喂养，但产后 6 个月部分母乳

喂养率分别降至 58． 1% 和 1． 4%［2］。与“2020 健康人”提出的

6 个月母乳喂养率达到 60． 6% 的目标相距甚远
［3］。影响母乳

喂养率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产科护士在提高母乳喂养率和延长

母乳喂养时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产科护士能够为孕产妇提

供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帮助孕产妇应对母乳喂养中出现的问

题，从而影响孕产妇母乳喂养的选择
［4 － 6］。在我国针对母乳喂

养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对象多为孕产妇，关于产科护士母乳喂

养知识的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旨在调查产科护士的母乳喂

养知识水平，以便为有针对性地制订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培

训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11 年 5 月至 8 月抽取厦门某医学院 4 所附属三级甲

等医院的 127 名产科护士进行调查。入选标准: 已经取得护士

执业资格证书并在产科( 包括产房)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者。排

除在产科轮转的护士。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工具

1． 2． 1． 1 产科护士一般资料问卷 在参阅国内外文献
［2 － 6］

后

自行设计，内容包括: 年龄、( 产科) 工作年限、职称、学历、是否

为助产专业、儿时是否接受母乳喂养、婚姻状况、有无子女、母

乳喂养孩子经验、母乳喂养孩子的时间等。
1． 2． 1． 2 中 文 版 母 乳 喂 养 知 识 问 卷 由 Williams 和

Hammer［7］
研制，用来测量医护工作者母乳喂养知识水平。在获

得原作者授权使用后，该问卷经英语良好的护理本科生翻译、
具备海外留学背景的护理教师审核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护理学

院华裔教师进行回译。并经 1 名护理教师和 4 名临床母乳喂养

专家咨询，问卷内容效度 CVI 为 0． 94，原问卷 6 个条目得到修

改，1 个条目国内因缺乏客观统计数据而被删除。母乳喂养知

识包括 9 个方面: 乳房的解剖和生理、母乳喂养的优点、母乳喂

养的禁忌和阻力、母乳喂养的初始、乳房疼痛的预防和处理、母
乳喂养儿的评估、母乳喂养辅助工具的使用、母乳喂养特殊情

况的处理以及母乳的泵出和贮存。问卷包括 46 个判断题和

9 个单项选择题，判断题有正确、错误和不知道 3 个选项。每道

题以答对计 1 分，以全部答对个数作为对应的知识分
［7］。

1． 2． 2 调查方法 由研究者在取得 4 所医院护理部的同意后，

向每名产科护士采用统一指导语说明该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所

需时间，在征得其同意后，要求产科护士对各个项目如实填写，

采用无记名方式，并当场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 133 份，回收

133 份，其中有效问卷 127 份，有效率为 95． 48%。
1． 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3． 0 统计软件包，采用统计描述、单因素方差分

析、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 1 一般资料 ( 见表 1)

2． 2 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水平

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得分为 20 ～ 41 ( 31． 53 ± 4． 36 ) 分，

平均答对了 57． 31%的母乳喂养知识题目。9 个范畴的母乳喂

养知识正确率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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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n =127)

项目 人数( n) 百分比( % )

年龄( 岁)

＜ 20 5 3． 94
20 ～ 29 108 85． 04
30 ～ 39 10 7． 87
≥40 4 3． 15

产科工作年限( 年)

＜ 1 20 15． 75
≥1 ～ ＜ 2 5 3． 94
≥2 ～ ＜ 3 23 18． 11
≥3 ～ ＜ 4 32 25． 20
≥4 47 37． 01

职称

护士 71 55． 91
护师 51 40． 16
主管护师 4 3． 15
副主任护师 1 0． 79

学历

中专 16 12． 60
大专 80 62． 99
本科 31 24． 41

助产专业

是 92 72． 44
否 35 27． 56

儿时是否接受母乳喂养

是 105 82． 68
否 11 8． 66
不清楚 11 8． 66

婚姻状况

已婚 52 40． 94
未婚 75 59． 06

有无子女

有 36 28． 35
无 91 71． 65

母乳喂养孩子经验

有 34 26． 77
无 93 73． 23

母乳喂养孩子时间( 月)

