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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为构建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支持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在郑州市2所

三级甲等医院儿童预防保健门诊选取364名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采用自制的职业女性母乳喂养调查问卷开展调查。采用

Kaplan-Meier法和Cox回归模型分析母 乳 喂 养 持 续 时 间 及 其 影 响 因 素。结果
 

产 后 返 岗 职 业 女 性 母 乳 喂 养 持 续 时 间 均 值 为

11.94个月。Cox回归分析显示,是否坚持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预计母乳喂养时间、返岗后是否继续母乳喂养是母乳喂养持

续时间的影响因素(均P<0.01)。结论
 

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与 WHO的建议还有一定差距。应进一步提高6个月纯

母乳喂养水平,帮助返岗职业女性制定科学合理的母乳喂养规划和目标,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工作场所母乳喂养支持,为持续母

乳喂养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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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reastfeeding
 

duration
 

among
 

working
 

wome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stablishing
 

breastfeeding
 

support
 

program
 

for
 

this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64
 

postpartum
 

working
 

women
 

returning
 

to
 

work
 

were
 

selected
 

in
 

child
 

prevention
 

health
 

clinic
 

in
 

2
 

tertiary
 

hospitals
 

in
 

Zhengzhou,
 

and
 

they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self-designed
 

working
 

women
 

breastfeeding
 

questionnair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breastfeeding
 

du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Mean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of
 

the
 

post-
partum

 

working
 

women
 

returning
 

to
 

work
 

was
 

11.94
 

months.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whether
 

insisting
 

on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within
 

6
 

months
 

after
 

birth,
 

anticipated
 

breastfeeding
 

time,
 

whether
 

continuing
 

breastfeeding
 

after
 

re-
turning

 

to
 

work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P<0.01
 

for
 

all).
 

Conclusion
 

There
 

is
 

a
 

gap
 

between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among
 

working
 

women
 

and
 

the
 

recommendation
 

of
 

WHO.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with-
in

 

6
 

months,
 

help
 

working
 

women
 

returning
 

to
 

work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breastfeeding
 

plans
 

and
 

goals,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breastfeeding
 

support
 

in
 

the
 

workplace,
 

so
 

as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continued
 

breast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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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乳喂养可以改善儿童的生存、健康和发育,促
进人力资本的发展[1]。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UICEF)[2]建议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
持续进行母乳喂养至2岁或更长时间。多项研究表

明,重返工作是母亲停止母乳喂养的一个重要因

素[3-5],母乳喂养的困境已成为职业女性生育后返岗

遇到的大难题[6]。职业女性产后返回工作岗位,面对

激烈的竞争及母亲、妻子、员工等多重角色的责任和

压力,在继续母乳喂养中遇到多重障碍,使母乳喂养

的中断时间比建议或预期的要短[7-8],职业环境对母

乳喂养的支持尚有待提高[9]。本研究以郑州市产后

返岗的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了解职业女性母乳喂养

持续时间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构建延长母乳

喂养时间的有效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5~11月

在郑州市2所三级甲等医院儿童预防保健门诊就诊

的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将职

业女性的研究范围界定为全职就业,以一定的组织为

载体而依存的职业女性群体。纳入标准:①已婚,年
龄22~45岁;②在过去3年里生过孩子(以最近1次

分娩为准)[10];③已经返岗;④有母乳喂养经历;⑤居

住及工作单位所在地为郑州市;⑥知情并自愿参加本

研究。排除标准:母婴患有疾病或缺陷。利用Cox回

归进行多因素分析,一般完全数据样本量应为模型中

变量数的10倍以上[11],本研究共纳入20个变量。最

终共有效调查364名职业女性,年龄23~45(30.98±
3.92)岁,其中23~岁149名,30~岁138名,35~45
岁77名。学历:高中及以下24名,大专82名,本科

及以上258名。职业:行政/专业技术/管理人员312
名,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33名,个体化/其他19
名。单位性质: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311名,私
营、外资企业/个体经营53名。家庭人均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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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元129名,5
 

000~10
 

000元171名,>10
 

000
元64名。子女数:1个226名,2个136名,3个2名。
最小孩子的年龄:3个月至1岁75名,1~岁158名,
2~3岁131名。最近1次分娩方式:自然产200名,
剖宫产164名。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课题组自制职业女性母乳喂养调

