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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U早产儿住院期间母婴依恋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雷莉,尹华英,谭巨丹,罗爽

摘要:目的
 

调查NICU早产儿住院期间母婴依恋关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促进母婴依恋关系的建立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焦虑

自评量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和母婴依恋量表对285名早产儿母亲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285名住院早产儿母亲的母婴依恋关系得分26~104分,中位数为71.00分。母亲年龄、家庭经济状况、产后抑郁是母婴依恋关

系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P<0.01)。结论
 

NICU早产儿母亲母婴依恋水平中等,应加强对年轻、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有抑郁

情绪的母亲有关母婴依恋知识的教育指导,为母亲提供育儿支持,改善母婴依恋关系,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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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ternal
 

attachment
 

among
 

mothers
 

who
 

have
 

preterm
 

infants
 

admitted
 

in
 

NICU,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stablishment
 

of
 

early
 

mother-infant
 

bonding.
 

Methods
 

A
 

total
 

of
 

285
  

mothers
 

who
 

had
 

preterm
 

infants
 

admitted
 

in
 

NICU
 

were
 

recrui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se
 

mothers
 

were
 

asked
 

to
 

com-

plete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
 

and
 

the
 

Maternal
 

Attachment
 

Invento-
ry(MAI).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ternal
 

attachment.
 

Results
 

The
 

285
 

eligible
 

participants
 

scored
 

26
 

to
 

104
  

points
 

in
 

maternal
 

attachment
 

(median:71.00).
 

Maternal
 

attachment
 

was
 

influenced
 

significantly
 

by
 

mother's
 

ages,
 

family
 

income,
 

mother's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ores(P<0.05,
 

P<0.01).
 

Conclusion
 

NICU
 

premature
 

infants'
 

mothers
 

have
 

a
 

moderate
 

level
 

of
 

attachment.
 

It's
 

recommended
 

to
 

ramp
 

up
 

education
 

and
 

guidance
  

on
 

maternal
 

and
 

infant
 

attach-
ment

 

knowledge
 

for
 

mothers
 

who
 

are
 

young,
 

who
 

are
 

from
 

well-off
 

families,
 

and
 

who
 

have
 

depressive
 

moods
 

and
 

to
 

provide
 

child-
rearing

 

support
 

for
 

mothers,
 

so
 

as
 

to
 

improve
 

mother-infant
 

bonding,
 

and
 

promote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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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婴依恋(Mother-infant
 

Attachment)是婴儿与

主要照顾者(通常是母亲)通过情感交流和行为互动

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而强烈的情感联结[1]。生命早

期良好的母婴依恋关系能够促进儿童大脑发育和认

知发展,且高质量的母婴互动与儿童社交能力、情感

理解、情绪调节和语言能力有关[2-3]。早期母婴依恋

关系一旦形成,就有了较强的跨时间的稳定性,能对

婴儿后期依恋类型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4]。早产儿

进入NICU治疗使得母婴分离,母亲压力增加,母婴

依恋 受 到 严 重 阻 碍[5]。早 产 儿 与 母 亲 的 分 离 及

NICU的环境限制了母婴间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

官的互动,这种限制会导致母亲焦虑,影响母婴间的

情感联结,并导致早产儿母亲角色适应障碍[6]。同

时,母婴情感联结受阻会对儿童今后的心理健康发展

产生很大的影响[7]。本研究调查早产儿在 NICU住

院期间的母婴依恋关系现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

进NICU护理管理模式,促进母婴依恋关系的建立提

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19年6~12月

在我院治疗的早产儿及其母亲作为调查对象。纳入

标准:新生儿胎龄<37周,出生后3
 

d内入院,住院时

间>48
 

h;母亲年龄>18岁,思维清晰,具有一定的沟

通及读写能力,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早
产儿有严重器质性疾病或病情严重者;母亲患神经系

统疾病或精神障碍。最终纳入患儿321例及其母亲

285人(单胎母亲228人,双胎母亲55人,三胎母亲2
人)。患儿男169例,女152例;单胎228例,双胎87
例(23例在出生医院治疗),三胎6例。出生胎龄

26.00~36.86(32.46±2.54)周,出生体质量770~
3

 

