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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樂綺理事長

消費者報導第三卷第二期 1983年6月

邱
清
華

譯



營造母乳哺育
親善環境

母乳哺育
社區支持
網絡建構

建立母乳哺
育諮詢網絡

母嬰親
善醫院

宣導及
教材

哺集乳
室

報章媒體
宣傳

志工模式

支持
團體

0800
專線

充電
報

專家
會議

母乳哺
育網站

親善醫院
評鑑

醫護人員
在職教育
1990s

相關
法規

國際母乳週
宣導活動

國民
健康局

WAB
A宣傳
資料

1989前

守則
1983



營造母乳哺育
親善環境

母乳哺育
社區支持
網絡建構

建立母乳哺
育諮詢網絡

母嬰親
善醫院

宣導及
教材

哺集乳
室

報章媒體
宣傳

志工模式

支持
團體

0800
專線

充電
報

專家
會議

母乳哺
育網站

親善醫院
評鑑

醫護人員
在職教育
1990s

相關
法規

國際母乳週
宣導活動

國民
健康局

WAB
A宣傳
資料

1989前

守則
1983



61

1994年製作母乳哺育投影片及錄影帶

1992年行政院衛生署兩期四年
「母乳哺育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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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哺乳周活動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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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官方正式開始接辦國際母乳週活動(8月1-7日)

• 國民健康局開始補助設置哺擠乳室，四年來
(88-91年)全國共計補助381個單位設置。

• 2004年調查地方自設哺集乳室計994處。



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十八條
子女未滿一歲須受僱者親自哺乳者，除規定

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二次，
每次以三十分鐘為度。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
第十九條

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
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

1) 每天減少工作時間1小時；或調整工作時
間

2) 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

民國91年03月06日公佈為兩性…
民國96年12月18日更名為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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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社區支持網絡-
台北婦幼醫院支持團體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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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諮詢專線

0800 870870 諮詢專線

http://www.bhp.doh.gov.tw/breastfeeding/

母乳哺育網站正式啟用

一通電話，一根手指頭

母乳哺育就上手

諮詢時間:早上8點－12點

中午12點30 –下午5點30

 

http://www.bhp.doh.gov.tw/breastfeeding/


架設母乳哺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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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嬰親善

醫院認證

2001



滿月時的哺乳率



認證標準的變化

肌膚接觸

10 分鐘

2007 NSD:20  分鐘 CS  10分鐘

親子同室

8小時 12小時

2007 24小時 10%



台灣歷年母乳哺育率 - 國民健康署



台灣歷年通過母嬰親善醫院認證數
以及出生涵蓋率



認證標準的變化

2014
工作人員教育要求

新進人員 8小時 每兩年8小時

新進人員 8小時 每兩年4小時

認證方式

工作人員不用筆試

訪談人數工作人員由6人減少為3人

孕婦 5   3人





組織認證

認證小組應：

多領域成員，

具有評估與處理母乳哺育的專業知識，

瞭解 BFHI 的目的和方法

由 2 到 4 名評估員組成的團隊

通常可以在 2 到 3 天內完成評估。



面談
BFHI 母嬰親善醫院

臨床工作人員 10-30
產前門診,產房,產後病房及
特殊嬰兒照顧病房的醫師,
護士,助產士,(營養師,護佐)

