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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母乳库运行中非医院环节中家属的依从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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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分析家属在自体母乳库运行的非医院环节中的依从性。方法　于 2014 年 9 月采用

问卷调查了解住院新生儿家属转送母乳进行喂养的意愿、对母乳喂养支持系统效果评价，并对转送过程中非医

院环节的依从性进行监管，改进宣教后于 2015 年 9 月再次发放问卷进行上述问题的调查。结果　共发放问卷

3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38 份，按照问卷发放年限分为 2014 年组（n=229）及 2015 年组（n=109）。2014 年组

产妇年龄以 20~30 岁为主，2015 年组以 30~40 岁为主。2015 年组产妇分娩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比例高

于 2014 年组（61.6% vs 74.3%，P<0.05）。2015 年组母乳不足时家属得到指导的比例高于 2014 年组（91.7% vs 

79.9％，P<0.05）。两组家属在母乳采集、贮存及转送过程中均有较好的依从性，在执行手卫生、严格进行器

具消毒、使用专门清洁的冰箱等方面的依从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015 年组严格按照流程转送的比例高于

2014 年组（100% vs 87.1%，P<0.05）。结论　宣教手段改良前后的大多数家属均能较好遵从健康宣教内容，严

格执行母乳采集、贮存及转送过程中的要求。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16，18（4）：36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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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arents’ compliance in non-hospital settings during operation of 
expressed breast milk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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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arents’ compliance in non-hospital settings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expressed breast milk bank. Methods    In September 2014,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parents’ willingness about feeding the inpatient neonates with maternal expressed breast milk,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reast milk feeding supporting system, and to monitor the compliance in non-hospital settings during 
the delivery of maternal expressed breast milk.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 we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 second 
survey was done in September 2015. Results    A total of 34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338 usable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According to the time when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014 
group (n=229) and 2015 group (n=109). The age of most mothers was 20-30 years in the 2014 group and 30-40 years in 
the 2015 group. Most mothers delivered at the West China Second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in both groups, but the 
2015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portion than the 2014 group (74.3% vs 61.6%; P<0.05). Guidance was given 
to mothers in the presence of insufficient breast milk production in both groups, but the 2015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portion than the 2014 group (91.7% vs 79.9%; P<0.05). Both groups had good family compliance in the 
collection, storage, and transport of breast milk.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compliance with washing 
hands, sterilizing instruments, and using a clean special refrigerato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expressed breast 
milk was transported strictly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 in both groups, but the 2015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portion than the 2014 group (100% vs 87.1%; P<0.05). Conclusions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s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most parents have good compliance in the collection, storage, and transport of breast milk.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16, 18(4): 36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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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是新生儿喂养的首选和最佳食物 [1-2]。母

婴分离是造成住院新生儿不能得到母乳喂养的重

要原因之一，而提高住院患儿母乳喂养率的方法主

要是提高家属对母乳喂养的认识，鼓励其转送亲母

母乳至病房以喂养新生儿。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

医护人员和患儿家属双方在自体母乳库的运行中

存在着种种疑虑，特别是医护人员对母乳转送的非

医院环节中家属的依从性存疑，影响了住院患儿的

母乳喂养率 [3]。本研究旨在调查分析自体母乳库运

行过程中家属依从性及其对以自体母乳库为核心

的母乳喂养支持系统效果的评价，并改进宣教方

法，以助消除医护人员的顾虑，提高母婴分离状态

下母乳喂养率，保障母乳喂养的安全实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4 年 9 月及 2015 年 9 月在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医院住院的新生儿的家属共 340 名作为

研究对象，于患儿出院时进行匿名问卷调查。

1.2　方法

2014 年 9 月 首 次 发 放 问 卷（2014 年 组，

n=230），了解家属转送母乳的意愿，对转送母乳

者则进一步了解其采集、贮存及转送母乳的过程。

根据调查结果制定针对性的健康宣教改良方法，

通过讲解、发放文字材料、视频宣传等方式，告

知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并告知患儿家属在采集母

乳前应使用流动水及肥皂按照六步洗手法洗净双

手、挤奶器配件煮沸消毒、清洁乳房后使用挤奶

器采集母乳，分装入母乳收集袋、封口贴标签并

注明采集日期和时间后放入冰箱冷冻室（-16℃）

速冻、转送过程中应使用保温箱及冰袋等保证转

送过程中母乳处于非解冻状态等。

改良宣教方法后于 2015 年 9 月再次发放问卷

进行上述调查（2015 年组，n=110）。本研究获得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及家属书面知情同意。

