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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基本资料问卷、中文版母乳喂养自信心量表和社会支持

量表,对 2009年 9月至 12月在厦门市 3所三级甲等医院产科门诊随访的 201例孕妇进行母乳喂养自信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 孕妇对母乳喂

养自信心平均水平为 ( 3. 50 ! 0. 68)分。母乳喂养间接经验、决定时间、爱人对母乳喂养的态度和社会支持度是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的主要影响因

素, 其中社会支持对母乳喂养的态度影响最大。结论 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有待提高,护理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母乳喂养间接经验的模范示范作

用,尽早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母乳喂养宣教,并为孕妇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 提高孕妇对母乳喂养的自信心,从而提高母乳喂养率和延长母乳喂养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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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 escribe the breast feed ing self - efficacy of pregnan t wom en in X iam en C ity and id ent ify its in fluen cing factors.

M ethods T otally, 201 pregnan tw om en follow ed- up by obstetric clin ics in three 3A - levelh osp italsw ere recru ited and investigatedw ith a self- designed bas

ic inform at ion questionnaire, th e Ch in ese vers ion of th e Breastfeed ing Self- E ff icacy Scale, and th e Social Support Sca le from S eptem ber to Decem ber 2009.

Resu lts The m ean score of b reastfeed ing self- efficacy of pregnan tw om en w as ( 3. 50 ! 0. 68 ). B reastfeed ing ind irect experien ces, th e decision t im e, th e atti

tud e of husb ands to breast feed ing, and the social support levelw ere the m ain in fluen cing factors, of wh ich the att itude of husbands had the greatest factor.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 prove the self- efficacy of pregnan t w om en. The nu rses should take advan tage of th e exem p lary role m odeling of ind irect

b reastfeed ing experiences, app ly th e fam ily- eff icacy breast feed ing educat ion, and provide com prehens ive social supports for pregnan tw om en, to imp rove th eir self

- efficacy, thus prom oting the rates and durat ion of b reastfeed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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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是婴儿的天然最佳食品, 母乳喂养对婴儿、母亲、家庭

以及社会都具有其他喂养方式无可比拟的益处。但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我国也和发达国家一样, 产后母乳喂养率呈下降

趋势。近年来虽逐步回升,但大部分的产妇仍然在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的纯母乳喂养时间 ( 6个月 )之前停止了母乳喂养 [ 1]。

许多研究表明,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水平与产后母乳喂养程

度及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 2- 3]。孕妇对母

乳喂养自信心越高, 产后母乳喂养程度越高, 母乳喂养持续时

间越长。2003年戴晓娜等 [ 4- 5]将母乳喂养自信心量表引入中

国,但至今国内鲜有继续母乳喂养自信心的研究。本研究旨在

调查厦门市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现状, 分析其主要影响因

素,以便为有针对性地制订干预方案、延长母乳喂养时间和提

高母乳喂养程度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 选取 2009年 9月至 12月在厦门市

3所三级甲等医院产科门诊随访的 201例孕妇。人选标准: 产

科门诊随访孕妇;已婚且与丈夫同住, 自愿参与本研究; 意识清

楚,能以文字或语言和研究者沟通。排除标准: 合并不宜母乳

喂养的母婴疾病,不愿参与研究者。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工具

1. 2. 1. 1 母乳喂养自信心中文量表 [ 4- 5] 包括 2个维度, 即技

能和内心活动, 30个条目, 每个条目每项均用 1 ~ 5级数字评

分法评定, 分值越大表示自信心程度越高。所有的条目均为正

向计分, 总分为 30~ 150分, 得分越高表示产妇对母乳喂养自信

心越高。

1. 2. 1. 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包括 3个维度, 共 10个条目, 计

