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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成都地区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

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成都地区城乡 1178 名 6 ～ 24 月龄婴幼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

卷调查收集婴 幼 儿 及 家 庭 基 本 情 况 和 母 乳 喂 养 相 关 信 息，运 用 Kaplan-Meier 法 和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对象母乳喂养

持续时间( P50 ) 分别为城市 6. 0 个月( P25 ～ P75 : 3 ～ 8. 5 个月) 和农村 8. 0 个月( P25 ～
P75 : 5 ～ 11 个月) ，城乡差异有显著性( P ＜ 0. 05) ; 婴幼儿饮食月消费与母乳喂养持续

时间呈负相关( 城乡 RR 值分别为 0. 163 和 0. 312) ，母亲产假与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呈

正相关( 城乡 RR 值分别为 1. 508 和 2. 191) 。结论 成都地区母乳喂养时间普遍不

足，需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给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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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都市妇幼保健院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and its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engdu

HUANG Lujiao，ZENG Guo，LI Ming，RAN Longrong，CHEN Ke，PANG Xuehong，YU Li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West Chin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and relev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engdu，China． Methods 1178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ged 6 － 24 months we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Breastfeeding information for subjects was obtained by interviewing mothers with
a questionnair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termination of breastfeeding． Results The median
of the duration for breastfeeding was 6. 0 months in the urban group and 8. 0 months in the
rural group ( P ＜ 0. 05 ) ．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cost of food consumed by bab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reastfeeding duration，but the maternity leav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reastfeeding duration． Conclusion Breastfeeding duration for children in
Chengdu was insufficient． Intervention program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improve
breastfeeding status．

Key words: infants and children，breastfeeding duration，influencing factor



第 5 期 黄璐娇，等 . 成都地区城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761

婴幼儿喂养与其生长发育和健康密切相关，

并且对其成年期健康和疾病产生深远影响。大量

研究表明，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物，含有婴

幼儿生长发 育 必 需 的 各 种 营 养 成 分［1］。母 乳 喂

养已成为全球公认和倡导的理想喂养方式。虽然

近年来 WHO 以及各国政府都大力宣传和积极推

进母乳喂养工作，但母乳喂养效果仍不理想。母

乳喂养持续时间是评价母乳喂养成功与否的重要

环节。关于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研究，国外在该

领域应用生存分析较为普遍，国内甚少。本研究

采用生存分析的方法重点对成都地区城乡婴幼儿

母乳喂养时间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为

有效开展母乳喂养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原则，在成都 地 区 按

城市和农村分层，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 2011
年 3 ～ 4 月分别抽取城区妇幼保健机构儿保门诊

和郊区 4 个乡卫生院作为城市和农村调查点，按

月龄分层选 取 1178 名 6 ～ 24 月 龄 婴 幼 儿 ( 城 市

559 名，农村 619 名) 及其母亲或喂养人作为调查

对象。
纳入标准: ①6 ～ 24 月龄健康婴幼儿; ②本地

常住人口。排除标准: ①早产、低出生体重; ②先

天性疾病: 如先天性心脏病; ③遗传代谢性疾病:

如 21-三体综合征、甲低; ④消化系统畸形: 如 胃-
食管返流、胃翻转、环状胰腺、巨结肠。

1. 2 研究方法与内容

采用自行设计的婴幼儿母乳喂养调 查 问 卷，

对婴幼儿母亲或喂养人进行访谈式调查。收集婴

幼儿及家 庭 一 般 情 况 ( 婴 幼 儿 出 生 日 期、出 生 身

长及体重、分娩方式、孕次、产次、父母文化程度、
年龄、职业、母 亲 产 假 等) ，母 乳 喂 养 ( 开 奶 时 间、
哺乳次数、哺乳时间、纯母乳喂养时间、断乳时间、
断乳原因) 等信息。
1. 3 质量控制

调查前问卷经专家评阅、反复预试和 修 改 后

定稿。调查中统一培训调查员; 调查资料及时复

查、查缺补漏。调查后问卷统一编码; 使用统一的

数据库进行双录入后逻辑检错，随机抽查 10% 的

问卷进行复核。
1. 4 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

使用 EpiData 3. 1 建 立 数 据 库，Excel 进 行 数

据整理，SPSS 19. 0 进行数据分析。经 LogRank 检

验比较城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差异; 以母乳喂

养持续时间作为因变量，社会经济因素及生物医

学因素等作 为 自 变 量，运 用 Kaplan-Meier 法 进 行

单因素分析，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检验水准 α = 0. 05。

2 结果

2. 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本研究共调查 1178 名婴幼儿及其母亲。城乡

婴幼儿月龄、性别分布见表 1。其中已断乳婴幼儿

914 名( 77. 6% ) ，未断乳婴幼儿 264 名( 22. 4% ) 。
表 1 城乡婴幼儿月龄性别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age and gender