1.3　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问卷共包括《母乳喂养一般情况调查表》《转

送母乳情况调查表》《未送母乳原因调查表》3 种。

所有纳入研究的家属均填写《母乳喂养一般情况

调查表》，如家属在住院期间进行母乳转送，则

填写《转送母乳情况调查表》；若家属在住院期

间未转送母乳，则填写《未送母乳原因调查表》。

《母乳喂养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母亲分娩

的基本情况、患儿入院日龄、母亲的喂养意愿以

及母乳喂养支持系统运作情况 4 个部分；《转送

母乳情况调查表》包括母乳的采集、贮存、转送

各环节的依从性；《未送母乳原因调查表》包括

未送母乳的原因。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等级资料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母乳喂养一般情况调查结果

共 发 放 问 卷 340 份，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338 份

（99.4%），其中 2014 年有效问卷 229 份，2015 年，

有效问卷 109 份。

2014 年和 2015 年两组产妇年龄分布和本院分

娩比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2014 年组产妇

年龄以 20~30 岁为主，2015 年组以 30~40 岁为主；

2015 年组在本院产科分娩孕妇所占比例高于 2014

年组（表 1）。

表 1　两组一般情况　[n（%）]

项目
2014 年组

(n=229)
2015 年组

(n=109)
χ2(Z) 值 P 值

母亲年龄

20 岁 ~ 137(59.8) 51(46.8)

(-2.209) 0.02730~40 岁 91(39.7) 58(53.2)

>40 岁 1(0.4) 0(0.0)

母亲居住地

城镇 186(81.2) 89(81.7)
0.009 0.925

农村 43(18. 8) 20(18.4)

分娩方式

剖宫产 131(57.2) 57(52.3)
0.722 0.396

自然分娩 98(42.8) 52(47.7)

分娩地点

本院产科 141(61.6) 81(74.3)

6.095 0.047本市外院 62(27.1) 17(16.6)

外市 26(11.4) 11(10.1)

患儿入院日龄

<7 d 178(79.1) 85(78.0)
0.003 0.958

≥ 7 d 51(22.3) 2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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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组愿意进行纯母乳喂养者所占比例为

56.0%，略高于 2014 年组的 53.7%，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2=0.151，P=0.698）。

两组家属对宣教的评价结果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但在母乳不足时，2015 年组的家属得到指

导的比例高于 2014 年（P<0.05），见表 2。

表 2　母乳喂养支持系统运作情况　[n（%）]

项目
2014 年组

(n=229)
2015 年组

(n=109)
χ2(Z) 值 P 值

母乳喂养宣教
效果评价

很好 141(61.4) 68(62.4)

(-0.138) 0.890
较好 58(25.4) 24(22.0)

一般 25(11.0) 17(15.6)

差 5(2.2) 1(0.9)

母乳不足时
得到指导

183(79.9) 100(91.7) 7.586 0.006

表 3　家属依从性情况　[n（%）]

项目
2014 年组

(n=116)
2015 年组

(n=65)
χ2 值 P 值

严格执行手卫生 110(94.8) 63(96.9) 0.433 0.511

严格进行器具消毒 114(94.4) 65(100) 1.133 0.287

冰箱专门清洁 66(51.7) 38(58.5) 0.042 0.838

严格按照流程转送 101(87.1) 65(100) 7.993 0.005

母亲服药告知 70(60.3) 53(81.5) 8.593 0.005

表 4　未送母乳的原因　[n（%）]

项目
2014 年组

(n=113)
2015 年组

(n=44)
χ2 值 P 值

不愿母乳喂养 1(0.9) 1(2.3)

7.675 0.053
无母乳 / 母乳不足 28(24.8) 15(34.1)

路程太远 67(59.3) 17(38.6)

无法母乳喂养 # 17(15.0) 11(25.0)

注：#“无法母乳喂养”包括母亲因疾病或用药不宜进行母
乳喂养或母亲死亡。

2.2　母乳转送情况调查结果

2015 年组接受调查的人群中转送母乳到病房

的人数占 59.6%，略高于 2014 年组（51.1%），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393，P=0.122）。

