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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O省区农村2岁以下儿童母乳喂养
持续时间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建敏李能谢胜男 杨森焙郑小璇张静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农村2岁以下儿童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2006年中国十省农村7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资料，选取2岁以下儿童为研究对象，

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生存曲线，用Cox回归模型分析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

影响因素。结果47 843名农村2岁以下儿童母乳喂养中位持续时间是12个月；Cox回归模型分

析显示：儿童的性别、胎产次、地区、民族、辅食添加时间，父母文化程度，母亲职业和家庭经济收入

是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结论 中国农村2岁以下儿童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偏短，儿童

性别、地区、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等对母乳喂养持续时间有一定影响，建议采取针对性措

施，改善母乳喂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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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elev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in rural areas in China．Methods Children under two years old were

selected as subiects from the study on“Physical growth among the under 7-years．old children from

the rural areas of ten provinces in China in 2006”．Kaplan．Meier method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survival curves and COX multivariate stepwise regression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relevant factors on

the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Results Median of the duration for breasffeeding was 1 2 months in

rural areas of 10 provinces in China．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factors as sex，birth order，

areas of residency，nationality，initiation of formula，parents’education levels，maternal services and

famliy income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Conclusion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among rural children under 2～years of age was short in the 10 provinces of China。

Factors as level of education．residential areas and family income of the parents as well as sex of the

chilaren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Intervention program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ireprove the current status on breast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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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与儿童体格和智力发育相

关h2I，且对智力水平的影响可延续到成年时期b一3。

WHO建议母乳喂养时间应达到24个月或更长b1，国

内有关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研究不多。本研究利用

“2006年中国十省农村7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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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了解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

素，为提出改善措施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按照(2006年中国十省农村7岁以

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实施方案及细则》，调查中国东

部(江苏)、中部(吉林、山西、江西和湖南)和西部(新

疆、甘肃、四川、贵州和广西)的10个省(自治区)的

40个县、市。以经济状况作为分层依据，每县／市随

机抽取3个以上的乡镇。选取2004年6月至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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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期间出生的不满2周岁的农村儿童(父母双方

或一方为农业户口，且儿童随农业户口一方生活在

农村)为研究对象。

2．研究内容：采取问卷调查方法，了解儿童一般

情况，出生情况，辅食添加和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完

全断乳时月龄)，父母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情

况等。

3．质量控制：对调查人员统一进行培训，调查过

程采取规范化程序，并由专人负责调查现场的质量

控制。

4．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0软件建数据库，

数据双份录入，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及数据逻辑核

查。SPSS 12．0软件用于统计学分析。用Kaplan—

Meier法估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生存曲线，采用

Cox回归模型对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可能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

结 果

1．一般情况：在调查的47 843名儿童中，男童

24 203名，占50．59％，女童23 640名，占49．41％；第

一胎28 738名，占60．07％，第一产30 716名，占

64．21％；少数民族8818名，占18．43％；西部地区人数

最多，占48．81％，中部地区次之，为41．97％，东部地

区仅占9．22％。儿童父母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分

别占69．22％和55．69％；父母年龄在25。35岁的分

别占69．22％和55．69％；85．07％的家庭年收入在2万

元以下。

2．母乳喂养持续时间：47 843名儿童中，有18 650

名(39．0％)尚未断乳。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农村

儿童母乳喂养中位持续时间为12个月，其中东部、中

部和西部儿童分别为10、12和12个月，见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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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3．单因素分析：运用Kaplan—Meier法对地区、民

族和性别等13个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各因素

对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均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05)(表1)。

4．多因素分析：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地

区、民族和性别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

量进行Cox逐步回归分析，其纳入和剔除标准均为

0．05。

(1)变量赋值：本次研究既有连续性指标，又有

分类性指标。分析时将有序分类指标进行量化，而

无序分类指标则将其设为哑变量。变量赋值情况见

表2。

(2)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经多因素

分析显示，地区、民族、性别等10个因素对母乳喂

养持续时间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3。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10省区农村2岁以下儿童

母乳喂养中位持续时间为12个月，其中东部、中部

和西部母乳喂养中位持续时间分别为10、12和12个

月，高于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城市研究结果№一0|，与

中国西部农村儿童研究结果相近n“，但与WHO建议

的“母乳喂养持续到24个月或以上”和我国倡导的

“母乳喂养持续到2岁”仍有较大差距口·坨，133，应更广

泛开展科学喂养健康教育工作，改善农村地区母乳

喂养持续时间状况，提高儿童生长发育和健康水平。

国外有研究发现№，⋯，母亲工作或过早返回工作

是母乳喂养的危险因素，在成都地区的调查也发现

产假时间延长可以使断乳延后阳1。本次研究发现，

母亲为农民工者，其母乳喂养时间相对要短，可能是

由于她们外出打工，会造成母儿分离，没有条件对孩

子进行较长时间的母乳喂养。建议加强健康教育工

作，鼓励母亲推迟工作，更多地与孩子接触。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收入越高、父母文化程