370(1724.88±488.47)g;住院时间:<10
 

d
 

84例,
10~20

 

d
 

168例,>20
 

d
 

69例。住院疾病:呼吸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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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104例,新生儿肺炎183例,新生儿窒息9例,
脑损伤/颅内出血4例,呼吸衰竭4例,呼吸暂停1
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5例,脑积水1例,新生儿低血

糖症1例,高胆红素血症3例,化脓性脑膜炎1例,败
血症5例。母亲285人,年龄20~44(29.73±4.59)
岁;高中以下文化程度111人,高职大专73人,本科

以上101人;已婚278人,其他7人;有工作190人,
无工作95人;有新生儿住院经历60人,无225人;有
吸烟饮酒史24人,无261人;有妊娠并发症135人,
无妊娠并发症150人;计划内怀孕198人,非计划内

怀孕87人;自然分娩76人,剖宫产209人;初次分娩

169人,非初次分娩116人;计划独自带养90人,共同

带养139人,祖辈带养56人。计划产后开始工作时

间:1年以内154人,1~2年30人,2年以后18人,暂
无计划83人;家庭月均收入:<6

 

000元132人,≥
6

 

000元153人。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为自行设

计,包括早产儿性别、胎龄、出生体质量等;母亲年龄、
文化程度、分娩方式、分娩次数、婚姻状况、是否计划

内怀孕、吸烟饮酒史、妊娠并发症、家庭月均收入、婴
儿出院后带养方式等。②母婴依恋量表(Maternal

 

Attachment
 

Inventory,MAI)。由 Müller[8]编 制,
Chen等[9]翻译并修订。量表包括愉悦感(6个条目)、
认同感(13个条目)、爱婴儿(4个条目)和理解婴儿(3
个条目)4个维度,共26个条目。量表所有条目采用

Likert
 

4级评分法,从“几乎不”到“总是”依次计1~4
分。总分26~104分,得分越高代表母婴依恋水平越

高。在正式开展调查前,选取50例住院早产儿母亲

进行预调查,测得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82。③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10]。包括20个条目,15个正向评分,5个反向

评分。将20个条目的得分相加即得总粗分,乘以

1.25换算成标准分,界值为50分,>50分为存在焦

虑情绪。④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
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10]。量表包含10个条

目,所有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0~3分),总分

0~30分,9/10分为临界值,即≥10分为产后抑郁。
1.2.2 资料收集方法 患儿住院期间通过电话告知

家长研究目的,征得其同意后,通过微信平台进行网

络问卷调查。微信发送链接后,患儿母亲通过问卷星

平台根据统一指导语填写问卷。为避免重复提交和

漏填,问卷设置时设定1个微信号只能提交1次,设
定答题时间为20~40

 

min。2019年12月31日关闭

系统。共发放问卷294份,回收有效问卷285份,有
效回收率为96.94%。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行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 Mann-Whitney
 

U

检验、非参数 Kruskal-Wallis
 

H 检验及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母亲焦虑、抑郁及母婴依恋关系得分 285名

患儿母亲的SAS总分为30.79±7.06,标准分>50
分25人(8.8%);EPDS总分为8.32±5.90,≥10分

104人(36.5%)。母婴依恋关系得分范围为26~104
分,总分及4个维度得分见表1。

表1 NICU早产儿母亲母婴依恋关系得分(n=285)

项目    得分[M(P25,P75)]
 愉悦感 18.00(9.00,23.00)
 认同感 33.00(16.50,47.00)
 爱婴儿 13.00(5.00,15.00)
 理解婴儿 6.00(3.00,9.00)
 总分 71.00(36.00,92.00)

2.2 患儿母亲母婴依恋关系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分娩方式、产后开始工作时间、婴儿

胎龄、出生体质量、婴儿住院时间和是否多胎妊娠、是
否计划内怀孕、有无新生儿住院经历的早产儿母亲母

婴依恋关系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2。
2.3 患儿母亲母婴依恋关系的多因素分析 由于

母婴依恋量表评分为非正态分布,通过平方根转换

后,以母婴依恋量表评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以及焦虑、产后抑郁得分

作为自 变 量 进 行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分 析,α入 =0.05、
α出=0.10。结果显示:母亲年龄(原值输入)、家庭