查问卷,包括3部分:①职业女性基本资料,包括年

龄、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子女数、最小孩子的年龄

和最近1次分娩方式;②职业女性工作情况,包括职

业、单位性质、产假时间、产后返岗时间、哺乳假、上班

所需时间;③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情况,包括产后42
 

d
内的喂养方式、是否坚持纯母乳喂养至6个月、预计

母乳喂养时间、返岗后是否继续母乳喂养、家人是否

支持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是否咨询过如何在工作的

情况下继续母乳喂养、是否收到如何在工作后继续母

乳喂养的宣教、是否有医护人员建议返岗后继续母乳

喂养、是否有医护人员帮助在工作后继续母乳喂养。
1.2.2 调查方法 研究者本人取得医院相关部门同

意后,在儿童预防及保健门诊对在休息区候诊或休息

的职业女性进行研究项目说明和招募,同意者当场发

放并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380份,回收有效问卷

364份,有效回收率95.8%。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以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作为因变量,断奶作为观

察终点的结局,调查时尚未断奶,则为删失数据。生

存分析可利用删失数据,采用 Kaplan-Meier法进行

单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检
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尚未断奶的职业

女性有65名,占17.86%。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产后

返岗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平均值为11.94个

月,95%CI为(11.48,12.39);中位数是13.00个月,
95%CI为(12.65,13.35)。
2.2 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 Kaplan-Meier
分析 运用 Kaplan-Meier法对职业女性相关因素、
孩子相关因素、工作相关因素、家人/医护群体相关因

素等变量进行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分析结果见

表1。

2.3 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多因素分析 
选择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予以赋值,进
一步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方法,纳入和剔除标

准均为0.05,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有坚持纯母乳喂

养到6个月(赋值:1=是,0=否)、预计母乳喂养时

间(赋值:1=0~月,2=6~月,3=12~月,4=≥24
月)、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赋值:1=是,0=否),见
表2。

表1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Kaplan-Meier分析

变量 人数
已断奶

(人)
删失

率(%)
均值

(月)
χ2 P

产后42
 

d内喂养方式

 纯母乳喂养 211 176 16.59 12.60 4.391 0.036
 非纯母乳喂养 153 123 19.61 11.02
坚持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

 是 250 207 17.20 12.9427.247 0.000
 否 114 92 19.30 9.63
预计母乳喂养时间(月)

 0~ 28 28 0.00 5.18182.345 0.000
 6~ 36 32 11.11 8.28
 12~ 236 199 15.68 12.78
 ≥24 64 40 37.50 14.10
职业

 行政/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312 256 17.95 12.21 9.04 0.011
 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 33 25 24.24 9.60
 个体户或其他 19 18 5.26 11.25
单位性质

 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 311 258 17.04 12.11 5.303 0.021
 私营、外资企业/个体经营 53 41 22.64 10.82
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

 是 307 248 19.22 12.4727.689 0.000
 否 57 51 10.53 9.06
产后返岗时间(月)

 <6
 

99 80 19.19 11.27 6.439 0.040
 6~ 240 198 17.50 12.25
 12~24 25 21 16.00 11.43
哺乳假(h/d)

 <1 62 51 17.74 10.0213.920 0.000
 ≥1 302 248 17.88 12.32
家人支持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

  

 是 274 219 20.07 12.3810.645 0.001
 否 90 80 11.11 10.65
医护人员建议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

 是 275 224 18.5512.243.9300.047
 否 89 75 15.7311.00

表2 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Cox回归分析

变量 β SE Wald
 

χ2 P RR 95%CI
坚持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 -0.585 0.129 20.474 0.000 0.557 0.432~0.718
预计母乳喂养时间 -0.800 0.089 80.832 0.000 0.449 0.378~0.535
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 -0.612 0.160 14.686 0.000 0.542 0.396~0.741

3 讨论

3.1 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现状 本研究显

示,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均值为11.94个月、

中位数为13.00个月,高于相关研究结果[6,12],但与

WHO建议的2年或更久的标准[2]还有一定差距。应

更广泛地开展科学喂养健康教育工作,进一步采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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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措施延长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产后返岗

