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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该研究通过调查经济不发达的会宁地区婴幼儿早期喂养方式#明确相关影响因素#以便为

有针对性干预提供基础资料) 方法&参考地域*经济因素#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以会宁地区 b 个乡镇的 GLb 名婴

幼儿为调查对象#通过抚养人利用统一调查表记录儿童出生 #G 个月内母乳喂养及辅食添加情况#同时用膳食频率

法收集调查对象上一年的营养素补充剂的摄入情况) 结果&调查对象出生 " 个月内基本纯母乳喂养率*混合喂养

率*人工喂养率分别为 G?7L_#G$7?_和 !G7#_) 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辅食添加不合理#主要表现为添加不及时) 配

方奶粉添加最早#平均添加时间为 "7G 个月#畜禽肉类添加最迟#平均添加时间为 !b7# 个月) 谷类*蔬菜水果类和

蛋类添加较多#而鱼虾等水产品添加较少) 营养素补充剂应用尚不普遍#在选用营养素补充剂时#城镇抚养人主要

是根据医生的建议#农村抚养人主要根据家人的经验#且受电视*广告等媒体的影响较大) 结论&会宁地区婴幼儿

早期喂养方式存在较多不合理之处) 应通过营养教育#提高婴幼儿抚养人的营养知识水平#以改善不合理的喂养

方式)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BCCD#EE$F%&GFC IGFQ"

!关&键&词"&喂养方式$母乳喂养$辅食添加$营养素补充剂$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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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5%)2,'&B..2)*K03--.4*$ M4.3A-D..2)*K$ ',/06./.*-34FD..2)*K$ 89-4).*-A9006./.*-$ C*D3*-

&&母乳喂养和及时*合理地添加辅食有助于婴幼

儿的身心发育及预防和减少儿童行为问题的发

生!! nL"

) 多项研究提示#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

农村母乳喂养率高于城市地区!G"

) 但近年来随着

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代乳制品的使用增加#农村

地区母乳喂养率呈下降趋势#由此也产生了众多在

婴幼儿早期喂养方面的不合理性#且喂养方式与地

域*人群间关系密切) 会宁地处西北半干旱丘陵山

区#属国家级贫困县#人群生活方式独特#为了解当

地婴幼儿喂养方式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便采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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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针对措施改善该人群的营养状况#本研究调查了

该地区 GLb 名婴幼儿的喂养方式#现报道如下)

EP对象和方法

E7EP研究对象

根据地域*经济条件分布状况#采用分层整群抽

样法#选取甘肃会宁地区 b 个乡镇的 G?$ 名学龄前

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调查他们在出生 #G 个月内母乳

喂养及辅食添加情况)

E7BP方法

!7#7!&调查表设计&&参照 #$$# 年中国居民营养

与健康状况调查!?"相关的内容自行设计调查表#经

甘肃省*会宁县两级妇幼保健机构儿保专业专家修

订#预试验校正后使用) 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情况*母

乳喂养情况*辅食添加情况及营养素补充剂摄入

情况)

!7#7#&现场调查&&统一培训调查员#现场面对面

询问抚养人关于调查对象出生后的喂养方式以及各

种辅食首次添加的时间#同时采用膳食频率法收集

调查对象前一年营养素补充剂的摄入情况) 调查表

均现场填写#专人回收同时核对*补漏) 共发放调查

表 G?$ 份#有效 GLb 份#有效回收率 %b7!_)

E7QP资料处理与统计学分析方法

双人双录入建立Q[;.6数据库#利用 =1== !L7$

统计软件进行
!

# 检验等统计分析) 5a$7$? 表示

有显著性意义)

E7GP相关概念及判断标准

纯母乳喂养是指通过母乳提供给婴儿全部液

体*能量和营养素#如果在喂养过程中仅补充水分

%如白开水&#则为基本纯母乳喂养) 混合喂养是指

由母乳和其他来源食物提供能量和营养素) 人工喂

养指完全由母乳以外的其他来源食物提供能量和营

养素来源!?"