月收入(<6
 

000元=0,≥6
 

000元=1)、抑郁(原值

输入)是早产儿住院期间母婴依恋关系的独立影响

因素,见表3。
3 讨论

3.1 NICU患儿母亲母婴依恋关系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显示,NICU住院患儿母亲母婴依恋关系处于

中等水平,且不同特征的母亲之间评分差异较大,原
因可能是早产儿的疾病状况和所需的治疗护理超出

了母亲的预期结果,会给母亲造成极大压力,进而影

响母婴依恋评分。早产儿因自身发育的不成熟和各

种并发疾病常常需要入住NICU治疗,目前我国大多

数新生儿病房采用封闭式管理,导致母亲与早产儿接

触的机会受限,影响早产儿母亲的角色认同和角色适

应。母婴分离以及产后母亲角色适应障碍会给母亲

带来无力感、不确定感,阻碍母婴依恋的进程,对母婴

双方造成不利影响。Bystrova等[11]研究发现,出生

后立即进行母婴接触的婴儿具有更好的自我调节能

力和较低水平的消极情绪,而母亲则有更高水平的养

育敏感性。良好的母亲敏感性能够使母婴间以更加

互动互惠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本研究发现,多数

早产儿母亲希望通过与医护人员沟通以及视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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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式了解早产儿的状况,她们认为这样能使自己与

婴儿之间更加亲近。但NICU的封闭式管理导致母

亲接触患儿的机会较少,大部分需求得不到满足[12]。
因此,为促进母婴依恋关系的顺利建立,医护人员应

积极与早产儿母亲进行沟通,帮助母亲通过听觉、视
觉等多感官联动的方式与婴儿进行接触,以尽可能减

少母婴分离的影响,降低母亲对早产儿健康状况的不

确定感,减轻母亲的心理压力,改善早产儿住院期间

的母婴依恋关系。
表2 早产儿母亲母婴依恋关系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例/
人数

依恋总分

[M(P25,P75)]
Hc/Z P

母亲年龄(岁) 9.830 0.020
 18~ 5566.00(26.00,88.00)

 26~ 10965.00(26.00,91.50)

 31~ 11479.00(49.75,94.00)

 41~44 797.00(78.00,101.00)
文化程度 13.777 0.001
 高中以下 11180.00(50.00,96.00)

 高职/大专 7357.00(26.00,80.00)

 本科以上 10170.00(41.00,91.50)
婴儿性别 0.590 0.555
 男 16972.00(38.50,91.00)

 女 15271.50(26.75,93.00)
婚姻况状 1.532 0.125
 已婚 27871.00(35.75,92.00)

 其他 786.00(72.00,101.00)
职业 1.557 0.119
 有 19067.00(36.00,89.00)

 无 9580.00(26.00,95.00)
分娩次数 2.394 0.017
 初次分娩 16965.00(26.00,91.50)

 非初次分娩 11680.00(49.00,94.00)
家庭月收入(元) 2.789 0.005
 <6

 

000 13279.50(49.00,95.00)

 ≥6
 

000 15363.00(27.50,89.00)
吸烟饮酒史 1.537 0.116
 有 2483.00(61.00,93.50)

 无 26170.00(33.00,92.00)
妊娠并发症 1.742 0.082
 有 13573.00(46.00,94.00)

 无 15066.50(26.00,91.00)
计划带养方式 9.933 0.007
 独自带养 90 80.50(47.00,96.00)

 共同带养 13965.00(26.00,87.00)

 他人带养 5680.00(44.00,93.75)

3.2 NICU患儿母亲母婴依恋关系的影响因素

3.2.1 母亲年龄 本研究中,年龄越大的早产儿母

亲母婴依恋评分越高(P<0.01)。年龄越大的母亲

在育儿过程中的易接近性和亲和性越好[13],这更有

利于母婴依恋关系的建立。Esma等[14]研究发现母

亲年龄每增加1岁,与婴儿成功建立依恋关系的可

能性就会增加39%。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开放,高
龄产妇(分娩时年龄>35岁的产妇)逐渐增多,本研

