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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南宁市某三甲妇幼医院产妇对捐献母乳的认知态度以及影响其态度的原因$追踪

其实际捐献情况$为进一步开展母乳库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 #$%&,$' 9

#$%&,%# 在南宁市某三甲妇幼医院产科住院的产妇共 (#$名$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产妇捐献母乳认知与态度调

查问卷进行调查$追踪调查对象产后 3个月内的捐献母乳行为% 结果!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

产妇对捐献母乳一般知识&储存知识和益处知识中部分条目知晓率相对较高$对母乳库的知晓率处于中等水

平$对捐献知识的个别条目知晓率相对较低% '):&$;"1## 名#的产妇表示愿意在母乳充足的情况下捐赠母

乳$产后 3 个月内有捐献母乳行为的共 #% 名$占符合捐献条件人数的 3:%1;% 结论!产妇捐献母乳认知水平

一般$虽然捐献意愿较高$实际采取行动的人较少% 对产妇及其家属应加强母乳捐献的宣传力度$提高产妇对

捐献母乳的认知程度$采取更多积极措施以促进符合捐献条件的产妇参与母乳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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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是婴儿最理想和最受推崇的喂养方

式(%)

% 世界卫生组织"C8D0> EF.0GH IDJ.B/K.G/8B$CEI#

提出!到 #$#( 年全球 $ 93 个月婴儿的纯母乳喂养

率要达到 ($;% 但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

发布的*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调查报告+显示!中

国婴儿 3 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为 #&;$低于 1);的

世界平均水平和 )2;的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

早产儿母乳喂养率仅 %):3;% 捐献母乳">8B8DHL-.B

-/0M$NEO#是指从健康&哺乳期的母亲那里获得的$由

母乳库遵循相关标准及指南进行收集&加工和储存的

母乳())

% 对于各种原因无法提供生母母乳"-8GHFDPA

8QB -/0M$OIO#或 OIO不足时$可优先选择 NEO

喂哺早产儿$而不是早产儿配方奶(1$()

% NEO在国

外已有 %$$ 多年的历史$但在我国仍处于一个探索

阶段$国内已建立的母乳库中$多数运营相对不成

熟$捐乳人数和捐乳量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3)

% 有

研究(2)认为母亲对捐献母乳的态度和认知的不足将

影响其捐献母乳的行动意愿% 我院母乳库作为广西

唯一一家母乳库$自 #$%( 年建库至 #$%' 年共 #$$ 名

哺乳期母亲参与母乳捐献$母乳总量达到 #$ 万 -0$

使 2( 例早危新生儿受益(')

% 但临床上早产儿&危重

儿远不止这个数目$对 NEO的需求量也更多% 因

此$母乳捐献行为关系到许多早产儿&危重儿的切身

利益% 本文通过调查产妇对捐献母乳的认知及态

度$为促进产妇捐献母乳提供干预依据$使广西母乳

库健康发展$使NEO喂养的益处最大化$让越来越

多的早危新生儿受益%

!"对象与方法

!#!"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 #$%&,$' 9#$%&,%#

在南宁市某三甲妇幼医院产科住院的产妇进行调

查% 纳入标准!"%#南宁地区居住时间
!

% 年'"##年

龄
!

#$ 岁'")#分娩孕周
!

)2 周'"1#产后 ) 92 >'

"(#无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3#沟通和阅读能力正

常$愿意参加本次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

准!"%#产妇有母乳喂养禁忌证'"##合并影响泌乳

的乳房并发症% 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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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工具和方法

%:#:%!一般资料调查表!一般资料调查表内容!年

龄&妊娠次数&分娩方式&分娩孕周&文化程度&职业状

态&常居住地&家庭每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等%

%:#:#!产妇捐献母乳认知与态度调查问卷!问卷

在秦瑛等(&)编制的-住院分娩产妇捐赠母乳知识和

意愿调查问卷.基础上制定$本问卷信度为 $:&#$效

度为 $:'&% 问卷共 %& 个条目$分 ) 个部分% 第一部

分包括母乳库知晓程度&一般知识和储存知识各 ) 个

条目$捐献知识 # 个条目$益处知识 1 个条目$反映

住院分娩产妇捐赠母乳知识知晓情况% 第二部分为

了解母乳库的途径 % 个条目"多选#% 第三个部分包

括对捐献母乳&接受 NEO&宣传母乳库的态度$) 个

条目均有-愿意.和-不愿意.两个选项$同时由调查

对象列举出-不愿意.的原因%

%:#:)!资料收集!资料收集是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护士负责$填写调查问卷前$护士用统一的指导语向

