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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为婴幼儿喂养咨询卡对应的咨询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是婴幼儿喂

养咨询培训资料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内容汇总培训课程中学员需要掌握的最核

心信息，也是咨询员在为父母和养育人提供婴幼儿喂养咨询时经常涉及到的讨

论要点。基层工作人员在实际咨询工作中可根据儿童及家庭的具体情况挑选咨

询卡对应的2～3条优先的讨论内容进行讲解和指导。

咨询卡和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都需要在培训第一天全部发给学员。

本资料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

共同组织编写，由人民卫生出版社进行公益出版。其中的文字和图片均受版权

保护。 

本资料可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网站（www.chinawch.org.

cn）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中国官方网站（www.unicef.cn）上进行免费下载，用于

非商业性活动。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使用说明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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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倾听和了解的技巧

 · 建立信心和给予支持的技巧

 · 婴幼儿喂养咨询的3个步骤

 · 咨询卡的使用方法

提醒咨询员运用咨询技巧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封面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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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和哺乳期女性需要良好的营养

基本要点

 · 日常饮食：孕妇和哺乳妈妈每天应适量多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

 · 叶酸补充：女性从备孕期开始服用叶酸补充剂，或确定怀孕就立刻开始补充叶酸。叶酸补充

应持续整个孕早期，直到孕3个月结束。

 · 增加碘摄入：食用碘盐，吃海带和海产品。

 · 补铁食物：适当多吃瘦肉、肝、动物血和新鲜蔬菜与水果。

 · 孕期保健：产前检查非常重要，女性在孕期需接受8～10次产检。

 ờ 下奶”食物有心理暗示，但没有特别的必要，既不会直接增加泌乳，也不会改善乳汁的

营养成分或质量

 ờ 哺乳妈妈的食物忌口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

纯母乳喂养推迟母亲排卵，帮助延长生育间隔。

 · 解惑：母亲饮食对泌乳量的影响很小

进一步解释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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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尽早开始母乳喂养至关重要

 · 初乳外观浓稠，通常呈淡黄色。

 · 初乳富含抗体，可以保护新生婴儿避免生病，提供出生之后首次免疫。

 · 初乳富含维生素A，促进新生婴儿胃肠道黏膜上皮生长，也让初乳带有黄/橘色。

 · 几滴初乳足以完美地填满新生婴儿的胃：

 ờ 初乳的量与新生婴儿胃的大小匹配，相当于一粒小樱桃或小葡萄；

 ờ 几滴初乳足以完美地填满新生儿的胃；

 ờ 初乳不会从乳房“哗——哗——”地流出，如果新生婴儿喂了水或其他食物，胃被占

据，就吃不进初乳

初乳，是产后最初几天里分泌的母乳

 · 产后即刻开始母婴皮肤接触，让新生婴儿吃到初乳，有助于母乳喂养成功。

 · 产后尽早开始母乳喂养，刺激母乳分泌、确保乳汁充足，还能预防乳涨。

 · 有助于母亲减少产后子宫出血。

 · 有助于新生婴儿排出胎便，即胎儿在母体内的时候形成的粪便。

早开奶，婴儿出生后吃到初乳对母婴都有重要意义

 · 不要给新生婴儿喂母乳之外的液体或食物，如葡萄糖水、红糖水、白糖水、白开水、茶水、

婴儿配方奶等

 · 婴儿出生之后通过频繁母乳喂养学会含接乳房：

 ờ 婴儿需要频繁吸吮母亲的乳房，不应限定次数； 

 ờ 母乳喂养可以刺激婴儿的感知觉发育，包括触觉、味觉、视觉、嗅觉、听觉等；

 ờ 母乳喂养可以安抚婴儿并促进婴儿大脑发育，刺激婴儿眼睛、下巴和语言功能发育。

 · 母婴皮肤接触能够给新生儿保暖。

 · 母婴应同室或同床。新生儿需要和母亲呆在一起，得到母亲随时和密切的照顾。

进一步解释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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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婴儿的进食信号）母乳喂养，白天和夜晚多次哺乳