)

辅食是指调查对象除母乳以外摄入的食物种

类) 包括婴幼儿配方奶粉*普通奶粉*谷类食物*豆

类及其制品*蔬菜水果*蛋类*水产品*禽肉类%包括

肝*血&*食用油及营养素补充剂) 特别说明'为便

于比较#本调查表格*基本概念参照 #$$# 年中国居

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相关内容#将配方奶粉列为

辅食)

每周服用 ! 次及以上任何 ! 种营养素补充剂均

为服用过营养素补充剂) 服用种类分为钙*锌*铁*

维生素TS及其他营养素补充剂)

BP结果

B7EP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共有 GLb 人#其中男 #G? 人%?"7!_&#

女 !%# 人%GL7%_&$居住在城镇 #?@ 人%?%7$_&#

农村 !b% 人%G!7$_&)

B7BP母乳喂养情况

在初乳摄入方面男女婴摄入比例分别为

@$7G_和 bG7?_#二者差异无显著性%

!

#

i!7@Lb#

5j$7$?&) 农村与城镇调查对象初乳摄入比例分

别为 @L7#_和 bG7G_#二者差异有显著性 %

!

#

i

G7b%@#5a$7$?&) " 月龄时仍可摄入母乳的比例为

@?7@_) 调查对象出生 " 个月内基本纯母乳喂养

率#城镇*农村分别为 G$7b_和 ?#7$_#二者差异有

显著性 %

!

#

i?7G$?#5a$7$? &$男女婴分别占

G%7$_和 G$7"_#二者差异无显著性#见表 !)

B7QP调查对象辅食添加情况

从添加时间来看#虽并存添加过早和不及时的

现象#但以不及时为主) 奶类最早开始添加#配方奶

粉的平均添加时间为 "7G 个月) 添加最迟的是畜禽

肉类) 添加顺序上#以畜禽肉类和水产品添加不合

理为主) 谷类食物添加大多从 " 月龄开始#其他辅

食主要集中在 !# 月龄以后) G n" 个月辅食添加率

为 ""7@_) 添加较多的食物种类是谷类*蔬菜*水

果和蛋类#在 #G 月龄时调查对象添加比例在 @$_

左右#而鱼虾等水产品添加较少#城镇接近 ?$_左

右#农村不到 G$_#见表 #)

表 EP调查对象 F 个月内喂养方式
!+%_&"

地区
基本纯母乳喂养

男 女

混合喂养

男 女

人工喂养

男 女

城镇 "@%G?7%& Lb%LL7"& "L%G#7"& G@%GL7"& !b%!!7?& #?%##7@&

农村 ?#%?L7"& G!%?$7$& L"%Lb7!& L$%L"7"& %%%7L& !!%!L7G&

合计 !#$ %G%7$& b@%G$7"& %%%G$7G& b@%G$7"& #"%!$7"& L"%!@7@&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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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P不同月龄调查对象辅食添加比例
!+%_&"

年龄

%月&

粮谷类

谷类食物 杂粮

蔬菜

水果类

畜禽鱼蛋类

畜禽肉类 水产品 蛋类

奶类*豆类制品

配方奶粉 普通奶粉 鲜奶类 豆类制品
食用油

$ nL

&城镇 !!%G7#& !!%G7L& @%L7!& @%L7!& %%L7?& !$%L7%& "!%#L7@& G!%!"7$& !@%b7$& !!%G7L& ?%#7$&

&农村 !$%?7"& #%!7!& !%$7"& !%$7"& #%!7#& !%$7"& #b%!?7!& LL%!@7G& L%!7b& !%$7"& ?%#7@&

&合计 #!%G7b& !L%L7$& %%#7$& %%#7!& !!%#7?& !!%#7"& @@%#$7!& bG%!b7$& #!%G7%& !#%#7b& !$%#7L&

G n"

&城镇 !@%"7%& !G%?7?& !@%b7$& %%L7?& !L%?7!& #!%@7#& "%%#"7%& GG%!b7#& #!%@7#& !G%?7?& !#%G7b&