量表总分, 得分越高者为社会支持状况越好 [6]。

1. 2. 1. 3 孕妇基本资料问卷 由研究者在参阅国内外文献后

自行设计, 内容包括:孕妇的年龄、孕周、是否初产、有无母乳喂

养经验、妊娠合并症、学历、职业、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产假时

间、家庭收入、母亲 (婆婆 )、爱人、朋友对母乳喂养的支持程度、

是否见过母乳喂养、是否决定母乳喂养及什么时候决定母乳喂

养等资料。其中母亲 (婆婆 )、爱人、朋友对母乳喂养的态度分

别为 3个条目, 评价孕妇感知到的其他人对母乳喂养的支持程

度, 采用 10级评分 ( 1 ~ 10分 ), 得分越高表示孕妇感知到其他

人对母乳喂养越支持。

1. 2. 2 调查方法 采用统一指导语, 向每名研究对象说明研

究目的、意义、需要的时间, 征得其同意。问卷由研究对象逐项

认真填写。共发放问卷 206份, 其中有效问卷 201份, 有效回收

率为 97. 57%。

1. 2.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3. 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处理。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自信心水平采用描述性统

计方法。单因素分析: 孕妇母乳喂养自信心在两组间的差别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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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独立样本 t检验,在多组间差别采用方差分析;连续性变量和

孕妇母乳喂养自信心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Spearm an相关分析。

多因素分析:以孕妇母乳喂养自信心评分为因变量, 各影响因

素为自变量建立多元逐步回归模型, 识别影响孕妇母乳喂养自

信心的主要因素。

2 结果

2.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n= 201)

项目 例数 ( n ) 百分比 (% )

年龄 (岁 )
21~ 30 173 86. 07
# 31 28 13. 93

孕周 (周 )

13~ 27 21 10. 45
28~ 36 74 36. 82
37~ 40 106 52. 74

是否初产
是 181 90. 05
否 20 9. 95

妊娠合并症
无 158 78. 61
妊娠合并糖尿病 23 11. 44
妊娠合并肝炎 20 9. 95

学历

大专及以下 102 50. 75
本科 51 25. 37
硕士及以上 48 23. 88

职业
有 174 86. 57
无 27 13. 43

医疗付费方式
公费 3 1. 49
普通医疗保险 137 68. 16
自费 61 30. 35

产假时间 (月 )

无 67 33. 33
< 3 5 2. 49
3~ 4 75 37. 31
> 4 54 26. 87

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
500~ 999 5 2. 49
1 000~ 2 999 62 30. 85
3 000~ 4 999 77 38. 31
# 5 000 57 28. 36

母乳喂养决定时间

怀孕前 141 70. 15
怀孕早期 32 15. 92
怀孕中期 10 4. 98
怀孕晚期 10 4. 98
不知道 8 3. 98

2. 2 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现状

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得分为 ( 3. 50 ! 0. 68)分。孕妇对

母乳喂养自信心量表各条目得分排序中得分最高和最低的

5个条目汇总见表 2。

表 2 孕妇母乳喂养自信心量表得分最高和最低的条目情况

项目 得分 (分, x ! s)

