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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注重选用自然、无污染及无滥用添加剂的绿色食品；吃鸡蛋要买“土鸡蛋”、“
柴鸡蛋”，饮奶要选“强化乳”、“功能乳”等。
人们强调天然食品以维护健康当然是对膳食营养在认知及行为上的进步，这无疑是对自身健康的正确
认定。
同时，尽管大家知道母乳就是婴儿纯天然的最好的食物，甚至知道它也是哺乳类动物赖以生存、繁衍
和进化的基础，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有的妈妈却宁愿选用母乳替代品如牛乳、配方奶粉，而不用自己
的乳汁来喂养婴儿。
这种认知和实践相背离的现象应如何认识和解读呢？
它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国现时母乳喂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据1994～2004年近十年来我国八地区队列研究的综合资料表明，4个月龄婴儿母乳喂养率平均为50.1％
，至今一直徘徊在不高的水平（见本书表47）。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就在全国大力倡导并推行母乳喂养，于1992年发布《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
展规划纲要》，要求在2000年以省为单位的母乳喂养率达到80％；2001年，国务院再次发布《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要求“婴儿母乳喂养率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达到85％，
并适时、合理添加辅食”。
2007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不仅强调母乳喂养，而且进一步倡导纯母乳喂养应延展
到6个月龄，并继续母乳喂养到18个月或更久。
然而母乳喂养率的提高至今未有多大起色。
我们注意到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产妇因相关的社会环境及心理等因素导致本身的信心不足，而产妇的
疑虑及具体困难也不应被忽视。
年轻母亲在喂养自己婴儿的选择上，对是否母乳喂养犹豫不定、难下决心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也
有生理、心理的因素，尤其是在遇到早期乳汁不多、乳流不畅、乳房疼痛、皲裂和发炎时，常常带来
心理情绪方面的负面影响，并向家庭成员及周围的人扩散，逐渐接受难以克服困难的“现实”，致使
母乳喂养受挫或失败。
如果产妇认识到母乳喂养对婴儿成长的多重好处，它不仅关系儿童智能、情商的发展更有益于儿童终
生健康，而且对产妇自身身心健康也是重要的因素。
那么，在家人及保健人员的支持鼓励下，下决心自己喂奶，就会克服相关困难得以成功完成母乳喂养
，增进母婴健康。
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较为成熟的经验，传授这些经验及推广符合我国国情的提高喂奶技能的方法，借
以深入推动母乳喂养，提高母乳喂养率就是编写本书的初衷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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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母乳从何而来，产妇乳母需要得到哪些社会支持？
哪些食物对增加母乳有作用，它们又有什么营养价值及生理功能？
哪些对婴儿智能发展有重要作用？
以及在实施母乳喂养过程中如何维护充足的母乳分泌量和一旦出现母婴疾患和其他情况应如何处理？
上班工作的乳母如何应对母乳喂养、保存挤出的乳汁？
这些都是本书详细讲述的内容。
当婴儿逐渐长大，在母乳喂养的基础上，如何在家庭中自制婴儿食品，适时合理添加婴儿辅食？
在逐渐停止母乳喂养的换乳过程中，如何以牛乳换用母乳，并建立幼儿膳食模式为儿童平衡膳食打好
基础？
对因膳食营养失衡发生的常见儿童营养性疾患有哪些家庭适宜的防治措施？
此外，对母乳喂养儿及不确定喂养方式的儿童，如何评定他们的营养健康状况及心理发展水平？
本书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母乳喂养儿的最新评定标准，引用我国9个城市儿童体格发育最新参考标
准，以及讲解与运用二维评定方法评定儿童的营养健康等，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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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关键期0～3岁的婴幼儿正是大脑在重量、构型尤其是功能方面快速增长及发育的
时期；儿童在感觉、运动以及与此有关的技能掌握和进展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反映大脑
综合功能的心理发展已有相应、可测查的快速发展，所需的营养物质也更多，提供相应条件自然至关
重要。
6.营养是基础儿童形体成倍地快速增长，组建自身的免疫反应能力，大脑一中枢神经系统的有形增长
以及促进智力发展都需要获取大量的能量及各种营养素。
同时婴幼儿对营养有较高的需求与其消化系统容量小及消化能力较低所形成的可承受能力不足存在着
矛盾，构成0～3岁婴幼儿时期的生理特点。
二、大脑一中枢神经发育的关键期1.大脑中枢神经发育的关键期婴幼儿大脑的增长与发育始终是主动
而动态性增长的。
早在人胚3周时即已分化出大脑神经元（脑细胞，亦即将来的功能细胞）并较机体其他组织的细胞增
殖得快。
在此期间脑的大体解剖结构或称为“硬架”也同时发展。
大脑神经元自胎儿4～6个月起直至生后半岁一直非常旺盛地增殖着。
这段时期大脑发育的质量决定着大脑将来的结构和功能。
随后直至6～7岁一直维持着较快的增长趋势。
其增长态势可见图1。
婴儿出生时大脑皮质表面沟回结构不明显，但随着与人和环境交往（即育儿刺激）的增多，新生儿大
脑的沟回逐渐显现、加深并伴随表面积的增大，从而扩大思维、运动等功能区。
然而这些功能区并不是自行发展的。
在出生时大脑已有1000亿左右的细胞（神经元），这些分散的细胞必须通过与环境反复交往（接受刺
激）后才能转化形成有组织的，可以认知、记忆及进行思考的功能细胞团，较多细胞团功能整合进而
形成特定的功能区。
出生后的头两年正是大脑灰质层活跃增长及功能区从形成趋向较为完善的重要时期。
适龄多元性教育和合理营养是这一关键期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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