 · 频繁母乳喂养有助于母亲泌乳，新生儿通常需要频繁母乳喂养，每天8～12次或更多。

 · 建立良好的母乳喂养关系之后，需要每昼夜母乳喂养8次或更多，让乳房持续泌乳、产生足量

乳汁。

 · 如果婴儿含接良好、哺乳后表现出满足感、并且体重持续增加，就不必纠结哺乳次数。

 · 增加泌乳量依赖及时移出乳房内的乳汁，需要婴儿多吸吮，而且做到含接良好。

 · 母乳易于消化、消化速度快，完美匹配合新生儿胃容量小的特点。

频繁哺乳

 · 按照婴儿发出的进食信号，按需母乳喂养。

 · 母乳喂养的良好时机是当婴儿出现进食愿望的初期表现，比如：

 ờ 轻度烦躁；

 ờ 张开嘴，左右转头； 

 ờ 吐舌头； 

 ờ 吮吸手指或拳头。

 · 婴儿因饥饿而哭闹的时候，往往难以顺利吸吮母亲乳房进行喂养。此时，哭闹是婴儿过度饥

饿的表现，愿意吸吮的时机已错过，需要先安抚婴儿，再尝试含接乳房、吸吮吃奶。

按需喂养

 · “前奶”的水分比较多，充分解渴；“后奶”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缓解饥饿。

 · 每次吃“软”一侧乳房之后再换另一侧乳房，避免婴幼儿，尤其新生儿错过营养丰富的“后

奶”。

 · 让婴儿吃足母乳的重要的一点，两侧乳房交替哺乳。

 · 没有必要限定母乳喂养的时间、间隔或次数，而且限定喂奶时间常常带来不好的后果。

 · 夜间母乳喂养对于维持充足的乳汁分泌非常重要。

每次哺乳要吃足母乳

进一步解释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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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之后最初6个月纯母乳喂养

 · 纯母乳喂养满足健康婴儿出生后最初6个月内全部营养和水分需要，抗饥消渴:

 ờ 母乳含有新生婴儿需要的所有营养；

 ờ 母乳含水量88%，完全能够满足小婴儿对水分的需要，即使在炎热天气里也能提供充足水

分； 

 · 单独喂水占用新生儿的胃容量，减少婴儿吸吮乳汁、减少母乳分泌。

 · 母乳喂养增加婴儿免疫力，可减少婴儿腹泻、呼吸道感染和耳部感染。

基本要点

给母乳喂养的新生儿使用奶瓶、奶嘴或安抚奶嘴会引起乳头混淆、干扰母乳喂养，并增加腹泻

和其他常见感染的风险。

进一步解释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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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的多种姿势1

 · 良好的哺乳姿势和乳房含接有助于预防母亲乳头疼痛或皲裂，而且能刺激泌乳。

 · 良好的哺乳姿势的4个特点：

 ờ 婴儿的身体呈一直线；

 ờ 婴儿面向母亲的乳房；

 ờ 婴儿应该紧贴母亲；

 ờ 母亲应该支撑婴儿的整个身体，而不仅仅用手和前臂支撑婴儿的脖子和肩膀。

基本要点

以摇篮式为例：

咨询员用一只手臂作抱婴儿状，用另一侧手拍打这只“抱婴儿”的手臂。重点示意以下位置，

讲解对应支撑婴儿身体哪些部位：

 ờ 支撑婴儿的头部（拍打前臂，注意是肘窝前方的部位）；

 ờ 支撑婴儿的臀部（拍打手背）；

 ờ 婴儿面对母亲（拍打肚子）；

 ờ 轻轻地把婴儿的手拉到母亲腰后方（把手从肚子转到腰后）。

可以向母亲示范哺乳姿势

交叉式，对体重轻的婴儿和早产儿最合适。

腋下式（橄榄球式），最适合用于：

 ờ 剖宫产后；

 ờ 乳头疼痛时；

 ờ 给双胞胎哺乳。

对于较大婴儿，如果吸吮良好，则不需要纠正哺乳姿势。

进一步解释

2关于各种哺乳姿势的介绍可自行阅读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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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含接非常重要