月龄
城市

男( % ) 女( % )

农村

男( % ) 女( % )
合计( % )

6 ～ 8 128 ( 38. 8 ) 70 ( 30. 6 ) 74 ( 24. 5 ) 64 ( 20. 2 ) 336 ( 28. 5 )

9 ～ 11 103 ( 31. 2 ) 67 ( 29. 3 ) 69 ( 22. 8 ) 67 ( 21. 1 ) 306 ( 26. 0 )

12 ～ 24 99 ( 30. 0 ) 92 ( 40. 2 ) 159 ( 52. 6 ) 186 ( 58. 7 ) 536 ( 45. 5 )

合计 330 ( 100. 0 ) 229 ( 100. 00 ) 302 ( 100. 0 ) 317 ( 100. 0 ) 1178 ( 100. 0 )

2. 2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由表 2 可 见，城 乡 平 均 母 乳 喂 养 持 续 时 间

( P50 ) 分别为 6. 0 个月( P25 ～ P75 : 3 ～ 8. 5 个 月) 和

8. 0 个月( P25 ～ P75 : 5 ～ 11 个月) 。经 LogRank 检验

结果显示，农村母乳喂养持续时间高于城市( P ＜
0. 05) ，城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生存曲线见图 1。

表 2 城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分布 ( 1 )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the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地区 n
95% CI ( 1 )

P25 P50 P75

城市 559 3. 000 ( 2. 671，3. 329 ) 6. 000 ( 5. 682，6. 318 ) 8. 500 ( 7. 863，9. 137 )

农村 619 5. 000 ( 4. 508，5. 492 ) 8. 000 ( 7. 634，8. 366 ) 11. 000 ( 10. 602，11. 398 )

合计 1178 4. 000 ( 3. 733，4. 266 ) 7. 000 ( 6. 773，7. 227 ) 10. 000 ( 9. 543，10. 457 )

注: ( 1 ) 城乡两组比较，LogRank 检验，χ2 = 51. 897，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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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生存曲线

Figure 1 The curve of time insisted on

breastfeeding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2. 3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影响因素分析

2. 3. 1 单因素分析 将分 娩 方 式、孕 次、产 次 等

12 个因素 分 别 纳 入 Kaplan-Meier 法 进 行 单 因 素

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影响因

素包括: 全家平均月收入、母亲产假及婴幼儿饮食

月消费; 农村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包括:

产次、母亲文化程度、母亲职业、母亲产假及婴幼

儿饮食月消费。
2. 3. 2 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 有 统 计 学 意

义的因素纳入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逐步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母乳喂养持续时

间的影响 因 素 均 为 婴 幼 儿 饮 食 月 消 费 和 母 亲 产

假。婴幼儿饮食月消费与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呈负

相关，城市和农 村 饮 食 平 均 月 消 费 ＜ 600 元 组 的

断奶危险性( RR ) 分别 是 饮 食 平 均 月 消 费≥1200

元组的 0. 163 倍和 0. 312 倍; 母亲产假 与 母 乳 喂

养持续时间 呈 正 相 关，城 市 和 农 村 母 亲 产 假 ＜ 6

个月组的断奶危险性分别是未工作组的 1. 508 和

2. 191 倍( 见表 3 ) 。

表 3 城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Cox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影响因素
β

城市 农村

SE

城市 农村

RR 值( 95% CI)

城市 农村

婴幼儿饮食

月消费 ( 1 )

＜ 600 元 － 1. 815 － 1. 166 0. 258 0. 134 0. 163 ( 0. 098，0. 270 ) 0. 312 ( 0. 240，0. 405 )

600 ～ 元 － 0. 397 － 0. 422 0. 103 0. 113 0. 672 ( 0. 549，0. 823 ) 0. 656 ( 0. 526，0. 819 )

≥1200 元 ( 3 ) 1. 000 1. 000

母亲产假 ( 2 ) ＜ 6 个月 0. 411 0. 784 0. 118 0. 127 1. 508 ( 1. 198，1. 899 ) 2. 191 ( 1. 709，2. 810 )

≥6 个月 0. 154 0. 286 0. 129 0. 105 1. 167 ( 0. 905，1. 504 ) 1. 330 ( 1. 082，1. 636 )

