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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钢!退休医务人员 目前从事

开奶"催乳"奶结疏通工作#有丰富

的母婴护理临床经验与理论知识$ %

正常产妇一朝分娩，雌孕激素

会大量撤退，泌乳素随即开始上升，

部分妈妈第一天有泌乳，也有许多

妈妈前三天没有泌乳状态，乳房很

松软，医生会关照多让宝宝吸吮。

宝宝的舌头会卷住妈妈的乳头

乳晕，每个新生儿口腔内都有几块

脂肪垫，把妈妈的乳头像吸盘一样

密封住，随着舌头裹动，宝宝轻轻吸

吮，乳腺管开始膨胀、软化，母乳逐

渐分泌，从软化的少量乳腺管内进

入宝宝口中，慢慢的乳腺管膨胀软

化越来越多，乳汁也会越来越多（这

是一个乳腺管打开的过程），一般完

成乳腺管膨胀期是产后三到五天，

乳腺管刚开始膨胀是硬的，没有乳

汁。初为人母，发现乳房出现许多硬

块，摸着有痛感，着急的以为得了乳

腺炎，于是请来开奶师开奶，现在的

开奶师太多，一般都是医院护工为

主，她们不知道乳房的生理结构，也

不懂膨胀期是啥，拼命给产妇捏挤

乳房，产妇们告诉我，痛得简直不能

忍受，比生孩子还痛，而且还没揉开

硬块，于是护工会说，这是小叶增

生，揉不掉的。

我常常看到产妇乳房淤青，血

肿，乳晕肿胀，都是被大力捏出来

的，护工与少数医护人员会说：开奶

么是要痛的呀，否则怎么开得出来！

其实开奶应该不痛或微痛的，乳房是

个娇嫩的器官，很容易受伤，痛到不

能忍受，那就是受伤了。为什么说宝

宝是最好的开奶师，就是因为宝宝吸

奶不痛的，过去没有开奶师，大部分

妈妈都亲喂，宝宝帮妈妈开奶了，除

了把乳头表皮磨破，乳房内部没有任

何损伤。顺带还要说一句，雌激素撤

退期，小叶增生是不形成的。

许多产妇在生理膨胀期开奶，殊不知

越刺激乳房硬块越多，那是激活大量

乳腺管膨胀，乳房没有那么大容量，

胀在那里，产妇连衬衣都不能碰，整

个像石头一样，怎么让宝宝吃？

在宝宝吸奶的瞬间，乳房是会

自动变软的，因为乳腺管还处于膨

胀期，所以吃完又会变硬，那就轻轻

的按摩乳房，尽量少捏乳晕，这是宝

宝的专利，千万不要老公吸，外婆吸，

护工护士随便捏，成人的舌头卷不起

来，脂肪垫也早已萎缩，吸力再大，也

就是没有功率的吸奶器。同时产妇应

该拒绝护士护工随意捏乳晕，可以要

求她们先在自己身上捏到不痛的手

感再做排奶观察，以减轻乳晕受伤，

产后三至五天度过生理性膨胀期，乳

房硬块自动会消失。

乳晕是血管神经最丰富的部位，

也是乳腺管的开口处，非常敏感，受伤

后对整个哺乳过程能否继续有很大

影响，对产后妈妈的心理也有伤害。

还要告知产妇，膨胀期千万不

要热敷，试想小小的乳房已经撑开了

许多乳腺管，还要让血管、腺体一起膨

胀，雪上加霜啊，需要的是冷敷，那就

是现在流行用卷心菜叶子敷的原理，

因为冷毛巾外敷容易湿了衣服、被子。

部分产妇需要开奶，是因为孕末

期吃了大量油脂食物，乳腺管被脂肪

堵塞，膨胀会特别厉害，宝宝无法吸

通，这就需要专业开奶师疏通的，根据

我的工作经验，开奶的最佳时间是产

后4-5天或者更晚些，即在乳房起硬

块的第二、三天。 !未完待续%

开奶的悲剧天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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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听话，从改变语气开始
养孩子是门技术活，尤其在对孩

子进行批评教育时，稍不留意，要么可

能把孩子养成了“玻璃心”，要么养出

了“熊孩子”。

事实上，养孩子的过程，父母的有

些说话方式，有时直接决定了事情的

发展走向，甚至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

改变说话语气，能让孩子乖乖地听从

教导，事半功倍。

少说#别$%正面讲
案例&晚饭后，依依自告奋勇地帮

忙拖地板。他用自己的小水桶接了满

满一桶水，正要拎出卫生间，妈妈大喊

一声：“别动，别打翻了！怎么装这么满

呢！”大人总是不信任孩子，老觉得不

提醒孩子，他们很容易把事情搞砸。但

我们经常发现，越是担心一件事，这件

事情就越是会发生。

分析&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

家魏格纳曾做过一个试验& 他要求参

与者尝试不要想象一只白色的熊#结

果人们的思维出现强烈反弹# 很快在

脑海中浮现出一只白熊的形象' 这就

是(白熊效应)#体现了一种心理暗示'

同样的# 家长越是告诉孩子 (不要打

翻)#越会在孩子的脑海中勾起(打翻

东西)的场景#以及爸爸妈妈暴跳如雷

的画面'心中一紧张#水桶不由自主真

的被打翻了'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

(心想事成)真的能实现' 类似的#(不

准大吵大闹)"(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

东西)"(别这么没礼貌)**这些话体

现了(绕远路)的思考方式#对孩子来

说#理解起来相当困难'家长不如一开

始就告诉孩子(少接点水)#更直接了

当'用(保持安静)代替(不要吵闹)#用

(慢慢走)代替(不要跑)#用(离开那

里)代替(别靠近)' 简言之#(警告)太

难理解#(直接鼓励)效果更好'