产妇解释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注意事项和调查的

匿名性&保密性和自愿性% 产妇知情同意后$自行填

写问卷$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并及时检查核对问

卷完成情况$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回收后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信息录入员录入信息后进一步统

计分析%

%:#:1!捐献行为追踪!通过查阅母乳库捐献母乳

人员信息$追踪调查对象的实际捐献母乳行为%

$"结果

$#!"一般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 (#$ 份$回收问卷

(#$份$有效问卷 ($)份"&3:2);#% 年龄 #% 9)&岁$其

中!Y#(岁 )2人"2:)3;#$#( 9)$岁 #$1人"1$:(3;#$

)% 9)( 岁 %&) 人")':)2;#$Z)(岁 3&人"%):2#;#%

婚姻状况!已婚 1'$人"&(:1);#$未婚 #)人"1:(2;#$

其他"离异&丧偶#$人%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2 人

"&:)1;#$高中 2&人"%(:2%;#$大学及以上 )22 人

"21:&(;#% 家庭月收入!Y3 $$$元 &2人"%&:#';#$

3 $$$ 9%$ $$$ 元 %2( 人")1:2&;#$%$ $$% 9%( $$$ 元

%%' 人"#):13;#$ Z%( $$$ 元 %%) 人"##:12;#%

产妇类型!初产妇 #'1 人"(3:13;#$经产妇 #%& 人

"1):(1;#% 分娩孕周 )2 91%

[)周% 分娩方式!顺

产 )'% 人"2(:2(;#$剖宫产 %## 人"#1:#(;#% 职

业状态!待业 ))(人"33:3$;#$从业 %3'人")):1$;#%

常居住地!城区 )22 人"21:&(;#$农村?乡镇 %#3 人

"#(:$(;#%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自费 %)2人"#2:#1;#$

医保 #$( 人"1$:23;#$农保 %#1 人"#1:3(;#$商

业保险 )2 人"2:)(;#%

$#$"产妇捐赠母乳认知情况"产妇对广西母乳库

的知晓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正答率均低于 3$;% 对

捐献母乳一般知识&储存知识和益处知识的知晓率

相对较高$其中对-捐献的母乳存在有效期.知晓率

最高$正答率为 &3:1#;% -捐献母乳不会传播疾病.

的知晓率低于 3$;% 见表 %%

表 %!($) 名产妇捐赠母乳知识知晓情况!!";#$

分!类 题目
知晓人数?正答人数
"知晓率?正答率#

母乳库知晓程度 您听说过母乳库吗 #3%"(%:'&#

您知晓母乳库的作用吗 #(2"(%:$&#

您认为捐献母乳奶源
充足

#22"((:$2#

一般知识!!!

捐献母乳已广泛应用
于早产儿

)2)"21:%3#

捐献的母乳给早产儿
食用前需消毒处理

13#"&%:'(#

消毒后的捐献母乳营
养价值高于配方乳

1)("'3:1'#

益处知识!!!

