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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於1992年將8月的第

一週訂為「世界母乳餵養週」，將母乳

餵養作為保護兒童健康的一項主要措施

，今年已邁入第21週年。其宗旨，乃在

於促進社會和公眾對母乳餵養重要性的

正確認識和支持，並冀望能在世界各地

推廣母乳餵養。而一直以來，母乳被公

認為可以滿足嬰兒出生到 6 個月內最佳

的食物來源；眾所皆知，吃母乳的寶寶

有較佳的免疫力，同時也有助於產婦身

體的恢復，因此在醫療照顧中營造母乳

哺育環境，給予每個嬰兒生命最好的開

始，也是母嬰親善醫院努力的目標。

本院自成為母嬰親善醫院後即積極

推動「支持哺餵母乳」政策，根據衛生

署國民健康局針對全國性母乳哺育調查

顯示，母嬰親善醫療院所所出生的嬰兒

，第 1個月純母乳哺育率 62.7%，

顯著高於非母嬰親善醫院出生

的嬰兒（48.7%），而第2個

月、第 3 個月及第 6 個月

，在母嬰親善醫療院所出

生的嬰兒，純母乳哺育率

（50.8%、38.9%、25.7%

）也都顯著高於非母嬰親

善醫療院所出生的嬰兒（

35.2%、28.4%、18.1%），由此可知，

母嬰親善醫療院所對於推動母親哺餵佔

舉足輕重。

雖然近年來台灣母乳哺育相關環境

設施、醫護人員對於母乳哺育的知識，

皆大有進步，母乳哺育風氣、哺育率稍

見提高，然而要成功哺餵，在實務面還

需要專業人員、媽媽及其家屬共同努力

。即使產婦在產前已建立哺餵母乳信心

，但往往經不起寶寶對哺乳的反應，如

寶寶哭啼、體重下降、家屬對母乳哺餵

意見分歧等，導致母嬰彼此還在調適階

段即匆匆改以配方奶哺育。此時醫療專

業人員宜再主動鼓勵產婦繼續哺餵母乳

，協助媽媽克服寶寶開始吮吸乳頭時的

疼痛，以及脹奶的處理。其次，在發現

奶水不足時，增加餵奶頻率，不必硬性

規定餵母乳的次數、間隔和餵奶量

，寶寶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因

為母乳餵養的成敗在於寶寶

出生後的1～2週，這期間

，媽媽的意志力是決定性

因素。尤其是今年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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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的支持：貼近母親！）希望

能讓喚起大眾注意「同儕支持」，對於

幫助母親建立以及持續哺乳的重要性，

並告知民眾「同儕諮詢」的高度效益，

以結合各界力量擴展「同儕諮詢」計畫

。鼓勵哺乳的支持者，不論其教育背景

，可以進一步受訓來支持母親和嬰兒。

今年的一個重點就是：替哺乳母親找到

當地社區的支持聯絡點，讓婦女在生產

後可以有地方尋求協助和支持。同時世

界衛生組織也慎重呼籲全球政府以及產

科機構積極執行十大措施，尤其是第十

項措施，以改善純母乳哺育的時間及比

率。

餵母乳，讓孩子贏在起跑點！因為

母乳會根據寶寶發育的不同階段，自動

調整成分，滿足寶寶生長階段的需求變

化，這些都是人工餵養無法比擬的，因

此在重建及維持全球母乳哺餵的文化應

除去所有母乳哺餵的阻礙因素，並獲得

全民支持，才是成功哺育母乳的關鍵！

袋鼠式護理
◎林口長庚兒童加護護理組督導 蘇雅

袋鼠式護理（Kangaroo care）是指父母親穿著前開襟的衣服，將寶寶頭

朝上，垂直或60度的貼在父母親胸前，以胸膛對胸膛，抱著只穿尿布的寶寶

作皮膚對皮膚的接觸，父母親再以包布或衣服環抱寶寶背部，讓寶寶感受到

父母親的心跳及呼吸聲，仿照類似子宮內的環境，提供寶寶維持體溫、心跳

、呼吸、血氧濃度穩定、餵食消化好、有被包圍感，減少氧氣及熱量的消耗

、增長寶寶的睡眠時間及深度，使體重穩定增加，也可以使母親奶水分泌增

加，並感受到與寶寶的親密感。

袋鼠式護理可於父母親沒有感冒或皮膚傳染性等疾病，且寶寶生命徵象

穩定時執行，執行前可先控制環境溫度於 25～27℃，位置不要選擇在空調出

風口及陽光直射處。執行時需注意寶寶呼吸及膚色情況，有呼吸窘迫情況時

建議立即停止，若寶寶生命徵象穩定，則可持續執行至父母親與寶寶皆滿足

為止。

成功的母乳哺育需由專業人員、媽媽及其家屬
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