 · 出生后尽早开始母乳喂养。

 · 母乳喂养不应该出现疼痛。

 · 婴儿对乳房的吸吮越多（含接良好的情况下），乳汁分泌的越多。

 · 良好的含接可预防乳头疼痛和皲裂。 

 · 含接良好的4个指征：

 ờ 婴儿嘴张得很大；

 ờ 婴儿的下唇往外翻； 

 ờ 婴儿的下颌接触乳房；

 ờ 婴儿口上方露出的乳晕比下方多。

 · 有效吸吮的指征： 

 ờ 婴儿的吸吮深而慢，时有停顿；

 ờ 1～ 2次吸吮之间可能出现1次吞咽；

 ờ 吸吮应该让母婴感觉舒服，不会引起母亲乳头疼痛。

基本要点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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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龄以下患病婴儿的喂养

 · 患病的新生儿需要增加母乳喂养次数，以促进康复（如果新生儿不能吸吮，可以挤出母乳用

小杯子喂）。

 · 对于腹泻婴儿，母乳可以补充婴儿因稀便而丢失的水分、电解质和营养素。

 · 对于患病婴儿，母乳是最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 母乳喂养能够安抚患儿。

 · 母亲患感冒或腹泻期间可以继续母乳喂养，此时母乳中含有特异性抗体，可持续保护婴儿避

免患病。

 · 提醒患病的母亲：

 ờ 多休息、好好吃饭，尽快恢复健康；

 ờ 擤鼻涕、咳嗽或打喷嚏之后要洗手；

 ờ 感冒期间要戴口罩、遮住口鼻。

基本要点

进一步解释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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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奶（吸奶）和母乳的储存与杯喂

 · 确保母亲的双手、挤奶和储奶用具的清洁：

 ờ 用肥皂和洁净的流动水清洗双手和用具；

 ờ 用来盛放乳汁的容器要洗干净，并用沸水煮一煮。

 · 母亲挤奶过程要处于舒服的状态

 · 轻柔地抚摸乳房可能有助于乳汁流出

 · 母亲穿得暖和一些有助于乳汁流出

 · 手挤奶的方法：

 ờ 大拇指放在乳晕（乳头周围深色的部位）的上方，其他四个手指与大拇指相对、放在乳

晕的下方；

 ờ 大拇指与食指、中指相对，按照下面的方法挤压乳房：

    - 先向胸壁按压，再轻轻向乳晕方向挤压，然后放松手指；

    - 手指在乳房皮肤上按压时，要避免移动和摩擦皮肤；

    - 摩擦乳房会造成皮肤擦伤，或挤压乳头而中止乳汁流出；

 ờ 乳汁成滴流出，或者呈细线喷出；

 ờ 将流出的乳汁收集、存放在干净的容器内；

 ờ 转换大拇指与食指中指的位置，从多角度按压和释放乳晕； 

 ờ 交替两侧挤奶：

    - 先按压一侧乳房至少3～5分钟；

    - 等乳汁流出减慢的时候换对侧乳房挤奶3～5分钟以上；

    - 然后再换另侧，继续交替挤奶；

 ờ 总共挤奶20～30分钟。随着乳汁流出，乳房逐渐变软，可以停止挤奶，不要过度挤奶，

没有必要把乳汁都挤出来：

手挤奶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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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挤出的乳汁应盛放在干净的、有盖子的容器内。