无 93 73． 23
＜ 3 3 2． 36
≥3 ～ ＜ 6 9 7． 09
≥6 ～ ＜ 12 22 17． 32

表 2 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水平( n =127)

项目
题目

( 个)
正确率( % )

最小值 最大值 均数

哺乳的解剖和生理 11 27． 12 82． 32 54． 43
母乳喂养的优点 5 20． 00 100． 00 69． 83
母乳喂养的禁忌和阻力 9 11． 23 89． 56 56． 87
母乳喂养的初始 2 0． 00 100． 00 63． 45
乳房疼痛的预防和处理 5 0． 00 100． 00 74． 18
母乳喂养儿的评估 8 25． 75 88． 32 57． 46
母乳喂养辅助工具的使用 7 0． 00 100． 00 59． 27
母乳喂养特殊情况的处理 6 0． 00 83． 52 36． 65
母乳的泵出和贮存 2 0． 00 100． 00 52． 25
总分 55 36． 36 74． 54 57． 31

2． 3 不同特征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水平( 见表 3)

表 3 不同特征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水平比较( n =127)

项目 得分( 分，珋x ± s) t /F 值 P 值

年龄( 岁)

＜ 20 30． 94 ± 4． 17 5． 030△ 0． 003
20 ～ 29 34． 75 ± 5． 12
30 ～ 39 35． 10 ± 3． 93
≥40 35． 25 ± 3． 30

产科工作年限( 年)

＜ 1 29． 48 ± 4． 58 2． 760△ 0． 031
≥1 ～ ＜ 2 30． 40 ± 4． 52
≥2 ～ ＜ 3 30． 80 ± 5． 12
≥3 ～ ＜ 4 32． 13 ± 3． 84
≥4 32． 68 ± 4． 12

婚姻状况

已婚 32． 77 ± 4． 31 － 2． 730* 0． 007
未婚 30． 67 ± 4． 21

有无子女

有 33． 11 ± 3． 91 － 2． 635* 0． 009
无 30． 90 ± 4． 39

母乳喂养孩子经验

有 32． 94 ± 3． 89 － 2． 245* 0． 027
无 31． 01 ± 4． 42

注: * 为 t 值;△为 F 值

2． 4 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

以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总分为因变量，以 t 检验和单因

素方差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年龄、产科工作年限、婚姻状

况、有无子女以及有无母乳喂养孩子经验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水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n =127)

自变量 B 值 SE 值 β 值 t 值 P 值

常数项 34． 960 2． 197 15． 913 0． 000
年龄 5． 042 1． 290 0． 386 3． 752 0． 000
产科工作年限 1． 668 1． 118 0． 185 1． 492 0． 003

注: R2 = 0． 175，F = 3． 607，P = 0． 001

3 讨论

3． 1 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水平较低

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水平为产科护士对母乳喂养的认

知程度，决定着产科护士在帮助孕产妇选择喂养方式时能否提

供足够的专业知识，在孕产妇遇到母乳喂养困难时能否提供专

业的 技 术 支 持
［3］。本 研 究 显 示，产 科 护 士 平 均 答 对 了

57． 31%的母乳喂养知识题目，与 Williams 和 Hammer 在美国的

研究相似( 53% ) ［7］。说明产科护士有关母乳喂养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掌握不够。Cantrill 等
［8］