度越高，儿童母乳喂养持续时间越短，与国内其他研

究结果相似n5|，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相

反[7'14]。可能是中国收入较高的家庭，母亲产后往往

需要更早返回工作岗位，其对商业乳制品的承受能

力更高，容易受电视、广播和广告等外界影响，更多

地采用人工喂养方式，使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减短。

此外，文化程度高的父母往往工作压力更大，容易过

早地放弃母乳喂养。

据研究报道⋯'16]，出生顺序靠前的孩子接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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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注：a,b,c d为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均数依次升高

表2 Cox逐步回归分析变量赋值

变量 赋 值

民族

儿童性别

胎次

产次

孕周

胎数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父亲文化程度

母亲文化程度

家庭年收入(万元)

地区

辅食添加(月)

父亲年龄(岁)

母亲年龄(岁)

断乳情况

1=汉族；O=少数民族

1=男：0=女

1=1：O=>1

1=1：O=>1

l=早产；2=足月；3=过期产

1=单胎：0=双胎

100=农民工；010=农民；001=其他

100=农民工；010=农民；001=其他

1=初中以上；2=初中；3=初中以下

l=初中以上；2=初中；3=初中以下

1=<0．5；2=≥O．5；3=≥1；4=≥2

100=东部；010=中部；001=西部

0=>4：l=44

l=<25；2=≥25；3=≥35

l=<25：2=≥25：3=≥35

1=断乳；0=未断乳

表3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Cox回归分析

因素 卢 s- f值 P值 艘值(95％C／)
民族 O．1788

儿童性别 -0．1336

胎次0．0867

产次0．1532

父亲文化程度-0．1 155

母亲为农民工0．1173

母亲为农民-0．5950

母亲列时龇-0．3844
母亲文化程度一O．1726

家庭收入 O．0735

地区为东部 O．1833

辅食添加0．4439

O．0219 66．6295<0．0001 1．19酎1．145～1．248)

0．0150 79．2419<O．0001 0．875m．850一O．901)

0．0386 5．0448 0．0247 1．09l(1．011～1．1761

0．0407 14．1942 0．0002 1．16酎1．076～1．2621

0．0160 52．1849<0．000l 0．891ro．863～O．919)

0．0422 7．7050 0．0055 1．124(1．035～1．2211

O．0416 204．2476<O．0001 0．552(0．508～0．598)

0．0464 68．6495<0．0001 0．681(0．622～0．746)

0．0166 108．1683<0．000l 0．842∞．815～0．86外

0．0096 58．5716<0．000l 1．07“1．056—1．097)

0．0305 36．0744<O．0001 1．201(1．131～1．275)

0．0157 798．5923<0．O001 1．55鲥1．511～1．607)

乳喂养持续时间较短，与本研究发现的第一胎(产)

的儿童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短相符，这可能与第一胎

(产)的孩子父母相对于多产妇母乳喂养经验不足，

相关知识不够有一定关系。应加强对初产妇的健康

教育，倡导长时间母乳喂养。

国外研究发现，从产科病房就开始添加辅食或

配方食品的婴幼儿，其纯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会缩

短n7|。本研究4月龄内进行辅食添加的儿童，其母

乳喂养的时间短于纯母乳喂养的儿童。可能由于过

早添加辅食使小儿对母乳需要减少，可导致母亲母

乳分泌减少而提前终止母乳喂养。此外，目前商业

乳品或代乳品，其含糖量高，口感较好，导致小儿更

愿意接受，影响母乳喂养。

儿童的性别、民族和地区对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也有一定影响，其中男童母乳喂养持续时间长于

女童，少数民族母乳喂养持续时间长于汉族，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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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母乳喂养持续时间长于中东部，与国内其他

研究结果相似¨01“'圳，可能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聚

集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有关联。在经济较好的情况

下，更易采用商业乳制品，从而使母乳喂养减少。而

男童得到了更长时问的母乳喂养有可能是受农村传

统观念影响的原因，其确切原因尚不十分清晰，有待

进一步研究。

母乳喂养的持续关系着儿童的发育，需要家庭

与社会的共同支持。家庭成员应对母乳喂养持鼓励

态度，为母乳喂养的进行提供方便。卫生部门应对

不了解母乳喂养相关知识的年轻父母进行健康教

育，传授相关知识。社会应为哺乳期母亲提供更多

的支持，如延长产假和设立母婴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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