 · 挤出的乳汁放在阴凉处可以保存4小时；放在冰箱冷藏室（4℃）深处可以保存24小时；放在

冰箱冷冻室（-20℃）可以保存3个月。

 · 储奶容器如果放在冰箱里，应与生肉或水产品分隔开。

 · 低温保存的乳汁在吃之前先回温。

 ờ 把盛有乳汁的奶杯浸在流动的温水（40℃以下）中回温；

 ờ 再稍稍放凉一点，等乳汁与皮肤温度接近，感觉不烫时再喂给孩子吃。

 · 用广口的小杯子喂婴儿吃挤出来的母乳。

 · 将小杯子的边缘轻轻压住婴儿的下唇，使得婴儿下唇接触到少量奶液，然后耐心等待婴儿用

舌头自主舔食杯子中的奶液。

 ờ 注意，杯子喂养的关键是让婴儿自己吃，不是将奶液倒入婴儿口中！

 ờ 每次取少量的乳汁，避免浪费：每次只取出恰好够喂养量的乳汁，也可以少量多次取

奶。

 · 用杯子喂奶时，喂养者要与孩子保持密切沟通。

 ờ 看着孩子的眼睛，要对着孩子微笑、轻柔地跟孩子说话或哼歌，让孩子能够看到喂养者

的脸、听到喂养者的声音。

乳汁储存

用杯子喂婴儿吃奶

 · 对于不能进行乳房亲喂的婴儿，建议首先考虑用杯子喂婴儿吃挤出的乳汁。

 · 刚出生的婴儿儿就可以杯喂。

 · 奶瓶、奶嘴和学饮杯存在安全卫生的问题。

 ờ 因为很难清洗干净，很容易被（细菌）污染，给婴幼儿使用奶瓶、奶嘴和学饮杯是不安

全的；

 ờ 用奶瓶、奶嘴喂养婴儿容易发生“乳头混淆”，干扰母乳喂养。

进一步解释

 · 选择合适大小的喇叭罩：吸奶器的喇叭罩呈漏斗状，正常情况下，乳头会深入喇叭罩末端的

管道中。注意，手扶喇叭罩的时候不要过度挤压乳房。

 · 吸力不能太大：选择合适的吸力档位，找到感觉舒适和顺利出奶之间的平衡，避免乳头被过

度拉扯导致水肿以及乳腺损伤。

 · 不宜吸太久，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

 · 可以选择能切换吸奶模式的吸奶器，先刺激射乳反射再吸奶，有意识的切换模式。

 · 吸奶前可喝一大杯温水，吸奶时轻柔按摩乳房，不要感到疼痛和摩擦，出现任何不适就停

下。

使用吸奶器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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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卫生与清洁

 · 婴儿的食物必须在清洁卫生的条件下制备和存放，避免食物污染引起腹泻和其他疾病。

 · 用肥皂和清水洗干净双手

 ờ 准备食物、进食、处理剩饭/垃圾等活动之前和之后都要洗手；

 ờ 孩子、照料孩子的人和其他家庭成员都要注意双手的卫生；

 ờ 大小便之后要用肥皂和清水洗干净双手；

 ờ 抠鼻子、擤鼻涕、咳嗽、打喷嚏、处理伤口和照顾病人后要用肥皂和清水洗干净双手。

基本要点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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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龄开始添加辅食

 · 婴儿从6月龄开始添加辅食，尝试吃家常食物制作的辅食，并继续母乳喂养。

 · 继续按需母乳喂养，白天和夜晚多次哺乳。

 · 按需母乳喂养，母乳能够提供6～11月龄婴儿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或以上。

 · 添加辅食需要考虑：

	ờ 频次：从1次开始逐渐推进到1 ～2次辅食；

	ờ 进食量：每餐2 ～3小勺，就是稍稍尝一尝；

	ờ 食物质地（稠度/浓度）：辅食应该足够稠，挂勺不掉；

	ờ 食物种类（吃多种多样的食物）：很多家常食物可以用来制作辅食

    -  动物来源的食物营养丰富，比如蛋黄泥、肉泥、肝泥；

    -  也可以尝试主食，如用大米、玉米或小麦面粉做的稠粥、红薯泥或土豆泥；

    -  也可以尝试蔬菜或水果，如胡萝卜泥、南瓜泥、菜泥、香蕉泥。

	ờ 顺应喂养：

    -  耐心、积极地鼓励婴儿进食，不可以强迫喂食。

    -  让婴儿用自己的盘子或碗吃饭，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孩子吃了多少食物。

	ờ 卫生：良好的卫生很重要，可以预防腹泻等疾病。

    -  奶瓶、奶嘴和学饮杯存在安全卫生的问题，因为很难清洗干净，很容易被（细菌）污

染，给婴幼儿使用奶瓶、奶嘴和学饮杯是不安全的。

基本要点

 · 母乳在婴儿出生6个月之后仍然营养丰富，可以提供大量的能量和营养。

 · 婴儿6个月之后，大部分家常食物都可以做成辅食。即使还没有长牙的婴儿也可以吃用蛋、肉

或者绿叶蔬菜等食物做的辅食。

进一步解释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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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动物来源的食物富含营养，是很好的辅食。