至今未工作 ( 3 ) 1. 000 1. 000

注: ( 1 ) 婴幼儿饮食月消费: 指所有在外购买的婴儿食物( 包括奶粉) 所花费的月平均估计值; ( 2 ) 母亲 产 假: 指 母 亲

产后经过多长休息时间开始工作; ( 3 ) 此项表示 Cox 回归分析中作为参考的指标。

3 讨论

3. 1 生 存 分 析 在 母 乳 喂 养 持 续 时 间 研 究 中 的

应用

近年来国外在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研究领域

较多采用生存分析，而国内研究较少。该方法具

有将事件的结局和发生这种结局所经历的时间进

行综合分析的优点。生存分析主要包括估计 ( 生

存率及时间) 、比较( 两组或多组生存曲线) 、影响

因素 分 析 及 预 测。Kaplan-Meier 法 由 Kaplan 和

Meier 于 1958 年提出［2］，直接用概 率 乘 法 定 理 估

计生存率及 生 存 曲 线，是 一 种 非 参 数 法。Cox 比

例风险模型由英国统计学家 COX［3］于 1972 年提

出，主要用于影响因素分析及预测，也可用于队列

研究的病因探索。其优点是利用截尾数据; 不考

虑生存 时 间 分 布; 采 用 多 因 素 分 析 方 法; 具 有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所有优点; 同时考虑生存结局

和生 存 时 间 的 长 短; 且 不 考 虑 基 准 风 险 的 分 布。

本研究以婴幼儿母乳喂养为观察事件，是否断乳

为观察终点的结局，产生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和结

局变量。调查当日仍在继续母乳喂养被认为是截

尾事件，对于这部分的母亲在调查截止后是否会

继续母乳喂养以及何时停止母乳喂养无从知晓。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符合生存资料的特点，采用生

存分析既可避免舍去截尾数据，又将母乳喂养持

续时间长短及是否断乳综合分析，因而是较为理

想的分析方法。
本研究运用 Kaplan-Meier 法估计成都地区城乡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并进行单因素分析; 经 LogRank
检验比较城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生存曲线，可直

观看出农村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生存曲线位置较

高，即农村持续时间明显高于城市; 采用 Cox 比例风

险模型在单因素的基础上分析多个因素对母乳喂养

持续时间的影响，且允许有截尾数据存在，发挥了生

存分析的优势，是其在此领域的重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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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成都地区城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现状

母乳喂养作为一种健康经济并且有益于婴幼

儿良好生长发育的喂养方式，正在被全世界倡导

和推广。母乳喂养持续时间是反映母乳喂养是否

成功的关键因素，其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

种喂养方式对婴幼儿生长和发育以及疾病预防带

来良好影响的程度。婴儿 6 月龄以后，母乳仍是

其主要食物和营养来源，可满足此时期婴儿的大

部分营养需求［4］。WHO 建议，在生命的最初 6 个

月应对婴儿进行纯母乳喂养以实现最佳生长、发

育和健康，之后，为满足其不断发展的营养需要，

婴儿应获得营养充足和安全的补充食品，同时继

续母乳喂养至 2 岁或 2 岁以上［5］。长期持续的母

乳喂养，可为婴幼儿建立起一道天然的免疫屏障，

能够有效地预防诸多疾病的侵袭; 坚持母乳喂养

更有助于巩固母子亲密关系、建立婴幼儿的安全

感; 同时母乳喂养安全方便，不易发生过敏反应，

过敏体质的婴儿更应当母乳喂养至 1 岁以上。
2002 年中国 居 民 营 养 与 健 康 状 况 调 查 结 果

显示，我国 3 岁以下婴幼儿平均断奶时间为 10. 1
个月，其中城市 8. 6 个月，农村 10. 8 个月［6］; 本次

调查显示，成都地区城市和农村平均母乳喂养持

续时间( P50 ) 分别为 6. 0 和 8. 0 个月，比全国调查

的时间分别缩短了 2. 6 和 2. 8 个月，更低于 05 年

中国西部 10 省( 区) 农村 3 岁以下儿童母乳喂养

持续时间西南地区的平均水平( 14 个月) ［7］; 城乡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 P25 ～ P75 范围分别为 3 ～ 8. 5
个月和 5 ～ 11 个月，提示多数人的母乳喂养时间

不足。成都地区持续时间与 WHO 推荐标准及以

往研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不足的母乳喂养时间

将直接影响婴幼儿的正常生长发育和健康，缩短

的现状让人堪忧，亟需采取干预措施予以改善。
3. 3 成 都 地 区 城 乡 母 乳 喂 养 持 续 时 间 的 影 响

因素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 响，如

社会人口 学、生 物 医 学、文 化 心 理 因 素 等［8］。本

研究运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同时将多个变量纳入

模型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混杂因素的

影响，结果显示: 成都地区城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的影响因 素 均 主 要 为 婴 幼 儿 饮 食 月 消 费 和 母 亲