3
產前門診,產房,產後病
房及特殊嬰兒照顧病

房的醫師,護士

非臨床工作人
員

5-10
與孕產婦及嬰兒有接觸的

非臨床工作人員

0

產後母親 15-30 3

需特殊照顧嬰
兒的母親

5-10 0

孕婦 10-20 3



1a. 完全遵守『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
則』和世界衛生大會相關決議

所有嬰兒配方奶、奶瓶、
奶嘴都由正常管道購買

沒有展示守則規範的產
品，或者有公司商標的
物品

有政策描述如何遵守守
則，包括正常採購母乳
代用品，不接受禮品或
經費支持，不分送樣品

至少80%的工作人員可
以說出守則的兩個重點

舊制：選擇性

禁止母乳代用品之促銷
活動，以及不得以贊助、
試用或免費等方式，取
得奶瓶及安撫奶嘴



1.b制定書面的嬰兒餵食政策，並定期將
此與員工和父母溝通。

有書面嬰兒餵食政策，包
括十措施、守則執行及定
期能力評估

孕產婦及其家人都可看到
此政策摘要

審查哺乳及嬰兒餵食的臨
床路徑或標準流程都符合
愛嬰醫院流程及現有實證
指南

至少80%的工作人員可以
說出政策中和其角色相關
的兩個重點

明訂及公告支持哺餵母
乳政策，內容應包括

1. 成功哺餵母乳的十大
措施

2. 禁止母乳代用品之促
銷活動，以及不得以贊

助、試用或免費等方式，
取得奶瓶及安撫奶
嘴



1.c. 建立持續的監測和數據管理系統

有持續監測八個主要

臨床措施及資料整理

的系統

工作人員至少每六個

月審查該系統的執行

醫療院所成立母嬰

親善推動委員會，

由副院長級以上人

員擔任主任委員，

並定期召開會議，

評估醫療院所支持

哺餵母乳政策之成

效及母乳政策意見

回饋機制。



2.確認工作人員有充足知識，能力和技能
來支持母乳哺育。

至少80%的工作人員有
在兩年內接受哺乳職前
或在職訓練

至少80%的工作人員在
兩年內接受過哺乳能力
評估

至少80%的工作人員可
以正確回答75%哺乳知
識及支持哺乳的技能

2-1…. 此訓練課程兩年
至少 4 小時(網路課程
最多以 2 小時計);但新
進人員至少接受過支持
哺餵母乳政策之介紹及
兩年內需接受至少 8 小
時以上之繼續教育。講
師應為母嬰親善認證之
認證委員或種子講師。



3. 和孕婦及家人討論哺乳的重要性及
處理

產前討論至少包括

•哺乳的重要性

•純哺乳六個月的建議，使用配方奶或其他
代用品的危險，以及給予副食品後持續哺
乳的重要性

•肌膚接觸，早期哺乳，親子同室、擺位、
含乳、認識飢餓行為暗示的重要性

至少80%母親有接受到產前諮詢

至少80%母親可以正確描述上述內容中的
兩點



4.促進立即沒有干擾的肌膚接觸，並儘
早支持母親開始哺乳

即刻肌膚接觸

至少六十分鐘

儘早哺乳

密切觀察頭兩小時

產後半小時內

陰道產20分鐘

剖腹產10分鐘



4.促進立即沒有干擾的肌膚接觸，並儘
早支持母親開始哺乳

至少80%母親報告在
出生後有即刻肌膚接
觸維持至少一小時，
除非有醫療上的理由

至少80%母親說他們
的嬰兒在產後一小時
內抱近乳房（put to 
the breast)，除非
有醫療上的理由

產後半小時內

陰道產20分鐘

剖腹產10分鐘



5.支持母親開始哺乳及處理常見問題

至少80%足月產母親說在產後六小時內有工
作人員協助她們哺乳

至少80%早產或病嬰母親說在產後一兩小時
內有人協助擠奶

至少80%足月哺乳母親可以示範如何抱嬰兒
哺乳，且嬰兒可以吸吮喝到奶



5.支持母親開始哺乳及處理常見問題

至少80%足月母親可以說出兩種促進奶水製
造的方法

至少80%足月母親可以說出確認嬰兒是否喝
到足夠奶水的兩點

至少80%母親可以正確示範如何擠奶



6.除非醫療上有必要，否則不要提供母
乳哺育的新生兒母乳以外的任何食物或
液體

足月哺乳嬰兒接受添加餵食者至少80%在
病歷上有記錄醫學理由

至少80%無法餵食自己母親奶水的早產兒
及病嬰使用捐贈乳

至少80%嬰兒接受特殊照顧的母親說產後
一兩小時內就有工作人員協助她們開始讓
奶水分泌





7.讓母親和嬰兒能不分日夜在一起

至少80%足月產母親說
嬰兒從產後和他們再一
起，分離不超過一小時

產後觀察確定至少80%
母親和嬰兒在一起，除
非有醫療上合宜的理由
分開

至少80%早產兒母親確
認她們被鼓勵和嬰兒不
分日夜在一起

當日訪問之產婦，
在產前及住院時被
醫療院所主動告知
有提供親子同室，
並提供國民健康署
之親子同室衛教資
訊共享決策素材及
相關注意事項



8.支持母親們認識並回應她們嬰兒的餵食
行為暗示。

至少80%足月產哺乳
母親可以描述至少兩
個餵食行為暗示

至少80%足月產哺乳
母親說有建議她們只
要嬰兒想吃就經常餵
奶

未強調母親瞭解新生
兒頭三天的行為表現
以及飢餓暗示



9.忠告

至少80%哺乳母親
說有告訴他們使用
奶瓶、奶嘴以及安
撫奶嘴的危險性。

舊制：
哺乳嬰兒不使用
奶嘴以及安撫奶
嘴

母親們使用奶瓶、奶嘴、安撫奶嘴的危險性。



10.讓家長們和他們的嬰兒需要時能及時
獲得持續的支持和照護。

至少80%母親說有工作人員告知可以尋求
社區中的哺乳支持

機構可以顯示它有協調社區提供支持哺乳/
嬰兒餵食的服務，包括醫療處置及母親支
持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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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年通過母嬰親善醫院認證數
以及出生涵蓋率



討論

認證的目的

台灣面對的挑戰

專業人員的能力

持續性協助

嬰幼兒餵食策略

婦幼健康照護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