 ờ 用肉类食物做辅食，需要彻底煮熟。

 ờ 动物肝脏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铁，而且吸收率很高。

 · 6月龄后的婴幼儿体内铁储备用完，母乳提供的铁之外，需要从辅食来满足对铁的需要。动物

来源的食物如红肉类、动物血和肝是铁的理想来源。

 · 6～18月龄的婴幼儿容易因为喂养不当而患缺铁性贫血，贫血会影响生长发育、免疫力，带来

不可恢复的智力损伤。 

 · 非母乳喂养的婴儿在原有奶液喂养的基础上逐步添加（半）固体食物，可酌情增加1～2次加

餐。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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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月龄婴儿的喂养

 · 继续按需母乳喂养，母乳能够提供6～11月龄婴儿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或以上。

 · 添加辅食需要考虑：

	ờ 频次：逐渐推进（半）固体食物摄入到每日1～2次，酌情1～2次加餐。

	ờ 进食量：逐渐增加到二分之一碗（指250ml的碗）。

    -  可以用母亲家中的碗，向母亲示意250ml容量对应的位置，以及250ml的1/2所对应的位

置

	ờ 食物质地（稠度/浓度）：辅食应该足够稠，挂勺不掉。

	ờ 食物种类（吃多种多样的食物）：逐渐增加食物种类，重视动物来源的食物，比如肉、

蛋和奶制品。建议婴幼儿每天吃7类辅食中至少4类；每天都要吃一些动物来源食物（肉、

蛋、奶）、谷薯类和蔬菜水果。

	ờ 顺应性喂养：

    -  耐心、积极地鼓励婴儿进食，不可以强迫喂食。

    -  让婴儿用自己的盘子或碗吃饭，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孩子吃了多少食物。

    -  鼓励孩子模仿周围人吃饭的动作，表扬孩子的进步。

    -  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对着孩子微笑、跟孩子说话，愉快和有趣地回应孩子。

	ờ 卫生：良好的卫生很重要，可以预防腹泻等疾病。

    -  奶瓶、奶嘴和学饮杯存在安全卫生的问题，因为很难被清洗干净，很容易被（细菌）污

染，给婴幼儿使用是不安全的。

基本要点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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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解释

 · 母乳仍然富有营养，可以为这个阶段的婴儿提供所需的大部分能量和营养。

 · 减少母乳喂养会增加婴儿对辅食的营养需要。

 ờ 从营养意义上考虑，配方奶对于6个月之后非母乳喂养的婴幼儿不是必要的食物2。

 ờ 非母乳喂养的婴儿的每日进食（包括奶液喂养、非奶类食物以及前两者的混合食物）4 

～5次。 

 ờ 非母乳喂养的婴儿在原有奶液喂养的基础上逐步添加（半）固体食物，可酌情增加1 ～2

次加餐。 

 ờ 还要相应多喝2～3杯的水或汤，在炎热的天气里尤其要注意补充水分。

 · 婴儿6个月之后，大部分家常食物都可以做成辅食。即使还没有长牙的婴儿也可以吃用蛋、肉

或者绿叶蔬菜等食物做的辅食。

 · 动物来源的食物富含营养，是很好的辅食。

 ờ 肉类食物制作辅食，需要彻底煮熟。

 ờ 动物肝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铁，而且吸收很好。

 · 6月龄后的婴幼儿体内铁储备用完，母乳提供铁之外，需要从辅食中满足对铁的需要。动物来

源的食物如红肉类、动物血和肝是铁的理想来源。

 · 6～18月龄的婴幼儿容易因为喂养不当而营养性患缺铁性贫血，贫血会影响生长发育、免疫

力，带来不可恢复的智力损伤。

 · 避免给婴儿吃营养价值低的食物或饮品，例如：

 ờ 米汤、稀粥。

 ờ 甜饮料，如蜂蜜水、加了糖的含奶饮料、水果味的饮料、碳酸饮料或苏打水。

2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延续奶粉的声明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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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月龄婴儿的喂养

 · 继续按需母乳喂养，母乳能够提供6～11月龄婴儿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或以上。