当母亲因疾病或其他
原因不能哺乳时可用
捐赠母乳喂养

)'2"23:&1#

早产儿喂养捐献母乳
可以预防和治疗疾病

1%("'#:($#

产妇捐献母乳可预防
乳腺炎

1#$"'):($#

捐献母乳可以应用于
儿童$成为临床医师治
疗性药物选择

))$"3(:3%#

捐献知识!!! 捐献母乳前需要体检 12#"&):'1#

捐献母乳不会传播疾病 #('"(%:#&#

储存知识!!! 捐献母乳存在有效期 1'("&3:1##

捐献母乳经过消毒后可
以冷冻保存) 93个月

1)$"'(:1&#

捐献母乳主要存放于
母乳库中

123"&1:3)#

!注!部分项目为知晓$部分项目为正答

$#%"捐献母乳知识来源"多选#!主要通过互联网&

媒体&医院及医务人员获得有关捐献母乳的知识$其

中医院及医务人员 #)# 人"13:%#;#$互联网&媒体

#$2 人"1%:%(;#$书籍&报纸 (' 人"%%:();#$亲朋

好友 )' 人"2:((;#$其他 1# 人"':)(;#%

$#&"产妇对捐献及接受 NEO的态度!有 1## 人

"'):&$;#表示愿意在母乳充足的情况下捐献母乳$

'% 人"%3:%$;#表示不愿意% 不愿意的原因及人

数!途径少&家庭住址远&照顾新生儿没时间等 %3 人

"%&:2(;#$担心母乳不足 3 人"2:1%;#$自觉身体不

适宜捐献3人"2:1%;#$担心老人反对)人"):2$;#$担

心安全性#人"#:12;#$不愿透露原因 1'人"(&:#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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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人"3#:3#;#表示愿意在奶水不足的情况下

接受孩子喂NEO$不愿意 %''人")2:)';#% 其中认

为NEO不安全 #% 人"%%:%2;#$认为可以用奶粉替

代 %'人"&:(2;#$不方便获取NEO%$ 人"(:)#;#$

家人或本人忌讳 ( 人"#:33;#'其他原因 %)1 人

"2%:#';#% 愿意向身边好友宣传母乳库及 NEO

1%'人"'):%$;#$不愿意 '(人"%3:&$;#$其中 )#人

")2:3(;#表示自身对母乳库的了解不够$1人"1:2%;#

因为身边亲友中没有人是孕产妇$其他原因 1& 人

"(2:3(;#%

$#'"实际捐献行为"($) 名产妇中$'% 名表示不愿

意捐献母乳$在产后 3 个月内无捐献行为% 愿意在

母乳充足情况下捐献母乳的 1## 名产妇中$符合捐

献条件的产妇共 )1# 名$产后 3 个月内到母乳库进

行母乳捐献的共 #% 人"3:%1;#$其中捐献次数 Z

%$ 次的 %$ 人$( 9%$ 次的 2 人$ Y( 次的 1 人%

%"讨论

%#!"母乳库在母乳喂养中的作用"母乳是婴幼儿

生长发育阶段最理想的天然食品$具有免疫保护等

重要生物学作用$对婴幼儿身心健康和智力发育十

分重要% 由于 NEO与自身母乳所含物质基本相

似$不仅可成为早产儿的优质营养食物$还可帮助防

治某些疾病% 与配方奶相比$NEO可有效增强早产

儿和低体质量儿的免疫力$降低其坏死性小肠结肠

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等的发生率$提高生存质量(%$)

%

另有研究(%%)表明$母乳喂养可以提高极低出生体重

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的存活率$改善低出生体重儿

的远期预后% CEI推荐 NEO为母亲母乳不足时

的首选替代品$尤其是早产儿&低体质量儿% 为方便

捐献母乳的管理$我国自 #$%) 年起陆续成立了十几

家母乳库$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母乳库是广

西至今唯一一家母乳库% 孕产妇对于母乳库的认

知$直接关系到其进行捐献母乳的行为$及时了解孕

产妇对捐赠母乳的认知程度和捐赠意愿对母乳库开

展捐献母乳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母乳库及相关知识宣传力度不足影响母乳

捐献行为"本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的产妇

知道母乳库的存在$对母乳库的了解程度不高$这与

田策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捐献母乳的认知水平

参差不齐$对-捐献母乳不会传播疾病.和-捐献母

乳可以应用于儿童$成为临床医师治疗性药物选择.

的知识知晓率均低于 2$;$提示目前医院对捐献母

乳的健康教育工作仍存在不足% 调查中发现从医院及

医护人员处获得母乳库及相关知识的产妇为 13:%#;$

可能原因是连医院人员自身均对母乳库的了解不

够$故对母乳库的宣传力度不足(%))