&农村 !"%@7%& G%#7L& "%L7G& L%!7b& ?%#7%& !$%?7b& L!%!b7L& L?%!%7"& b%G7$& L%!7b& %%?7!&

&合计 LG%b7"& !@%G7#& #G%?7G& !#%#7@& !@%G7!& L!%b7#& !$$%##7@& b%%!@7!& #@%"7?& !b%L7@& #!%G7@&

b n!#

&城镇 b"%#%7G& L$%!!7b& ?%%##7%& ##%@7"& #G%%7G& %"%Lb7L& !!L%GG7$& b$%#b7L& ??%#!7G& Lb%!G7?& "#%#G7#&

&农村 b#%G$7L& L$%!"7@& ?%%LL7$& !"%%7!& !!%"7L& "!%LG7#& ??%L$7"& ?G%L$7#& L#%!@7$& #@%!?7"& "G%L?7%&

&合计 !G@%LL7"& "$%!L7@& !!@%#"7%& L@%@7b& L?%b7%& !?b%L"7!& !"@%L@7G& !#G%#@7L& @b%#$7$& "?%!G7@& !#"%#@7@&

!L n!@

&城镇 !L!%?$7@& b"%#%7b& !GL%??7?& @L%L#7L& "L%#G7"& !b#%""7@& !L@%?L7@& @%%LG7b& !$%%G#7G& @%%LG7b& !L@%?L7b&

&农村 !#G%"%7G& @L%G"7?& !#G%"%7G& "%%L@7@& G$%##7?& !LG%b?7$& b#%G$7#& @#%G?7@& "G%L?7%& @$%GG7b& !!L%"L7L&

&合计 #??%?@7#& !?%%L"7G& #"b%"!7!& !?#%LG7@& !$L%#L7G& L$"%b$7#& #!$%Gb7%& !b!%L%7!& !bL%L%7"& !"%%L@7?& #?!%?b7G&

!% n#G

&城镇 !@%%bL7L& !L%%?L7%& #$G%b%7!& !"!%"#7G& !L#%?!7#& #$%%@!7$& !G@%?b7G& !!G%GG7#& !"G%"L7"& !?b%"$7%& !@G%b!7L&

&农村 !Gb%@#7!& !##%"@7#& !?@%@@7L& !!@%"?7%& "b%Lb7G& !?#%@G7%& b"%G#7?& @@%G%7#& @b%G@7"& !$#%?b7$& !L%%bb7b&

&合计 LL"%b"7%& #"!%?%7b& L"#%@#7@& #b%%"L7@& !%%%G?7?& L"!%@#7"& ##G%?!7L& #$#%G"7#& #?!%?b7G& #?%%?%7L& L#L%bL7%&

&&营养素补充剂服用最多的是钙剂%#@7@_&#城

镇 %L$7#_&稍高于农村 %#b7%_&#差异无显著性

%

!

#

i$7#"L#5j$7$?&) 服用锌制剂*维生素 TS*

铁制剂*其他制剂的比例分别为 #7b_#!7G_#

!7G_#$7G_) 调查对象只服用一种营养素补充剂

的比例为 L$7#_%城镇 L!7L_*农村 #%7G_&) 同

时服用两种及以上者占 L7#_%城镇 L7%_*农村

#7#_&)

对选用营养素补充剂的调查对象进一步询问#

发现 ?$7"_的抚养人根据医生建议选用%其中城镇

"!7$_*农村 G$7$_&#L?7@_抚养人根据家人的喂

养经验选用%城镇 #%7L_*农村 G#7?_&) !L7"_的

抚养人根据报纸*电视等媒体广告的宣传选用%城

镇 %7@_*农村 !b7?_&)

QP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长期以来一

直倡导婴儿出生后的前 " 个月要母乳喂养) 母乳含

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和免疫物质#可提供婴儿前 " 个

月的全部营养需求) " 月龄后应逐步添加辅食#以

补充营养需要!""