得分最高的 5个条目

我总能从家人那儿得到母乳喂养的支持 4. 30 ! 0. 79

我总能感到我确实想坚持母乳喂养至少一个半月 4. 28 ! 0. 79

我总能鼓励自己要做好母乳喂养 4. 16 ! 0. 80

我总能保持着那种想要坚持母乳喂养的愿望 4. 10 ! 0. 78

虽然母乳喂养暂时地限制了我的自由,但我能够接受这一点 4. 10 ! 0. 76

得分最低的 5个条目

我总能只用一个乳房就把孩子喂饱 2. 69 ! 0. 99

我总能通过观察孩子的大小便情况来判断他吃的奶够不够 3. 01 ! 1. 07

每次喂奶我都能一气呵成而不必间断 2. 98 ! 1. 03

我总能确保孩子母乳充足 2. 94 ! 1. 02

我总能保证我的乳汁供应 3. 06 ! 1. 06

2. 3 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的影响因素

2. 3. 1 影响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的单因素分析 孕妇母乳

喂养自信心影响因素的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Spearm an相

关分析结果表明, 是否见过其他母乳喂养、其他母乳喂养是否

成功、母乳喂养决定时间、社会支持度以及爱人对母乳喂养的

态度, 对孕妇的母乳喂养自信心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

标汇总见表 3~ 4。

表 3 不同分组组间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状况

项目 得分 (分, x ! s) 统计值 P值

是否见过其他母乳喂养

是 106. 38 ! 19. 94 3. 093* 0. 002

否 87. 36 ! 17. 51

其他母亲喂养是否成功

是 107. 28 ! 15. 45 2. 665* 0. 008

否 89. 33 ! 26. 34

母乳喂养决定时间

怀孕前 108. 60 ! 19. 45 5. 393* * 0. 000

怀孕早期 101. 59 ! 16. 98

怀孕中期 98. 80 ! 14. 96

怀孕晚期 95. 00 ! 18. 24

不知道 76. 13 ! 25. 31

注: * 为 t值; * * 为 F值

表 4 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相关分析结果

项目 Sp earson相关系数 P值

社会支持量表总分 0. 298 0. 000

爱人对母乳喂养的支持度 0. 226 0. 001

2. 3. 2 影响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的多因素分析 (见表 5)

表 5 各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 t检验

影响因素
偏回归系数

( B )

标准化回归

系数 ( )
t值 P值

社会支持 0. 975 0. 273 4. 085 0. 000

母乳喂养决定时间 - 3. 963 - 0. 224 - 3. 378 0. 001

爱人对母乳喂养的支持度 3. 054 0. 139 2. 029 0. 044

注:决定系数 R 2 = 0. 191;复相关系数 R = 0. 438

以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总评分为因变量, 以成组 t检验

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是否见过其他母乳喂

养、其他母乳喂养是否成功、母乳喂养决定时间、社会支持量表

总分和爱人对母乳喂养的支持度共 5个因素为自变量, 将母乳

喂养决定时间转换为哑变量,社会支持度量表总分和爱人对母

乳喂养的支持度以原数值输入后进行多元逐步回归 ( Stepw ise )

分析, 以P < 0. 05水平作为进入标准。对孕妇母乳喂养自信心

有显著意义的变量按对回归方程贡献的大小依次为爱人对母

乳喂养的支持度、社会支持、母乳喂养决定时间。

3 讨论

3. 1 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水平

母乳喂养自信心水平决定着母亲对母乳喂养将付出的努

力程度, 在面对逆境时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去克服, 以及遇到困

难时坚持母乳喂养的时间长短 [ 7]。本研究显示,孕妇对母乳喂

养自信心水平为 ( 3. 50 ! 0. 68 )分, 低于国外类似研究

( 3. 80! 0. 72)分 [2]。这可能与西方国家有比较完善的产前母

乳喂养宣教有关。国内孕妇班课程中母乳喂养宣教大多以放

录像的形式, 很少有医务人员对孕妇进行专业的母乳喂养宣

教, 使孕妇对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的把握不够, 可能导致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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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自信心低于西方国家水平。

母乳喂养自信心量表中各个条目上孕妇的反应,可以帮助

评估孕妇在母乳喂养问题上的困难所在, 从而有针对性制订母

乳喂养宣教和进行护理干预 [2]。由表 2可知,孕妇母乳喂养自

信心量表各条目得分最高的 5个条目均属内心活动维度, 而得

分最低的 5个条目均属技能维度。可见绝大多数的孕妇愿意

进行母乳喂养,并且相信能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但是对于

母乳喂养知识的应用和哺乳技能方面的信心水平低,没有足够

的信心保证自己乳汁充足。因此, 产前有针对性的母乳喂养知

识教育和技能指导能够调整孕妇对待母乳喂养的态度, 增强母

乳喂养自信心,从而提高母乳喂养率和延长母乳喂养时间。

3. 2 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的影响因素

单因素分析发现,孕妇对母乳喂养自信心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是否见过其他母乳喂养、其他母乳喂养成功与否、母乳喂养

