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医学前沿·2025� 第7卷� 第3期

147

产后皮肤接触对母乳喂养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分析

张思之
温州市人民医院Ǔ浙江Ǔ温州Ǔ325000

摘Ȟ要：产后皮肤接触对母乳喂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它通过刺激催乳素、催产素等激素的分泌，在增强母婴

情感连接、提升母乳分泌量的帮助婴儿建立正确的吸吮反射。母婴间的情感互动，能改善母亲情绪稳定性，降低产后

抑郁风险，进一步增强其坚持母乳喂养的动力。鉴于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会左右皮肤接触效果，医疗机构和社会

支持体系推动母乳喂养的作用不容小觑。优化医院政策、强化家庭参与并提供全方位支持，可有效提高母乳喂养的持

续性，保障婴儿充足的营养与情感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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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母乳喂养是婴儿获得最佳营养与情感支持的关键路

径，而产后皮肤接触在此进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作

用。产后皮肤接触既能促进乳汁分泌，又能通过激素调

节和母婴情感互动，有力强化母婴间的依附关系。尽管

其益处广为人知，可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极大影响

着它发挥效果。医疗机构举措、社会政策导向、家庭支

持体系完备程度，都显著左右母乳喂养的持续性与成功

率，深入探究其生理心理机制并优化相关政策，对提升

母乳喂养率意义重大。

1��产后皮肤接触的生理机制与影响

产后皮肤接触对母乳喂养的影响呈现出多维度、深

层次的特征，通过生理与情感的协同作用，极大地推动

了母乳喂养的持续性与有效性。产后伊始，母亲与婴

儿的皮肤接触促使母体产生一系列生理变化，尤为显著

的是母亲体内催乳激素与催产素水平急剧上升，而这两

种激素的分泌过程受到皮肤接触的精准调节。催乳素凭

借刺激乳腺细胞分泌功能，为乳汁的生成提供了直接动

力；皮肤接触强化了母婴间的情感纽带，激活了母亲体

内催乳素的分泌机制，确保乳汁供应的稳定性与持续

性。催产素在皮肤接触进程中，助力母亲与婴儿构建紧

密的情感连接，这种情感联结为母亲坚持母乳喂养注入

了强大的动力。

从婴儿的角度出发，在皮肤接触期间，婴儿的吸吮

反射得到显著增强，这无疑是母乳喂养成功的关键因

素。皮肤接触不仅提升了婴儿的吸吮效率，还助力婴儿

掌握正确的乳头吸吮技巧，有效减少了乳头破裂和不适

等情况的发生。此外，及时满足婴儿的生理需求，为其

生长发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皮肤接触还能作用于婴儿的

肠胃功能，加速胃肠蠕动，提升对母乳的吸收效率。研

究表明，母婴之间的亲密接触能够显著提升婴儿的情绪

稳定性，降低应激反应，为母乳喂养的顺利开展营造了

良好环境。

在心理层面，皮肤接触促使母亲体内母性激素分泌

增加，这对母亲情绪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助力母亲

从容应对产后生活带来的诸多挑战，有效减轻焦虑和

抑郁风险。母亲的积极情绪和良好心理状态通过内分泌

系统影响乳腺的分泌活动，当母亲处于放松、愉悦状态

时，催乳素和催产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会进一步提升，不

仅促进乳汁生成，还能加深母婴间的情感连接，形成良

性的反馈循环。这种情绪的改善极大地增强了母亲的哺

乳动机与信心，有效减少了因心理压力导致的早期断奶

现象。产后皮肤接触通过生理与情感机制的协同运作，

全方位、多层次地提高了母乳喂养的持续率和效果，对

母婴双方的健康发展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2��母婴互动对母乳喂养率的影响分析

母婴互动于母乳喂养进程中所发挥的效用堪称关键

至极，全方位深刻影响着母乳喂养起始的时机、延续的

时长以及最终达成的成功率。母婴间的亲密接触，绝非

仅局限于生理层面的单纯刺激，其在心理和情感维度所

产生的影响更为深邃而持久。卓有成效的母婴互动，能

够有力促使母亲对母乳喂养秉持积极且正面的态度，极

大程度地增强母亲哺乳的内在动机与坚定信念，这对于

母乳喂养能否长期稳定地维系下去意义重大。借助皮肤

接触这一核心途径，母婴间的情感纽带得以持续加固。

而这般深厚的情感互动，凭借内分泌调节机制，强劲推

动催乳素、催产素等关键激素的分泌进程，进而直接对

乳汁的分泌量以及乳腺的正常发育状况施加影响。

母婴互动对母乳喂养的影响，在婴儿的吸吮行为方

面亦体现得极为显著。在与母亲紧密无间的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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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婴儿不但能够获取身体所需的温暖，更能借助吸吮