% 虽 '):&$;的

产妇表示母乳充足的情况下愿意捐献母乳$但追踪

结果显示实际捐献的产妇仅极少数$占符合捐献母

乳人数的 3:%1;% 从不愿意捐献的产妇中得知$影

响捐献意愿最主要原因为捐献途径不方便$少数由于

传统观念不愿参与母乳捐献% 愿意向身边好友宣传

捐献母乳 1%'人"'):%$;#$不愿意 '( 人"%3:&$;#$

主要原因是孕产妇本身对母乳库不了解$因此无法

向身边的人介绍更多关于母乳库的知识%

%#%"传统观念因素影响家庭对 NEO接受率!本

研究对产妇接受 NEO&宣传母乳库的态度进行调

查$发现奶水不足情况下愿意接受孩子喂 NEO的

产妇有 )%( 人"3#:3#;#$%'' 人")2:)';#不愿接

受NEO% 主要原因是担心 NEO的安全性&认为母

乳不足还有各类奶粉可以替代及获取 NEO渠道较

少% 有少数家庭忌讳新生儿喂哺 NEO% 说明除了

在母乳库宣传&提高母乳喂养认知上进行干预$改变

人群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 对于早产

儿的母亲$我们在宣传母乳库的同时$应强调 NEO

对早产儿的益处% 对于非早产的普通新生儿$在不

能进行OIO喂养的情况下$母乳库NEO也理应成

为第二选择(%1)

%

%#&"强化医护认识$拓宽宣传渠道$出台相应政策

可促进人群认知及行为!针对调查结果$医护人员

应强化自身有关母乳库知识的培训$在此基础上加

强对产妇及其家属有关母乳库及捐献母乳知识的宣

传力度$如在医院公告栏&产科病房和产科门诊宣传

栏挂贴母乳库的宣传海报$在医院官网&微信公众号

宣传栏定期更新母乳库的动态$在对孕产妇做母乳

喂养宣教的同时宣传母乳库及 NEO$提高孕产妇&

孕产妇家庭对母乳库及 NEO的认知% 另外应根据

不愿捐献人群的原因$尽可能排除阻碍产妇捐献母

乳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因宗教问题而产生的不确

定因素(%()

% 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捐献母乳健康宣

教工作$完善捐献途径$让更多的孕产妇及其家属了

解母乳库功能和捐献流程$让更多的产妇愿意用实

际行动去支持母乳库工作% 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出

台相应政策$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3)

$让更多的产

妇能够及时&方便捐献母乳$以保证母乳库 NEO量

能满足临床需求% 除此以外$在母乳库 NEO足够

的情况下$开放一些便利渠道给非临床但实际需要

喂养NEO的早产儿%

综上所述$产妇对于母乳库的了解程度较低% 产

,13%%,

RH/BFAFS8LDB.08TUFQR0/B/7.0OF>/7/BF$U8VF-WFD#$#$$X80L-F%)$UL-WFD%%!!



妇对母乳库的了解程度&捐献渠道的完善&产妇观念

的改变关系到其捐献行为% 相关部门及组织应扩大

宣传$同时医护人员应进一步提高自身对母乳捐赠

的认知水平$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关心与鼓励适合

捐赠者并做好指导工作$做好产妇与母乳库之间的桥

梁$以促进母乳捐赠的进一步发展及母乳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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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展综述

高原人群慢性高原病相关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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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2%#$'#!陕西$西藏民族大学高原病分子机制与干预研究省级重点实验室$环境与疾病相关基因研究高校重点实验室"张!寒$

张致英$刘丽军$马利锋$梁!田$赵锋仓$康龙丽#' '($$$$!拉萨$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杨雪林#

作者简介! 张!寒"%&&( *#$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与疾病相关机制研究% +,-./0!KH.BJH.BbK-L4%3)678-

通讯作者! 康龙丽"%&31 *#$女$法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与疾病相关机制研究% +,-./0!08BJ0/hM.BJ4%3)678-

!!!摘要"!面临高原低氧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高原人群有适应和不适应高原两类不同的表现% 表现为

不适应高原的群体$会受到红细胞增多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适应不良时间的增加$这一群体最终可能罹患

慢性高原病% 为了揭示适应和慢性高原病在不同人群存在差异的原因$目前研究者们运用基因组学技术和遗

传统计学方法发现一些重要的遗传分子$如基因"#$%% 和 %"&#% 以及相关的单倍型和 ^UcA等% 虽然这些遗

传分子暂时缺少足够的功能验证结果$但这些发现为理解慢性高原病的病理分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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