是职业女性停止母乳喂养的一个重要原因[4-5]。本研

究27.2%的职业女性在产后6个月内返岗,65.9%于

产后6~12月返岗,84.3%的职业女性会选择返岗后

继续母乳喂养,高于之前的研究结果[12-14]。产假时间

越长、产后返岗越晚、哺乳假时间越长则母乳喂养持

续时间越长[15]。提示各单位应落实国家产假、哺乳假

制度,合理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保障女职工充足的

哺乳时间,支持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
3.2 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

 

3.2.1 坚持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 本研究发现,坚持

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的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长

于未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者,与之前的研究结果[16-17]一

致。这可能与母乳喂养的信念有关,返岗工作后母亲对

母乳喂养的信心越充分、态度越积极则坚持纯母乳喂养

的时间越长[18]。可能因为纯母乳喂养时间越长,母婴

越能实现充分与婴儿接触,建立深厚的感情,且纯母乳

喂养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这有助于母亲坚定母乳喂养

信心,会更倾向于持续母乳喂养。为了使妇女成功协调

母乳喂养和工作,在产后前6个月,医护人员要充分了

解可以促进纯母乳喂养的确切要求和支持系统[19],医
院母乳哺育支持系统能有效提高纯母乳喂养率和母乳

喂养率[20],因此医院应重视母乳喂养支持,建立由妇产

科、儿科医护人员,助产士和哺乳顾问等组成的专业化

支持团队,加强院内和院外宣教,提供连续的母乳喂养

指导服务,协助解决多种哺育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提高

产后6个月内的纯母乳喂养水平。
3.2.2 预计母乳喂养时间 本研究发现,职业女性

预计母乳喂养时间越长,断奶风险越低,母乳喂养持

续时间越长。64.84%的职业女性预计母乳喂养到产

后1年以上,仅17.58%的职业女性预计母乳喂养到

2岁以上,并且实际母乳喂养时间与其预计的母乳喂

养时间有一定差距,说明女性在实际喂养过程中遇到

障碍,使其未达到预期的喂养目标。积极的喂养态度

和计划对母乳喂养的持续至关重要[21]。职业女性的

预计母乳喂养时间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产前母乳喂

养决定,自身的母乳喂养决心,工作期间的母乳喂养

计划,是母乳喂养的有利因素[22]。提示医护人员应加

强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宣教,充分了解职业女性的母乳

喂养支持需求,帮助制定科学合理的母乳喂养尤其是

返岗后母乳喂养规划,帮助其了解并解决工作后继续

母乳喂养可能遇到的困难,提供母乳喂养相关的知

识、技术等指导,树立持续母乳喂养的信心。
3.2.3 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 决定返岗后继续进行

母乳喂养职业女性的断奶风险相对较低,母乳喂养持

续时间越长。产假结束后返回工作岗位,母乳喂养是

维持母子关系的一种方式,当母亲和婴儿分开时,为
保持充足的母乳供应,就需要继续进行母乳喂养[23]。
职业女性只有在返岗后继续母乳喂养,保证足够的母

婴接触,才有可能使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延长。我国产

假决定了职业女性在产后6个月甚至更早就要返岗,
母婴白天分离导致吮吸减少,继而影响母乳分泌,这
对持续母乳喂养提出挑战。《国家人口规划(2016-
2030)》中明确指出[24]:鼓励雇主为哺乳期妇女提供灵

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支持妇女生育

后重返工作岗位。返岗后喂养行为的抉择与喂养态

度、环境压力及政策制度等有关[25]。因此工作单位应

进一步改善工作场所母乳喂养支持,推进母婴服务设

施建设,为哺乳创造便利的条件。哺乳顾问等卫生专

业人员应加大母乳喂养宣传与指导,普及母乳喂养相

关信息和知识,强化职业女性返岗后母乳喂养正向选

择。同时促进单位管理者、同事等树立积极、接受母

乳喂养的态度,鼓励营造母乳喂养友好型的工作环

境,满足职业女性返岗后母乳喂养支持需求,从而延

长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4 小结

本研究发现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均值为

11.94个月,有待提高。是否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预
计母乳喂养时间和返岗后是否继续母乳喂养是影响

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关键因素。职业女性

母乳喂养水平的提高需要来自家庭、社会、工作单位

等多方面的支持,本研究的职业女性大多为行政/专

业技术/管理人员,单位类型较局限,建议今后了解不

同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支持需求,完善母乳喂养支持体

系,积极开展针对性的措施保障持续母乳喂养的成功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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