2015 年组转送母乳的家属严格执行手卫生、

严格进行器具消毒、使用专门清洁的冰箱的比例

略高于 2014 年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015

年组家属严格按照流程转送的比例高于 2014 年；

且在 2015 年组，81.5% 的家属会主动告知医护人

员母亲服药情况，这一比例明显高于 2014 年组

（60.3%）（P<0.05）。见表 3。

组有所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4。

2.3　未转送母乳的原因调查

本研究针对未送母乳的家属进行了原因调查，

发现 2014 年组及 2015 年组未送母乳进行喂养的

主要原因均是路程太远，虽然这一比例在 2015 年

3　讨论

母乳是新生儿喂养的首选和最佳食物 [1-2]。除

作为新生儿理想的食物来源外，母乳对新生儿发

育具有极大助益 [2,4-6]。母婴分离且缺乏母乳喂养支

持系统的支持是造成住院新生儿母乳喂养中止或

终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7-8]。对这部分新生儿家庭建

立自体母乳库，鼓励和帮助家属将亲母母乳转送

到病房可有效地保障母乳喂养，使母亲和婴儿都

能因此受益。

本研究显示，一半以上的家属均愿意在母婴

分离状态下坚持纯母乳喂养。经过 1 年多的改进，

我院在进行母乳喂养宣教时更加突出以自体母乳

库为核心的母乳喂养支持系统，提供给家属从产

科到新生儿病房的连续支持，而超过 50% 的家属

在我们的帮助下转送母乳至病房喂养新生儿。两

组均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家属认为支持系统效果较

好，且在母亲遇到“母乳不足”的问题时，2015

年组 90% 以上的家属均得到了帮助，明显高于

2014 年组。

在家属的依从性方面，通过标准流程的健康

宣教及资料发放，超过 90% 的家属在采集的手卫

生及器具消毒方面都能严格遵从要求。在母乳的

院外贮存环节，一半以上的家属均能注意对冰箱

清洁消毒后专用于贮存母乳。在改进健康宣教模

式后，家属对转送流程的依从性得到改善。2015

年组所有家属都能做到按照宣教内容进行转送，

同时 81.5% 的家属能够及时提供母亲哺乳期间的

用药情况，这两方面都较 2014 年组有明显改善。

因此，宣教方式的改进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母乳转

运环节的规范性，也提高了母亲将自己服药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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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主动性。本课题组的同期研究显示，虽能

在转送母乳中培养出潜在的肠道致病菌，但患儿

住院期间感染的发生与母乳中是否含有潜在致病

菌之间并无明确相关 [9]。这些结果均提示了家属在

自体母乳库的非医院环节中能有较好的依从性，

且转送母乳至病房进行喂养是安全的。

距离太远仍然是影响自体母乳库开展的主要

原因（2014 年组及 2015 年组的比例分别为 59.3%

及 38.6%）。由于我院产科及儿科接受来自西部地

区各地的患者，部分母亲离医院路程过远；尚有

相当一部分产妇居住在农村（2014 年组及 2015 年

组的比例分别为 18.8% 及 18.4%），一些偏远山

区交通极不便利，极大阻碍了母乳的转送。另外

一大原因则是母亲无法进行母乳喂养（2014 年组

及 2015 年组的比例分别为 15.0% 及 25.0%）。除

此之外，未转送母乳到病房的原因中仍有可通过

健康宣教等改变的因素，即不愿母乳喂养（2014

年组及 2015 年组的比例分别为 0.9% 及 2.3%）及

母乳不足（2014 年组及 2015 年组的比例分别为

24.8% 及 34.1%）。提示干预方向仍应为主动提供

母乳喂养的系统支持，包括宣教母乳喂养的益处、

协助母亲处理母乳喂养中的问题如泌乳量不足等。

本研究中作为调查对象的产妇大多来自于本

院产科。2015 年组当母亲母乳不足时更多家属表

示得到了系统支持，同时 2015 年组本院产科分

娩的孕妇比例高于 2014 年组（所占比例分别为

74.3% 及 61.6%），提示从产科病房开始的围产一

体化支持可能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此外，2015 年

组接受调查的家属中母亲年龄 30~40 岁的比例高

于 2014 年组，其意义尚不明确，推测可能年龄较

高的产妇对宣教内容更易于理解和掌握。遗憾的

是本研究未能调查到包括产妇在内的患儿家属的

文化教育程度，而家属文化程度不同可能会影响

其理解，应注意针对不同文化层次背景的家属进

行宣教以获得更好的宣教效果。

综上，大多数家属均能较好遵从健康宣教内

容，严格地执行母乳采集、贮存及转送过程中的

要求。而以自体母乳库为核心的母乳喂养支持系

统的运作更应针对住院新生儿母亲的年龄、地域

背景开展，并联合产科及新生儿科进行干预，促

进自体母乳库顺利开展，提高母婴分离状态下的

母乳喂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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