动作获取维系生长发育的乳汁。这种生理层面的满足

感，不但促进了婴儿吸吮反射机制的强化，还显著提升

了婴儿的吸吮效率。婴儿的吸吮行为，并非仅仅是满足

自身生理需求的简单举动，更通过这一行为持续刺激母

亲的乳腺，成功构筑起母乳分泌与婴儿需求之间相互促

进、动态平衡的良性循环。母婴间的互动有助于婴儿逐

步构建起科学、正确的吸吮模式，有效减少因吸吮不当

引发的各类不适状况，为母乳喂养的顺畅推进提供坚实

保障。

在母婴互动的进程中，情感交流环节对于母乳喂养

的持续性而言，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母亲在喂

养期间，一旦接收到婴儿给予的积极反馈，例如婴儿专

注投入的吸吮动作、饱含深情的眼神交汇以及纯真无邪

的笑容等，这些情感层面的满足感会进一步强化母亲哺

乳的内在动力。当母亲真切感受到婴儿对自身的依赖与

亲密情感时，这种情感联结能够极大地增强她坚持母乳

喂养的决心与毅力。

婴儿凭借吸吮、依偎以及亲近等行为，向母亲传递

自身的需求与全然的信任，这种情感反馈能够切实激发

母亲内心深处的母性本能，进而催生出持续哺育婴儿

的强大内在驱动力。尤其在产后初期，母亲时常需要同

时应对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严峻挑战，其中涵盖产后身

体的极度疲惫、哺乳过程中遭遇的各类难题，以及对母

乳喂养能否成功的不确定性担忧。在如此艰难的情形之

下，婴儿所展现出的依赖之情以及母婴间建立起的亲密

关系，成为母亲抵御压力、坚定信念的重要支撑力量。

婴儿在喂养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满足感、安抚效果等积极

的情感反馈，能够切实有效地舒缓母亲内心的焦虑情绪

与心理负担，助力母亲从情感层面真切体悟到母乳喂养

所蕴含的成就感与非凡意义，进而显著增强母亲对母乳

喂养的坚定信心。

3��影响皮肤接触效果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不同文化底蕴孕育出各异的母婴互动模式，以及对