少质问%多引导

案例&小琪下午跟妈妈去早教班，

路上遇到了邻居阿姨。妈妈让小琪打招

呼，小琪有点没睡醒，声音很小。晚上回

家，妈妈怒气冲冲地质问小琪：“下午

为什么不跟阿姨打招呼？”

分析 &爸妈动不动就问孩子 (为

什么)+(怎么又)# 这背后通常隐藏

着指责"焦躁"不耐烦 ' 而孩子心里

或许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不

为什么没打招呼啊 # 就是没睡醒

嘛- )可面对家长的质问 #孩子又不

得不找个理由来搪塞 ' 质问会让孩

子害怕#选择(说谎话)'

其实#让孩子思考(怎么做)#比质

问更好' 比如小琪妈妈可以这样问&

(见了叔叔阿姨该怎么做呢.)再比如#

孩子不小心做错事# 家长应该正向引

导&(你看这个该怎么做才好呢. 我们

一起看看还有什么办法')家长心平气

和的语气+建设性的态度#能让孩子学

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理念# 今后遇事

不会火冒三丈# 更不会用撒谎来逃避

责任#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少画
$

%多画
!

案例& 维维在客厅墙上画了一只

小猫，妈妈下班回家看到了，顿时火冒

三丈，指责说：“你怎么又在墙上乱画，

真不听话！”当父母武断地给孩子的品

格下定义时，孩子心里会出现“自己 =

坏孩子”的公式。直接进行人格、品行

等方面的否定，是造成孩子不乖的重

要原因之一。大人尚且不能被随意贴

上“坏标签”，何况内心如一张白纸般

的孩子呢？

分析& 家长正确的做法是指正孩

子的错误行为#而不是人身攻击'只有

纠正行为而不否定人格# 孩子才知道

错在哪里#才会进步'建议家长批评时

对事不对人#要说(在墙上乱画是不好

的行为)# 这句话针对的是不好的行

为#孩子本身不是坏的'孩子就像幼小

的植物一样# 受到光照才会成长得更

好' 幼儿园之所以会用(小红花)来鼓

励孩子# 是因为针对幼儿的正向刺激

往往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因此#家长

也要多给孩子画对号#少打叉'

看邻国孩子的长高经验
"

韩国妈妈有育儿手册

宝宝出生后会得到一本由营养

科、骨科、运动医学科及儿童心理等学

科的专家共同编写的手册，其中好多

内容与长个有关系：如从小养成正确

的姿势；尽可能坐椅子，而不是蹲在地

上玩；避免穿过紧的衣服和袜子；没事

爬爬小坡；指压经穴法刺激生长点；每

天笑等。

"

新加坡一周三堂体育课

在新加坡的学校里，体育课是雷

打不动的，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每天

必须有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风雨无

阻。在中小学，除正常的体育课外，学

校还组织了各种体育兴趣小组，下午

下课后，兴趣小组开始活动，学生们运

动两个小时后再回家。

"

日本每顿早餐都有鱼

日本重视营养，从幼儿园到初中全

面推广“课间奶”；要求每人每天摄入的

膳食品种不得少于30种。许多家庭早

餐中有银鳕鱼，因为银鳕鱼中含有的蛋

白质以及各种氨基酸，这是儿童生长发

育非常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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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说话慢日后易患多动症
美国《发育与心理病理学》杂志

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蹒跚学步的

孩子学说话慢，日后更容易发生多动

症和注意力不集中等多种行为问题。

如果三岁半时孩子语言能力还很差，

父母就应该寻求帮助。

新研究中，印第安纳大学研究

员对 120名 2岁半的婴幼儿展开

了为期 1年的跟踪调查。分别在 3

岁和 3岁半时测试孩子的语言理

解能力、口语词汇和行为的自我调

节能力。同时了解了家长和老师对

孩子行为问题的评估情况。结果显

示，儿童早期语言技能差会限制自

我行为控制能力，进而导致多动症

（ADHD）及其他注意力缺失和多动

问题。新研究负责人埃塞克·彼得森

博士表示，语言能力较差的孩子在行

为自我调节能力方面也更差，所以行

为问题会更多。

新研究表明，学前儿童语言发展

对预防日后行为问题至关重要。家长

应该密切关注孩子可能存在的语言

发展迟缓问题。

"

全家猜猜猜

妈妈爸爸与孩子坐

在一起相互提问题，例

如：每天家里起得最早

的人是谁？幼儿园里最

喜欢小熊泰迪的小朋友

是谁？一起猜测家里的

亲戚、朋友以及孩子的

小伙伴、幼儿园老师等，

还可以扩展到家里的物

品以及社区的设施，如

医院、派出所等。

"

盒子里的秘密

参加人数 4-5人，

大家依次把一个小盒子

往下传递。规则：音乐停

止时，拿着盒子的人才

可以拆开盒子看礼物；

音乐再起时，拆开的盒

子要被盖好继续传递。

一轮传递结束后，遵守

规则的人能够能得到盒

子里的礼物作为奖励。

"

结识新朋友

让孩子说出自己想要交往的

对象，和他一起制定暑期交友计

划，比如：一个月内认识几个朋

友，采取什么方式，达到什么目的

等等。与孩子一同设计各种漂亮

可爱的便条，便条上有问候语、自

我介绍、门牌号码或联系电话等

等。让孩子随身携带便条，在遇到

自己感兴趣的对象时，亲手将便

条交给他们，当然，选择对象时要

注意安全性，最好将范围控制在

小区内。

"

易子而教

假期里：两个家庭都外出旅

游时，相互交换孩子；在隔壁邻居

之间进行短期“易子”活动;有亲

戚关系的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互

换，到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体

会不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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