究 中 高 龄 产 妇 共 31 人,其 中 初 次 分 娩 6 人

(19.4%),非初次分娩25人(80.6%)。由于高龄

产妇多为积累一定养育经验的经产妇,她们作为母

亲的自我认同感高,能够尽快适应母亲角色,对婴儿

的需求做出恰当反应,更快地与婴儿建立情感的感

知和互动。因此,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其母婴依恋

评分逐渐提高。而Rossen等[15]也发现其他孩子的

陪伴能够改善与依恋相关的人际关系或照顾者特征

从而调节母婴关系,促使母婴依恋朝更好的方向发

展。提示应重点干预年龄较小且初次分娩的早产儿

母亲,帮助其亲近理解婴儿、尽早适应母亲角色,建
立良好的母婴依恋关系。

表3 早产儿母亲母婴依恋关系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285)

变量  β SB β' t P
常数  8.073 0.971 -  8.314 0.000
家庭月收入

 ≥6
 

000元 -0.908 0.295 -0.179 -3.079 0.002
母亲年龄  0.108 0.032 0.195  3.377 0.001
抑郁  -0.696 0.292 -0.138 -2.383 0.018

  注:R2=0.126,调整R2=0.117;F=9.316,P=0.000。

3.2.2 家庭经济状况 本研究发现,家庭月收入<
6

 

000元的 早 产 儿 母 亲 母 婴 依 恋 评 分 较 高(P <
0.05)。低收入家庭母亲多采取过度保护教养方式,
倾向于输出更多的情感温暖养育策略[16],高情感温

暖的母亲能够敏感而及时地回馈孩子需求,对儿童充

满关爱,积极关注儿童的各种表现[17]。因此,即使在

早产儿住院期间,高情感温暖的母亲仍然显示出较强

烈的易接近性和亲和性,导致其母婴依恋评分较高。
同时,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中的母亲更易离开职场,
回归家庭全职照顾孩子[18]。本研究中,家庭月收

入<6
 

000元的早产儿母亲中,38.6%计划在早产儿

出院后自己照顾婴儿,而家庭月收入≥6
 

000元的母

亲仅25.5%选择自己照顾的方式。作为主要照顾

者,低收入家庭中的母亲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关注婴

儿,较少出现母亲角色适应不良的情况,更可能表现

出高水平的敏感性和亲和性,从而出现较高的母婴依

恋评分。但也有研究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不会对母婴

依恋关系造成影响[14,19]。这些差异可能是研究对象

的社会文化背景及研究工具的不同所致。此外,家庭

经济状况与母婴依恋关系可能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
有可能还存在其他中介因素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的研

究探索。

·97·护理学杂志2020年12月第35卷第24期



3.2.3 母亲抑郁情绪 本研究发现,母亲产后抑郁

得分越高其母婴依恋得分越低(P<0.01),即NICU
早产儿母亲的抑郁程度越严重,母婴依恋关系水平越

低。研究发现产后抑郁母亲对周围环境(包括婴儿)
缺乏积极情绪,抑郁会降低母亲注意力并干扰母亲对

婴儿需求的调适能力,影响其反应敏感性[20]。早产

儿住院期间母亲因思念早产儿、担忧早产儿身体状况

加之其正处于产后身体恢复阶段而易出现抑郁情绪,
使其无法专注于与婴儿的情感联结。产后抑郁母亲

的敏感性降低,她们更可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难
以觉察、理解婴儿发出的信号,无法及时做出适当的

回应[22],致使母婴更易形成不良依恋。
4 小结

NICU早产儿住院期间母婴依恋关系处于中等

水平,母亲年龄、家庭经济状况和母亲抑郁情绪是母

婴依恋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需针对早产儿母婴进

行依恋关系的早期评估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做好不

同年龄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早产儿母亲的健康教育,提
高母亲对早期母婴情感联结的重视,积极改善早产儿

母亲的不良情绪。同时,医护人员应加强与早产儿母

亲的沟通交流,及时提供信息支持,帮助早产儿母亲

掌握育儿知识和技能,以促进早期良好母婴依恋关系

的形成,实现儿童心理健康发展。本研究结果显示调

整R2 值偏低,其原因可能与本研究只探究了部分影

响NICU早产儿母婴依恋关系的因素。今后的研究

中需结合母胎依恋关系的观测探究更多对早期尤其

是住院期间母婴依恋关系的影响因素,为促进母婴关

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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