产假。
本研究发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婴幼儿饮

食消费水平是影响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主要因素

之一，且二者之间呈负相关。提示用于购买婴幼

儿食品的消费额越高其断乳危险性越大，母乳喂

养持续时间越短。有研究显示，近年来随着我国

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家庭经济收入较以前均有增

加，然而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反而下降，其主要原因

可能是对母乳喂养益处认识不足，认为多花钱就

能买来营 养，或 片 面 认 为 奶 粉 营 养 好［9］，或 过 早

添加辅食。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各种代

乳品广告对人们营养观念的影响，助长了人工喂

养的趋势，母乳喂养意识逐渐淡薄。大量使用婴

儿配方奶粉及过早添加辅食，会给婴幼儿的生长

发育带来一定的危害。有研究表明，经常性母乳

喂养可保持母乳的持续时间。但使用配方粉可能

导致母乳产出量减少，会对重新选择母乳喂养方

式带来困 难［10］。因 此 需 要 加 强 有 效 地 营 养 宣 教

增强母乳喂养观念，创建良好的支持环境，以确保

母乳喂养的成功实现。
母亲产假是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另一个影响

因素。本研究发现，产假与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之

间呈正相关。城乡产假小于 6 个月的母亲，其断

奶危险性( RR) 分别是至今都未开始工作的母亲

的 1. 508 和 2. 191 倍。提示母亲产后有足够的时

间与孩子在一起是保证母乳喂养持续性的重要因

素。有研究显示，现代社会对于职业女性来说，产

后工作对继续母乳喂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社会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许多母亲未满产假又

重返工作岗位，不得不把婴儿寄托给他人，给予婴

儿人工喂养而放弃母乳喂养［11］。另外，我国农村

妇女承担 着 传 统 的 料 理 家 务 和 干 农 活 的 双 重 责

任，而且在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年轻的

母亲作为劳动力外出打工，这些无疑都会缩短母

乳喂养的持续时间［7］。
WHO 建议在工作上创造有利条件，比如提供

带薪产假、兼职工作、就地育婴堂、用以进行挤奶

和存放母 乳 的 设 施 以 及 哺 乳 时 间［10］。母 亲 需 要

在工作地点或公共场所附近处有一个安全、清洁

并且私密的地方继续进行母乳喂养。家庭及社会

和广大医务人员应大力支持母亲进行母乳喂养，

同时为延长母乳喂养时间，应积极开展有效的干

预措施以保障持续母乳喂养的成功实现。

4 小结

通过调查分析表明，成都地区城乡母 乳 喂 养

持续时间普遍不足，家庭婴幼儿饮食消费水平和

母亲产假是影响城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关键因

素，应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提高母乳喂养意识和延

长母亲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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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居民膳食模式与高血压关系

徐斐 洪忻 李解权 王志勇 梁亚琼 杨华凤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 210003

摘要: 目的 探索不同膳食模式与高血压的关系。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

整群抽样方法，2007 年 6 ～ 9 月对南京市 2 个城区 7 个社区里年满 30 周岁的常住居

民进行基线调查，共调查 3 376 例。采用专门设计的食物频数量表( FFQ) ，应用因子

分析方法建立膳食模式，分析不同膳食模式与高血压间的关系。结果 南京市 30 岁

以上人群高血压总患病率为 19. 5% ，其中男性为 20. 7% ，女性为 18. 7%。因子分析

得到 5 种膳食模式，其中传统健康模式、甜食模式和饮酒饮料模式 3 种模式与高血压

患病率差异有显著性。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传统健康模式因子得分与高血压

呈负关联( OR = 0. 778，95% CI 0. 626 ～ 0. 966 ) ，而甜食模式因子得分与高血压呈正

关联( OR = 1. 316，95% CI 1. 064 ～ 1. 627 ) 。结论 膳食模式与高血压密切相关，应

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对预防高血压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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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为

主的慢性病呈持续上升趋势，已成为我国城乡居

民死亡 的 主 要 原 因［1］。研 究 表 明，膳 食 不 合 理、
缺乏身体活动、使用烟草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是导

致多数慢性病的主要行为危险因素［2］。近年来，

膳食模式研究已经逐渐成为探讨膳食与慢性疾病

之间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膳食模式是对膳

食状况进行整体分析，同时考虑各种食物和营养

素之间相互作用，因此要比传统的营养学研究单

一营养素或食物对慢性疾病发生的预测作用更有

效果［3］。流行病 学 研 究 表 明 健 康 的 膳 食 模 式 与

预防慢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及肥胖等有

关［4-6］。近年来，我 国 膳 食 模 式 呈 逐 步“西 方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