)

本次调查发现#母乳喂养率高于叶健莉等!b"报

道的西部农村婴幼儿母乳喂养率%#7?_&#但低于

赵丽云等!@"的调查结果%"G_&#同时离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 n#$!$ 年&

!%"提出的目标%以省为单位

达到 @?_&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可能与使用的标准

不同有关) 农村母乳喂养高于城镇#提示母乳喂养

的宣传重点应在城镇) 调查对象 G n" 个月辅食添

加比例与其他地区报道大致相同#但辅食添加以不

及时为主#与文献报道存在差异!!$ n!#"

) 这可能是由

于当地大部分是农村人群#调查对象抚养人营养知

识普遍缺乏#当地传统喂养习惯认为婴幼儿消化功

能较差#担心辅食不宜被消化#所以辅食添加较迟)

营养素补充剂使用尚不普遍#城镇略高于农村#使用

率与美国在 !%%% n#$$# 年进行的营养与健康调查

的结果%L!7@_&大致相同!!L"

) 钙制剂使用最多#维

生素TS服用比例较低) 在选择营养素补充剂时#

城镇抚养人主要是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补充#农村

抚养人主要根据家人的经验#电视等媒体广告对农

村抚养人的影响较大)

母乳喂养率低及辅食添加不正确的原因有'

(

母亲身体状况'部分乳母患有可通过乳汁传播的传

染病或体质弱不泌乳#无法进行母乳喂养)

)

抚养

人缺乏营养知识'有些产妇认为母乳喂养会影响其

体型#有些乳母信心不足#担心母乳量不足#从而影

响了母乳喂养)

*

社会因素影响'部分乳母由于社

会竞争压力过大#产后较早上班#无法进行较长时间

的母乳喂养) 广告等媒体对配方奶粉的夸大宣传#

对产妇及家人在选择喂养方式上产生误导)

+

抚养

人尤其是农村抚养人对婴幼儿添加辅食大多数是根

据家人和当地传统的喂养经验#担心婴儿不易消化#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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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辅食添加时间较迟)

,

辅食添加的种类与家庭

经济状况和食物的可及性有关#谷类*蔬菜水果和蛋

类都比较容易得到#而在当地鱼虾等水产品市场供

应较少*价格较高#限制了其使用)

结合本次调查发现#会宁地区婴幼儿早期喂养

方式的较多不合理现象与抚养人喂养知识欠缺*妇

幼保健系统不完善*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有关) 建

议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关注基层妇幼保

健系统的建设#多途径强化抚养人的营养及相关育

儿知识#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

出的/成功母乳喂养十项措施0

!!G"

#进行营养监测#

以提升该地区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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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高危新生儿治疗技术学习班0通知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拟于 #$$% 年 b 月 !G n!b 日%!G 日报到#!@ 日撤离&

在广州举办/高危新生儿治疗技术学习班0) 本项目系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P$"P$LP$#$&#学习

结束授予
!

类学分 !$ 分)

授课内容&新生儿常频机械通气$高频通气$无创辅助通气$氧疗$液体疗法$早产儿经胃肠道喂

养$静脉营养$一氧化氮吸入疗法$血液净化技术$高压氧治疗$亚低温疗法$输血疗法$干细胞治疗$

心脑肺复苏术$危重新生儿转运等)

授课人员&为开展上述技术并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单位#包括复旦大学儿科医院*上海交通

大学新华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山大学附一院*暨南大学医学

附附一院*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广州医学附附二院*广州市儿童医院等的专家*教授)

招收对象&儿科*新生儿科医生)

报名办法&学费%含资料费&@$$ 元#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有意参加者请来信*电话或电子

邮件联系#并注明联系方式以便发送第二轮通知) 主办方联系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 L!@ 号&广州

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邮编'?!$!#$$联系电话'$#$P@!LL$?bb%联系人'周伟&#$#$P@!LL$?#L%科教科

联系人'黄秀茵#何庆芬&$QP/3)6'N(,9 .̂)x09$$L\!#"7;,/)

(L"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