 · 添加辅食需要考虑：

	ờ 频次：逐渐推进（半）固体食物摄入到每日2～3次，酌情1～2次加餐。

	ờ 进食量：逐渐增加到二分之一（1/2）碗（指250 ml的碗）

       -  可用母亲家中的碗，向母亲示意250ml容量对应的位置以及250ml的1/2所对应的位置。

	ờ 食物质地（稠度/浓度）：给孩子捣烂的或者细细切碎的家庭自制辅食。孩子8月龄之后可

以吃手指食物

	ờ 食物种类（吃多种多样的食物）：婴儿需要花时间适应多种食物的味道

    -  增加食物种类，每餐可以有3～4个食物品种。包括动物来源食物，如鸡蛋或肉；以及富

含维生素A的蔬菜和水果，如南瓜、绿叶菜、芒果。

    -  建议婴幼儿每天吃7类辅食中至少4类；每天都要吃一些动物来源食物（肉、蛋、奶）、

谷薯类和蔬菜水果。

	ờ 顺应性喂养：

    -  耐心、积极地鼓励婴儿进食，不可以强迫喂食。

    -  让婴儿用自己的盘子或碗吃饭，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孩子吃了多少食物。

    -  鼓励孩子模仿周围人吃饭的动作，表扬孩子的进步。

    -  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对着孩子微笑、跟孩子说话，愉快和有趣地回应孩子。

	ờ 卫生：良好的卫生很重要，可以预防腹泻等疾病。

    -  奶瓶、奶嘴和学饮杯存在安全卫生的问题，因为很难被清洗干净，很容易被（细菌）污

染，给婴幼儿使用是不安全的。

基本要点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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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乳仍然富有营养，可以为这个阶段的婴儿提供所需大部分的能量和营养。

 · 减少母乳喂养会增加婴儿对辅食的营养需要。

 ờ 从营养意义上考虑，配方奶对于6个月之后非母乳喂养的婴幼儿不是必要的食物。

 ờ 非母乳喂养的婴儿每日进食（包括奶液喂养、非奶类食物及两者的混合食物）4 ～5次。 

 ờ 非母乳喂养的婴儿在原有奶液喂养的基础上逐步添加（半）固体食物，可酌情增加1 ～2

次加餐。 

 ờ 还要相应多喝2～3杯的水或汤，在炎热的天气里尤其要注意补充水分

 · 动物来源的食物富含营养，是很好的辅食。

 ờ 肉类食物制作辅食，需要彻底煮熟。

 ờ 动物肝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铁，而且吸收很好。

 · 动物来源的食物如红肉类、动物血和肝是铁的理想来源。

 · 6～18月龄的婴幼儿容易因为喂养不当而患营养性缺铁性贫血，贫血会影响生长发育、免疫

力，带来不可恢复的智力损伤。

 · 避免给婴儿吃营养价值低的食物或饮品，例如：

 ờ 米汤、稀粥。

 ờ 甜饮料，如蜂蜜水、加了糖的含奶饮料、水果味的饮料、碳酸饮料或苏打水。 

进一步解释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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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个月幼儿的喂养

 · 继续按需母乳喂养，母乳能够提供12～23月龄幼儿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一或以上。

