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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躺式哺乳法纠正新生儿 A 型乳头错觉的临床效果

张宁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安徽合肥   230036

[ 摘要 ] 目的 探讨半躺式哺乳法纠正新生儿 A 型乳头错觉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9 年 7 月 ～ 2020 年 1 月

于我院母乳喂养门诊就诊的 A 型乳头错觉新生儿 100 例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5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哺乳姿势喂养，观察组采用半躺式哺乳法，观察 1 周、2 周、3 周、4 周后恢复母乳亲

喂及母乳亲喂信心情况。 结果 观察组 1 周、2 周、3 周、4 周后母乳亲喂率（36.0%、52.0%、70.0%、92.0%）均

高于对照组（12.0%、30.0%、46.0%、64.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母乳亲喂的总信心率

（98.0%）高于对照组（84.0%）（P ＜ 0.05）。 结论 与传统哺乳姿势喂养比较，半躺式哺乳法更有利于纠正新

生儿 A 型乳头错觉，可提高母乳亲喂率及母乳亲喂信心，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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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可增加母婴接触，有利于建立良好的

母婴关系，增进母婴情感；有利于增强婴儿抵抗力、

免疫力，使婴儿健康成长。但临床上常因各种原因，

如产妇乳头生理原因、母乳喂养信心不足、母婴生

病等，导致不能母乳亲喂而使用奶瓶、杯子喂养，或

新生儿早期不能充分有效吸吮乳头，致使其发生乳

头错觉 [1]。A 型乳头错觉是指婴儿在接受人工奶嘴

（橡胶乳头、安慰奶嘴）后不愿意吸吮母亲乳头，表现

为婴儿虽然有强烈的觅食反射，但触及母亲乳头时

却躲避、拒绝，表现出烦躁不安、哭闹拒乳、含乳困难

等，部分婴儿表现为只张嘴不含乳，被动等待乳汁流

入等现象，因各种原因导致的 A 型乳头错觉是导致

母乳喂养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因此，本研究将

探讨半躺式哺乳法纠正新生儿 A 型乳头错觉的临床

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7 月 ～ 2020 年 1 月于我院母乳

喂养门诊就诊的 A 型乳头错觉新生儿 100 例为研

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纳入标准：所有入组产妇乳汁分泌量达到

纯母乳喂养条件且均希望纯母乳亲喂；乳头及乳房

正常；新生儿出生孕周≥ 37 周，Apgar 评分≥ 8 分，

体重≥ 2500 g；所有产妇、新生儿家属对本研究知

情，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有妊娠合

并症及分娩并发症的产妇；有母乳喂养禁忌证的

产妇；有明显出生缺陷的新生儿。两组患儿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哺乳姿势喂养，婴儿头和身体

保持一条直线，手臂支撑头、颈部；婴儿脸贴近乳

房，鼻子对着乳头；婴儿的身体紧贴母亲的身体；新

生儿要用手托住臀部；护理人员指导产妇正确含乳

及哺乳技巧，多让母婴皮肤接触，可在新生儿情绪状

态较好时反复多次尝试。

观察组采用半躺式哺乳法，产妇向后半斜躺，支

撑好头颈部、肩部、腰部，取一个舒适的姿势和角度，

全身放轻松，新生儿去除多余衣物，趴在母亲胸前凭

借地心引力进行不对称自主含接乳房。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新生儿恢复亲喂情况，每周电话

随访 1 次，共随访 4 次，统计每次的母乳亲喂例数。

母乳亲喂率＝母乳喂养亲喂例数 / 总例数 ×100%。

（2）参照母乳喂养自我效能量表制定母乳亲喂信心

量表，于干预后第 4 周进行问卷调查。母乳亲喂信

心量表共 25 个项目，每个项目共 4 个选项：一点没

信心（1 分）、有时有信心（2 分）、基本有信心（3 分）、

非常有信心（4 分），满分 100 分，≥ 95 分为非常有

信心；90 ～ 94 分为基本有信心；80 ～ 89 分为有

时有信心；＜ 80 分为一点没信心。总信心率 =（非

常 有 信 心 + 基 本 有 信 心 + 有 时 有 信 心）/ 总 例 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

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xx ±s）表示，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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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新生儿恢复母乳亲喂情况比较  

观察组 1 周、2 周、3 周、4 周后母乳亲喂率（36.0%、

52.0%、70.0%、92.0%）均 高 于 对 照 组（12.0%、30.0%、

46.0%、6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2.2 两组产妇母乳喂养信心情况比较  

观察组产妇母乳喂养总信心（98.0%）明显高于

对照组（8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表 2。

3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纯母乳喂养是 6 个月以

内的婴儿最佳的喂养方式，并建议持续母乳喂养

到 2 岁及以上。新生儿出生后 6 个月内应纯母乳喂

养（包括不喂水），是使其生长发育潜能达到最佳结

果的方式。而新生儿 A 型乳头错觉是国内外普遍

面临的母乳喂养难题，严重影响母乳喂养 [3]。A 型

乳头错觉一旦产生，纠正和干预存在一定难度，一方

面会引起婴儿哭闹、烦躁，导致吸吮效率和摄奶量

下降，影响婴儿的生长发育；另一方面会导致婴儿

失去正确的含乳能力，习惯像吸吮人工奶嘴那样只

吸吮乳头，导致母亲乳头受损破溃，影响母乳亲喂，

从而影响产妇母乳喂养信心，导致母乳喂养失败 [4]。

半躺式哺乳法不需要妈妈和宝宝特定的姿势，重力

作用会使二者的身体融为一体，母婴肢体相互接触

与摩擦，自然激发婴儿 20 多种原始反射，被视为母

乳喂养的兴奋剂 [5]。半躺式哺乳法具有完美的皮

肤接触、无特定哺乳姿势牵绊、自然的哺乳含接等

优点，不仅可增加母亲亲喂的信心，还有利于母婴

良好关系的发展，提高纯母乳喂养率 [6]。本研究中，

观察组 1 周、2 周、3 周、4 周后母乳亲喂率均高于对

照组（P ＜ 0.05）；观察组母乳亲喂的总信心率高于

对照组（P ＜ 0.05），提示半躺式哺乳法有利于纠正

新生儿乳头错觉，可提高母乳亲喂成功率及母乳亲

喂信心。

综上所述，与传统哺乳姿势喂养比较，半躺式哺

乳法更有利于纠正新生儿乳头错觉，可提高母乳亲

喂率及母乳亲喂信心，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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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新生儿恢复母乳亲喂情况比较 [ n（%）]

组别 n 1周后 2周后 3周后 4周后

对照组 50 6（12.0） 15（30.0） 23（46.0） 32（64.0）

观察组 50 18（36.0） 26（52.0） 35（70.0） 46（92.0）

χ2值 7.895 5.002 5.911 11.422

P值 0.004 0.025 0.015 0.000

表2   两组产妇母乳亲喂信心情况比较 [ n（%）]

组别 n 一点没信心 有时有信心 基本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总信心

对照组 50 8（16.0） 15（30.0） 13（26.0） 14（28.0） 42（84.0）

观察组 50 1（2.0） 6（12.0） 15（30.0） 28（56.0） 49（98.0）

χ2值 5.983 4.882 0.198 8.045 5.982

P值 0.014 0.027 0.656 0.004 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