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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阶段是生长发育的高峰时期，其营养需

求具有特殊性，合理、充足的营养供给可为智力、体

格发育奠定良好的基础[1]。若家长保健、营养、育儿

等知识缺乏，会影响6mo后婴幼儿辅食添加，严重

者可导致营养状况较差，不利于婴幼儿健康成长发

育[2，3]。相关研究发现，在多数家庭中，母亲是担任

婴幼儿喂养的主要角色，而母亲的喂养知识、态度

及行为均影响婴幼儿辅食添加及合理喂养状况，也

是其营养状况的决定因素[4，5]。因此，为改善婴幼儿

健康状况，帮助母亲采取科学的喂养方式，实施有

效的干预措施尤为重要。鉴于此，本研究探讨XX

社区母亲婴幼儿喂养知识-态度-行为（KAP）现况

调查及干预策略。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8-04~2019-05南阳路社区婴幼儿母亲

180 例，其中母亲年龄 25~38 岁，平均 30.12±3.24

岁；文化水平：初中及以下21例，高中或中专93例，

大专及以上 66 例；家庭月收入：2000~5000 元 84

例，＞5000元96例；分娩方式：剖宫产113例，顺产

67例；职业：专业技术人员30例，工人94例，个体56

例。男童108例，女童72例；婴幼儿年龄6~36mo，平

均18.35±3.26mo。

1.2 入选标准

（1）纳入标准：①无严重精神系统疾病；②有正

常认知、书写能力；③能够配合调查；④均知晓本研

究并自愿接受；（2）排除标准：①问卷填写不合格

者；②婴幼儿存在慢性消化道疾病、血液系统疾病、

器官功能异常者；③低体重儿、早产儿。

1.3 方法

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对调查对象的年

龄、文化水平、家庭月收入、分娩方式、职业等进行

调查。采用自制KAP调查问卷，该表克伦巴赫α系

数0.891，半分信度0.842，内容包括喂养知识（10条

目）、喂养态度（4条目）、喂养行为（6条目），共20条

目，每条目5分，满分100分，≥60分为良好。统一由

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婴幼儿母亲一对一进行询问

调查。共发放180分调查问卷，有效回收180份，有

摘 要：目的：探讨南阳路社区母亲婴幼儿喂养知识-态度-行为（KAP）现况调查及干预策略。方法：选择

2018-04~2019-05南阳路社区婴幼儿母亲180例，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及自制KAP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分析，

对KAP问卷得分＜60分的婴幼儿母亲实施营养教育。统计KAP调查问卷得分情况，并比较KAP问卷得分＜60分的

婴幼儿母亲干预前、干预3mo及6mo的KAP问卷得分。结果：180例婴幼儿母亲中，KAP问卷得分良好45.56%，知晓

率位列前3的分别为，98.89%愿意了解婴幼儿健康知识，92.78%对不利于婴幼儿健康的食物会坚决放弃，83.89%认为

婴幼儿生长发育及健康与饮食有关；98例KAP问卷得分＜60分的婴幼儿母亲，干预前KAP问卷平均得分55.24±

3.67分，干预3mo得分70.95±5.26分，6mo得分78.90±5.76分，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与干预前对

比，干预3mo及6mo的KAP问卷得分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南阳路社区母亲婴幼儿喂养知识、

态度及行为均存在不良现象，需加强营养教育，促进科学喂养。

关键词：母亲；婴幼儿喂养；知识-态度-行为；干预策略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9388（2020）02-0184-03

·· 184



疾病监测与控制 2020年 6月 第 14卷 第 3期

效回收率为100%。同时对KAP问卷得分＜60分的

婴幼儿母亲通过健康课堂、健康手册等方式实施营

养教育。

1.4 观察指标

（1）统计KAP调查问卷得分情况；（2）比较KAP

问卷得分＜60分的婴幼儿母亲干预前、干预3mo及

6mo的KAP问卷得分。

1.5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采用SPSS23.0，采用x±s表示计量

资料，组间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用配对样本t检
验，三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KAP调查问卷得分情况