 · 添加辅食需要考虑：

	ờ 频次：每天3次辅食和2次加餐。

	ờ 进食量：逐渐增加到四分之三（3/4）碗到1整碗（指250 ml的碗）

    -  可用母亲家中的碗，向母亲示意250ml容量对应的位置以及250ml的1/2所对应的位置。

	ờ 食物质地（稠度/浓度）：给孩子切碎的家庭食物、手指食物和切成片的食物。

	ờ 食物种类（吃多种多样的食物）：增加每餐中食物的种类。

        -  动物来源的食物，如瘦肉、鸡蛋和奶制品；

    -  主食，如谷物和根茎类食物（红薯、芋头、土豆）；

   -  豆类和坚果，如豆浆、豆腐、豆沙、芝麻酱、花生碎/酱；

   -  富含维生素A的蔬菜水果，和其他蔬菜水果；

   -  建议婴幼儿每天吃7类辅食中至少4类；每天都要吃一些谷薯类、动物来源食物（肉、

蛋、奶）和蔬菜水果。

	ờ 顺应性喂养：

    -  耐心、积极地鼓励婴儿进食，不可以强迫喂食。

    -  让婴儿用自己的盘子或碗吃饭，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孩子吃了多少食物。

    -  鼓励孩子模仿周围人吃饭的动作，表扬孩子的进步。

    -  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对着孩子微笑、跟孩子说话，愉快和有趣地回应孩子。

	ờ 卫生：良好的卫生很重要，可以预防腹泻等疾病。

    -  奶瓶、奶嘴和学饮杯存在安全卫生的问题，因为很难被清洗干净，很容易被（细菌）

污染，给孩子使用是不安全的。

基本要点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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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乳仍然富有营养，可以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提供大量的能量和营养，并且帮助保护幼儿

免患疾病。

 · 减少母乳喂养会增加婴幼儿对辅食的营养需要。

 ờ 从营养意义上考虑，配方奶对于6个月之后非母乳喂养的婴幼儿不是必要的食物。

 ờ 非母乳喂养的婴儿每日进食（包括奶液喂养、非奶类食物，以及两者的混合食物）4～5

次。 

 ờ 非母乳喂养的婴儿在原有奶液喂养的基础上逐步添加（半）固体食物，可酌情增加1～ 2

次加餐。 

 ờ 还要相应多喝2～3杯的水或汤，在炎热的天气里尤其要注意补充水分。

 · 动物来源的食物富含营养，是很好的辅食。

 ờ 用肉类食物制作辅食，需要彻底煮熟。

 ờ 动物肝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铁，而且吸收很好。

 · 动物来源的食物如红肉类、动物血和肝是铁的理想来源。

 · 6～18月龄的婴幼儿容易因为喂养不当而患营养性缺铁性贫血，贫血会影响生长发育、免疫

力，带来不可恢复的智力损伤。

 · 避免给幼儿吃营养价值低的食物或饮品，例如：

 ờ 米汤、稀粥。

 ờ 甜饮料，如蜂蜜水、加了糖的含奶饮料、水果味的饮料、碳酸饮料或苏打水。

进一步解释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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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多种多样的食物

 · 母乳始终是婴幼儿非常重要的食物，推荐继续母乳喂养到两岁或以上。

 · 孩子从6月龄开始添加母乳之外的多种食物，即辅食。

 · 咨询卡上展示了很多家常食物，都可以做成辅食给孩子吃，吃多种多样的食物保证营养均衡

和全面，帮助孩子长得好、避免生长迟缓。

 · 每种食物含有具体的营养素和维生素，吃多种多样的食物提供保证营养均衡全面，满足孩子

生长发育的需要。

	ờ 肉类：如猪、牛、羊、鸡、鸭、鹅的肉。鱼、虾，动物肝。

	ờ 蛋：如鸡蛋、鸭蛋、鹌鹑蛋。

	ờ 动物奶和奶制品：如牛奶、酸奶、奶酪。

	ờ 谷薯类/主食：如玉米、小麦、大米、小米和高粱，以及根茎类的红薯、芋头和土豆。

	ờ 豆类和坚果：如大豆、花生还有种子，坚果制品比如花生酱、芝麻酱。

	ờ 富含维生素A的蔬菜和水果：如绿叶菜、胡萝卜、红心红薯、南瓜；以及橙色水果，如芒   

果、柿子。

	ờ 其他蔬菜和水果：如茄子、卷心菜、菠萝、西瓜、桃子、梨和苹果。

 · 以上7类辅食，每天需要至少要吃4类食物，并且每天要吃谷薯类、动物来源的食物（肉、

蛋、奶）和蔬菜水果。

	· 油脂：如果食物中缺乏油脂，为了保证食物中的能量和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可以在烹调时

加1/2小勺植物油或动物油脂。

	· 红肉、肝、动物血是铁的良好来源，对6～18月龄的婴幼儿特别重要，可预防缺铁性贫血。贫

血会影响生长发育、免疫力、造成不可逆的智力损伤

基本要点

 · 没有必要限制辅食的添加顺序，但是及时添加动物来源的食物非常重要。

 · 动物来源的食物包括肉类、蛋类、动物奶和奶制品。

进一步解释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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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ờ 及早添加动物来源的食物，每日吃一些肉类，适量吃动物肝脏。。  