决定时间、社会支持度以及爱人对母乳喂养的支持度。多元逐

步回归分析表明, 社会支持、母乳喂养决定时间和爱人对母乳

喂养的支持度,是母乳喂养自信心的主要影响因素。

3. 2. 1 母乳喂养间接经验 母乳喂养自信心可以通过观察别

人成功地进行母乳喂养得到加强, 尽管这种间接经验在增强自

信心方面不如自身成功的母乳喂养经验, 但当母亲对自己的能

力不确定或者缺乏经验时, 间接经验就凸显其重要性 [ 7]。同伴

之间的示范作用可以提高母乳喂养自信心, 有益于母乳喂

养 [ 8]。本研究显示,有间接母乳喂养经验的孕妇母乳喂养自信

心高于没有任何间接经验的孕妇。护士在做母乳喂养宣教的

时候,要注意充分利用间接经验,例如:指导孕妇观察其他人的

母乳喂养,或提供婴儿模型和录像带。当孕妇目睹与自己 ∃相

似的她人%的成功母乳喂养的时候, 就会对自己说 ∃我也能做

到%, 其自信心水平便得到了提高。

3. 2. 2 母乳喂养决定时间 孕妇什么时候决定母乳喂养与产

后的母乳喂养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 [ 9]。一般来说, 孕妇越早决

定母乳喂养,产后越有可能进行母乳喂养, 并且母乳喂养持续

时间越长。许多研究发现, 50% ~ 75%的孕妇在怀孕前或者怀

孕早期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喂养方式 [ 10]。如果孕妇在怀孕期

间对母乳喂养充满自信并且相信母乳为婴儿的最佳食品时, 其

产后更有可能开始并持续母乳喂养 [ 11- 12]。本研究发现, 母乳

喂养决定时间影响母乳喂养自信心, 越早决定母乳喂养的孕妇

母乳喂养自信心越高。

3. 2. 3 社会支持度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孕妇对母乳喂养

自信心的建立和加强。家庭、亲戚朋友以及医务工作者通过鼓

励和支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孕妇母乳喂养的决定 [ 13]。当亲戚

朋友与孕妇探讨母乳喂养 ,并与孕妇分享母乳喂养的经验时,

孕妇会感到自己 ∃被支持% [ 13]。而医务工作者的母乳喂养知识

传授以及技能的加强也会提升孕妇的自信心 [ 14]。本研究显示,

社会支持对于孕妇的母乳喂养自信心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

度高的孕妇母乳喂养自信心水平高, 她们在应对喂养过程中的

困难时更有信心, 愿意做出更多的努力, 并持之以恒。由此可

见,对于孕妇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要加强母乳

喂养的社会宣传,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母乳喂养, 使孕妇以

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母乳喂养, 最终实现成功的母乳喂养。

3. 2. 4 爱人对母乳喂养的支持度 爱人对母乳喂养的态度以

及孕妇对爱人支持的感知都会影响孕妇母乳喂养的决定 [ 12, 15]。

Scott等 [ 16]发现爱人母乳喂养的知识和态度与孕产妇母乳喂养

自信心和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呈正相关。 P isacane等 [17]发现教

育爱人如何预防以及处理常见的哺乳困难会使孕产妇拥有更

高的母乳喂养自信心, 并坚持 6个月纯母乳喂养。因此, 要开

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母乳喂养宣教,母乳喂养教育的对象不仅仅

是孕妇本人, 而应把爱人纳入宣教范围。让爱人更多地了解母

乳喂养的知识, 掌握母乳喂养的技能, 从而间接地帮助孕妇树

立母乳喂养的自信心。

4 小结

母乳喂养间接经验、决定时间、爱人对母乳喂养的态度和

社会支持度是孕妇母乳喂养自信心的主要影响因素。护理工

作者要充分利用间接经验的模范示范作用, 尽早开展以家庭为

中心的母乳喂养宣教, 并为孕妇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 提高孕

妇的母乳喂养自信心,从而提高母乳喂养率和延长母乳喂养时

间。由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 ,本研究采取了便利抽样的方法抽

取研究对象, 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选择性偏倚, 今后有必

要在不同的地区和人群中反复研究来验证本研究结论。由于

母乳喂养自信心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 ,建议今后在孕产妇的

不同时间段进行比较,进一步探讨母乳喂养自信心影响因素和

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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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吸烟不仅危害自身和周围人群的健康,

也影响病房的安全管理。但由于维持患者吸烟原因复杂, 可能

涉及烟草本身的药理学作用、社会心理因素以及临床症状, 尤

其是阴性症状的缓解等。因此,对于患者吸烟行为的干预不宜

采取强制突然中断的方式, 结合工娱治疗等正性情绪强化措

施,采取缓慢的有步骤的控烟措施可能更可行, 对患者也更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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