母乳喂养的多元认知，这直接致使皮肤接触在不同群体

中的成效千差万别。在部分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母亲

因习俗或家庭教育的熏陶，对皮肤接触秉持保守态度。

她们认为，过度亲密的身体接触会阻碍婴儿独立性的养

成，或是让婴儿过度依赖自己。相反，在另一些文化观

念里，母婴身体接触是强化亲密关系、构建依附纽带的

关键途径，频繁的皮肤接触被视作促进婴儿健康及母乳

喂养的必要手段。文化对产后皮肤接触在接受度与方式

上的差异，直接左右母乳喂养的初期体验与持续时长，

进而影响母婴互动质量与母乳喂养的成功率。

社会经济层面的因素，同样对皮肤接触效果产生深

刻影响，社会对母亲角色的特定期待、沉重的职业压

力，以及社会支持的缺位，常常左右着母亲能否长时

间、高质量地进行皮肤接触。在那些高度重视职业发展

的社会环境中，诸多母亲因工作与生活的双重重压，产

后难以充分开展母婴亲密接触。产妇面临工作假期短、

产后恢复期不足的困境，这极大地挑战了母亲的哺乳意

愿与实施母乳喂养的能力，皮肤接触的频率与质量也因

此大打折扣。社会支持的匮乏，使得母亲在家庭与工作

间难以平衡，严重影响产后皮肤接触的实施效果。

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

后皮肤接触的普及程度与实际效果。国家和地区的健康

政策对母乳喂养的重视程度，直接左右母亲的喂养选

择。在一些国家，医疗机构会提供系统的母乳喂养指导

与产后护理服务，助力母亲理解皮肤接触的生理与心理

效益，积极鼓励母婴早期接触。而在另一些地区，因产

后护理服务缺失、对母乳喂养认识不足，母婴接触时间

缩短，母乳喂养实施效果不佳。医生和护士的支持，以

及医院政策的导向，对母亲的哺乳决策和皮肤接触行为

影响重大。社会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相互交织、共同发

力，决定着母亲产后对皮肤接触方式的选择与实施，进

而深刻影响母乳喂养的成功率与持续性。

4��改进医院政策与支持体系促进母乳喂养

在促进母乳喂养的宏大工程中，医院政策与支持体

系的优化完善，无疑是极具关键意义的重要驱动力。作

为母婴接触以及母乳喂养教育的核心阵地，医院内部

的政策架构和服务体系，宛如精密齿轮，直接啮合并深

度影响着产妇的喂养抉择与实际践行。身处当下医疗生

态，尽管众多医院已然明晰母乳喂养所蕴含的健康利

好，针对母婴亲密接触的制度性保障仍存在短板。医院

可着手优化产后护理流程，给予母婴更为充裕的接触时

间，务必保证母亲与婴儿在出生后的关键时段实现皮肤

接触。大量研究成果显示，产后早期的皮肤接触，宛如

神奇纽带，能高效强化母婴间的情感连接，同时有力促

进母乳的分泌。在此过程中，医院需着重加强与产妇的

沟通交流，给予充分支持，助力母亲在产后能够顺利、

轻松地开展母乳喂养。特别是初产妇，面对陌生的哺乳

技巧与可能遭遇的乳腺问题，专业护理人员及时且精准

的指导，显得尤为关键。

再者，医院有必要为母亲打造系统完备的母乳喂养

培训与咨询服务体系。许多产妇在产后极易陷入喂养困

境，诸如乳腺堵塞、乳头疼痛、婴儿吸吮不当等难题



临床医学前沿·2025� 第7卷� 第3期

149

纷至沓来。此时，医疗机构通过构建健全的哺乳指导体

系，便能为产妇排忧解难。不仅如此，在产妇出院后，

医院还可提供定期的哺乳跟踪服务，确保母亲在专业人

员的悉心帮扶下，攻克母乳喂养进程中遭遇的重重挑

战，持续增强她们坚持母乳喂养的信心与能力。值得一

提的是，医院还应强化对产后抑郁症的早期筛查与及时

干预。帮助产妇调整心理状态，有效减少因心理压力引

发的哺乳阻碍。母婴亲密接触的良好开展，不仅依赖于

物理层面的支持，更离不开心理层面的辅导与关怀，这

对维系母乳喂养的持久性意义非凡。

在政策制定方面，医院可推行“母乳友好医院”认

证等举措，全方位营造完善的支持性环境。借由制定相

关政策，确保全体医疗人员熟练掌握母乳喂养的专业

知识与实操技能，从而为产妇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精

准指导，切实保障母乳喂养平稳有序推进。医疗人员不

仅要精通母乳喂养的基础理论，更要练就一双慧眼，能

够敏锐识别产妇在喂养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类难题，如

乳腺炎、吸吮不当等，并迅速给予行之有效的建议与帮

助。医院还应积极倡导并鼓励父亲及其他家庭成员踊跃

投身到母乳喂养的支持工作中。

5��皮肤接触对母乳喂养的长期影响及优化路径

皮肤接触对母乳喂养的长期影响意义深远，不仅在

初期对乳汁分泌及婴儿吸吮行为产生作用，更在母婴关

系延续与母乳喂养长期维持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研究指

出，产后早期的皮肤接触可推动催乳素与催产素等激素

分泌。催乳素凭借促进乳腺细胞分泌功能，直接提升乳

汁产量；催产素则助力强化母亲对婴儿的情感依附，让

母亲在后续阶段更具动力持续母乳喂养。这种生理与心

理的双重作用，构建起促进母乳喂养的正向循环，保障

了母乳喂养的持续性。

皮肤接触还能提升母亲喂养信心并减少喂养困难，

在长期喂养过程中，母亲常面临乳腺炎、乳头破损等问

题，而母婴间的亲密接触可有效缓解这些不适。随着情

感联系加深，母亲面对喂养困难时更易坚持。皮肤接触

增强了母亲对婴儿需求的敏感度，便于其及时调整喂养

方式，确保母乳喂养顺利进行。婴儿在皮肤接触中获得

安全感与满足感，更易适应母乳喂养，降低因吃奶困难

导致的断奶风险。为充分发挥皮肤接触对母乳喂养的长

期促进作用，需多方面优化。医疗机构应强化对产妇的

早期指导，助力母亲理解皮肤接触的生理与心理效益，

并提供个性化哺乳建议。社会支持体系也需加强，特别

是在产妇情感支持与心理辅导方面。通过构建完善的支

持网络，帮助产妇更好应对母乳喂养挑战，显著提高长

期成功率。

家庭成员尤其是父亲的支持不可或缺，父亲的积极

参与可减轻母亲压力，增强母亲信心，推动母乳喂养持

续进行。从政策层面看，政府及相关机构应推动构建

“母乳友好”社会环境，在医院、职场、社区等多层面

提供支持措施。比如，鼓励并支持母亲产后享有充足休

假时间，提供哺乳室等便利设施，助力母亲平衡家庭与

工作，为母乳喂养长效机制筑牢基础。

结语

产后皮肤接触对母乳喂养意义重大，既促进母乳分

泌与婴儿吸吮反射，又借情感纽带加深母婴关系，强化

母亲哺乳动机。但文化和社会因素对其效果影响显著，

为此需优化医院政策与社会支持体系，以提升母乳喂养

的持续性和成功率。未来，加强产后护理服务、营造母

乳喂养友好环境，经多方协作与持续优化，可为母乳喂

养提供稳定支持，保障婴儿获取充足营养与情感关怀，

助力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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