 ờ 肉和肝可能有些硬，制作辅食时要细细切碎或者捣烂，避免噎着孩子。

 · 动物来源的食物包括肉类、蛋类、动物奶和奶制品。

 ờ 及早添加动物来源的食物，可以每日吃点肉类，适量吃点动物肝脏。

 ờ 动物来源的食物可能有些硬，制作辅食时要细细切碎或者捣烂，避免孩子噎住。

 · 两餐之间的加餐可给孩子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可以是蔬菜或水果，比如1块香蕉/苹果、1块

煮熟的土豆/红心红薯/南瓜；或1个小包子、1块鸡蛋软饼。

 · 1岁之内，不需要为了调味而给孩子的食物加糖或盐。

 · 1岁之后，孩子的食物可以少量加盐，根据国家指南使用碘盐。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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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食中添加营养包（针对有需要的地区和人群）

营养包为不能从食物中获得足够能量和微量营养素（比如贫困地区、食物供应不足地区）的6～ 

36个月儿童设计的一种营养补充剂。营养包是以大豆粉为主要原料的粉状补充剂，含有铁、维

生素和矿物质，每天服用1袋，可拌入婴幼儿辅食（如粥、面汤等当地辅食）中食用或直接冲调

食用。 

 · 添加微量营养素（铁、维生素和矿物质）改善食物的营养。

 · 有助于预防营养素缺乏：维生素、叶酸、铁和碘。

 · 有助于孩子长得强壮、活泼、健康。

 · 改善孩子食欲。

 · 降低贫血患病率，提高学习能力、促进发展。

 · 提高儿童免疫力，增加抵抗力、减少感染性疾病患病。

 · 养育人用肥皂和流动水清洗双手 。

 · 制备好需要混合营养包的温开水、奶类或其他辅食 。

 · 每天吃1袋。取1包营养包，摇晃之后打开，确保粉末没有结块。小心地打开一个小口。 

 · 加入60ml温开水或依据婴幼儿口味，拌入到适量的粥、面汤、牛奶等辅食中。为确保孩子能

将营养包全吃了，可以单独分出一些食物放在孩子碗中，将一整包营养包的粉末倒入单独分

出的食物中。 

 · 边倒边搅拌，直至混合均匀后，即可食用。给孩子吃这些混合了营养包粉末的食物，然后再

吃剩下的食物。混合了营养包粉末的食物必须在30分钟之内吃完。   

营养包是什么

为什么吃营养包

如何使用营养包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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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天不要超过1包，如果某一天忘记使用也没有太大关系，可以第二天吃 。

 · 混合了营养包的食物不要与他人分享（每袋营养包所含的矿物质、维生素的剂量适合一个孩

子） 。

 · 如果孩子没有吃完混合了营养包的食物，剩下的食物不可加热。

 · 在阴凉、干燥和清洁卫生的地方储存。

 · 患病期间可以继续吃营养包。

使用营养包的注意事项

婴幼儿喂养咨询 基层医务人员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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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月龄患病儿童的喂养（患病期间和病愈后）

 · 孩子生病期间需要增加母乳喂养次数，腹泻患儿需要多吃母乳。

 · 生病的孩子需要母乳喂养，有助于对抗疾病和减缓疾病损耗带来的体重丢失，帮助孩子更快

康复：

 ờ 孩子生病期间需要保证进食次数（即少量多次），包括增加母乳喂养次数。

 ờ 如果孩子拒绝母乳喂养，要温柔鼓励孩子，直到继续吃奶。

 · 用于追赶生长的喂养。

 ờ 病愈之后有持续大约两周的追赶生长，弥补生病期间的营养和体重损失。

 ờ 此时给孩子的食物要比平时稍多一点。

 · 通常母亲生病的时候仍然可以继续母乳喂养。

 · 母亲生病的时候需要注意：

 ờ 充分休息，好好吃饭，尽快康复；

 ờ 注意卫生，揉鼻子、接触鼻涕、咳嗽或者打喷嚏之后都需要认真洗手；

 ờ 母亲伤风或感冒时，要戴好口罩。

基本要点

附录二 婴幼儿喂养咨询卡讨论要点与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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