指出，产科护士常为孕产妇提供

不一致的母乳喂养建议和专业支持，从而影响了母乳喂养的临

床促进。朱杰敏等
［9］

研究显示，产妇母乳喂养自信心较低，产

妇不能够从产科护士那里获得足够的母乳喂养支持。因此，有

必要了解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的匮乏点以及其影响因素，以

便更好地开展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的培训，提高产科护士在临床

工作中母乳喂养的支持力度。由表 2 可知，产科护士在“乳房

疼痛 的 预 防 和 处 理”( 74． 18% ) 和“母 乳 喂 养 的 优 点”
( 69． 83% ) 两个方面正确率最高。但在母乳喂养特殊情况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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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母乳的泵出和贮存、乳房解剖和生理等方面正确率较低。
可见，绝大多数产科护士认同母乳喂养较奶粉喂养优越，也能

预防和处理乳房疼痛这一母乳喂养常见并发症。但是产科护

士缺乏全面的母乳喂养知识，很多产科护士赞同母乳喂养后增

加配方奶粉来弥补母乳不足这一错误观念，也不知晓可以通过

大小便判断孩子是否吃够奶这一基本母乳喂养知识。鉴于产

科护士缺乏系统而全面的母乳喂养知识，有针对性的母乳喂养

知识培训能够弥补产科护士在母乳喂养知识方面的不足。有

专家提出要对所有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健康护理的各个层次的

护士进行母乳喂养的培训，使母乳喂养成为临床护理的标准化

流程
［3］。

3． 2 产科护士母乳喂养知识影响因素

3． 2． 1 产科工作年限 产科工作年限能够帮助护士积累工作

经验，从而使护士能够更好地针对产科需求而确定不同的生

理、心理护理干预
［10］。产科护士在临床工作中可以学习如何有

效地与产妇进行母乳喂养的沟通和交流，并从有母乳喂养经验

的产妇那里获得母乳喂养知识，也可以与有经验的同事交流如

何教授产妇母乳喂养的技巧。本研究表明，产科护士在产科工

作时间越长，积累的临床经验越丰富，所获得的母乳喂养知识

分数越高。Cantrill 等
［8］

指出，护士在产科工作的时候会遇到并

处理各种母乳喂养问题，通过不断的临床实践和知识积累，使

产科护士的母乳喂养知识丰富起来。但 Hellings 和 Howe［11］
认

为尽管工作经验的积累会增加产科护士处理母乳喂养问题的

能力，但依然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基础的母乳喂养知识教育，必

须意识到单纯的工作经验积累并不意味着产科护士已经准备

好去帮助支持母乳喂养。
3． 2． 2 年龄 年龄的增长意味着个人的成长，包括结婚生子

等人生经历。已结婚和有子女的产科护士由于自身具有哺育

孩子的需要，会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关注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

例如: 主动阅读、学习母乳喂养的知识和技巧。本研究显示，随

着年龄增长，其母乳喂养知识水平提高。这与个人母乳喂养经

验以及临床工作中母乳喂养知识的积累有关。Karipis 和 Spi-
cer［12］

指出，有成功母乳喂养经验的产科护士较无母乳喂养经

验或有失败母乳喂养经验的产科护士表现出更高的母乳喂养

知识水平。但 Hellings 和 Howe［10］
认为单纯依靠个人经验作为

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来源会减少产科护士为孕产妇提

供的母乳喂养帮助，并限制了解决母乳喂养问题的策略发展，

因为有很多母乳喂养的知识是必须通过系统的学习，而不是仅

依靠年龄增长来积累获得的。
因此，管理者要客观评价产科护士的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

水平，对产科护士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母乳喂养知识课程教育，

弥补产科护士在母乳喂养知识方面的不足，提高产科护士在临

床工作中母乳喂养的支持力度。由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本研

究采取了便利抽样的方法在 4 所三级甲等医院抽取样本，可能

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选择性偏倚，今后有必要在不同的地区和

产科人群中反复研究以验证本研究结论。由于产科护士不具

备足够的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建议今后的研究可以在产科护

士或护理专业学生中进行母乳喂养的培训，为更好地推广系统

全面的母乳喂养课程学习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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