180例婴幼儿母亲中，KAP问卷得分良好82例

（45.56%），知晓率位列前3的分别为，愿意了解婴幼

儿健康知识占98.89%，对不利于婴幼儿健康的食物

会坚决放弃占92.78%，认为婴幼儿生长发育及健康

与饮食有关占83.89%（见表1）。

2.2 干预前后婴幼儿母亲KAP问卷得分

98例KAP问卷得分＜60分的婴幼儿母亲，干预

前KAP问卷平均得分55.24±3.67分，干预3mo得分

70.95±5.26分，6mo得分78.90±5.76分，组间对比

表1 KAP调查问卷得分情况

喂养条目

愿意了解婴幼儿健康知识

对不利于婴幼儿健康的食物会坚决放弃

认为婴幼儿生长发育及健康与饮食有关

婴幼儿服用过营养素补充剂

购买食品时会注意食品标签

了解蔬菜水果能否互替

会采取多途径改正婴幼儿不良饮食习惯

会经常变换食物种类

了解婴幼儿缺铁的危害

会通过改变烹调等多种方法引导婴幼儿摄入食物

知晓人数

178

167

151

150

150

139

130

126

121

120

知晓率（%）

98.89

92.78

83.89

83.33

83.33

77.22

72.22

70.00

67.22

66.6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73.516，P=0.000）；且与干预

前对比，干预3mo及6mo的KAP问卷得分均较高，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t=24.248、34.294，P=0.000、
0.000）。

3 讨论

婴幼儿的生长发育与环境、遗传有关，且主要

为疾病、营养等环境因素，在营养供给充足时，婴幼

儿可在遗传因素影响下正常发育，而营养供给过剩

或不足，则会造成超重肥胖、消瘦、发育缓慢等问

题[6，7]。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营养

知识缺乏已成为影响婴幼儿营养状况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在喂养过程担任主要角色的婴幼儿母亲，其

营养知识、健康观点及喂养行为均对婴幼儿成长发

育产生影响[8，9]。

本研究结果显示，180例婴幼儿母亲中，KAP问

卷得分良好45.56%，知晓率位列前3的分别为愿意

了解婴幼儿健康知识、对不利于婴幼儿健康的食物

会坚决放弃、认为婴幼儿生长发育及健康与饮食有

关；98例KAP问卷得分＜60分的婴幼儿母亲，干预

3mo及6mo的KAP问卷得分均较高干预前，提示南

阳路社区母亲婴幼儿喂养知识、态度及行为均存在

不良现象。母亲是提供家庭膳食、婴幼儿食物的重

要人员，其喂养知识是树立正确的喂养态度基础，

并进一步影响喂养行为[10]。南阳路社区外来务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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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居多，多数家庭在文化水平的影响下，获取有用

知识的途径较少，且理解及接受知识较慢，易错误

判断食物营养素的来源，且不了解辅食的营养成

分、种类和添加时机，同时营养观念陈旧，科学喂养

观念不足，对新的营养知识接受度不高，对营养知

识度较低，进而影响婴幼儿营养状态[11，12]。因此，为

了提高婴幼儿营养健康水平，可通过健康课堂、健

康手册等方式实施营养教育，以促进科学喂养。

营养教育是指为了达到营养状况改善的目的，

而实施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以转变饮食行

为，其目的在于加强营养知识，树立保健意识，调整

饮食结构，以改变不良生活方式，保证科学营养，降

低慢性疾病及营养不良等风险，进而提高整体生活

质量及健康状况[13]。本研究通过营养教育对婴幼儿

母亲的喂养知识、态度及行为进行干预，以期加强

科学喂养，改善婴幼儿健康与营养。一方面通过开

展健康课堂，邀请营养学专家到社区进行讲课，以

视频、资料、现场指导等方式，普及正确的婴幼儿喂

养知识，指导科学喂养方式，以提高营养认识水平，

帮助母亲转变错误的观点及行为，改变消极的喂养

态度，进而正确认识健康与生活行为的关系，同时

利于增强保健意识，调动积极性与主动性，促使其

改变生活方式，对婴幼儿采取科学的喂养[14]。另一

方面，通过发放健康宣传手册、书籍、电视广播、微

信公众号等形式，为婴幼儿母亲提供多途径了解喂

养知识，有助于提高营养知识储备，指导其合理搭

配饮食，定期更换婴幼儿食谱，以全面了解婴幼儿

健康知识，并采用科学的喂养方式[15]。此外，为了更

好的评估婴幼儿营养状况，需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以适时调整婴幼儿饮食结构，科学合理补充营养，

促进智力及体格发育。

综上所述，南阳路社区母亲婴幼儿喂养知识、

态度及行为均存在不良现象，需加强营养教育，促

进科学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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