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1	 母乳营养是否存在不足 ?

答 1	 	宝宝精神状态好，像往常一样尿尿就没问题。

如果尿尿像往常一样（一天换 6 次以上尿布的话）就没问题。母乳中
含有婴儿所需的营养（即使妈妈吃得不充足），能够保护婴儿免受灾害
时容易流行的疾病的伤害。紧张和不安可能会暂时地影响母乳的分泌，
此时能放松心情坚持哺乳的话，就可以恢复到像原来一样。尽量在安
静的环境下，只要是宝宝想吃奶的时候就让他（她）吃够。

问 2	没有奶瓶的时候怎么办 ?

答 2	婴儿也能用纸杯喂奶。

小宝宝也可以用杯子喂奶。
在纸杯里加入半杯以上的牛奶。
1. 宝宝清醒的时候，竖着抱起他（她）。
2. 用纸杯贴在宝宝的下唇上，一点点喂。
3.  配合宝宝的节奏，慢慢地喂。一下子喝太多的话宝宝也会很难受，

一次喂奶 30 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适当增加喂奶次数是没问题的。

问 3	 使用液体牛奶的注意事项是 ?

答 3	 开封后马上喂，剩下的就扔掉吧 !

灾害时，没有水和加热条件的情况下，液体牛奶不需要调乳就可以直
接饮用，很方便。和奶粉一样，没有干净的奶瓶或奶嘴的时候，可以
用纸杯、普通杯子、汤匙等。支援物资中有时也包括外国产品。使用
期限的日期表示，日本和国外是不同的，需要注意。如果宝宝从来没
有喂过液体牛奶，那么试着一点一点地喂。对于一直母乳喂养的宝宝，
没有必要勉强喂液体牛奶。请先坚持母乳喂养，这样宝宝的情绪也会
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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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4	 奶粉、液体牛奶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

答 4	 如果有凉开水和砂糖的话，可以暂时解决问题。

1 杯（约 200 毫升）凉开水，加入 1 汤匙砂糖溶解喂给宝宝，或者米汤（粥
的上清）也是可以的。吃母乳的话，孩子和妈妈的心情都会稍微平静
一些（也可促进母乳再次分泌）。如果是过了 6 个月的宝宝，可以把米
饭和香蕉捣碎，用开水冲一下等作为离乳食来补充（用开水冲溶宝宝
用煎饼也是可以的）。

问 5	 怎样做到不让宝宝受凉 ?

答 5	 利用手头的东西，比如毛巾就可以。

注意在不妨碍呼吸的前提下 ,“衣服、毛巾或者妈妈的披肩叠上几层”，
“雨衣或者保鲜膜等都可以遮挡冷气”“戴上帽子”“把报纸，纸箱等铺
在地板上”“纸箱里铺上报纸或毛巾，让婴儿睡在里面”等都是可行的
办法。和妈妈一起盖上毛毯会比较暖和。按摩手脚也有御寒效果。如
果是低月龄的小宝宝，皮肤直接接触被搂着的话，妈妈的体温可以直
接传达。能开心地笑，有精神地哭的话就没问题。“脸色不好，没精神”
的时候，就要马上联系医护人员。

问 6	 	没有条件保持清洁（不能洗澡，不能擦屁股等）的
时候怎么办？

答 6	 用少量的温水清洗皮肤。

脸→手→身体（胸、腹）→后背→腿→屁股周围，依次擦拭身体。用
温水拧干的毛巾去除污渍，再用干毛巾拭干身体。肥皂用手打起泡，
用湿毛巾多擦几次，不要残留肥皂的成分在宝宝皮肤上。没有毛巾的
时候用纸巾也可以。如果有多余的温水，可以冲洗外阴部。如果毛巾
有富余的话，最后用干毛巾擦干。

问 7	纸尿布不够，或者没有了的时候，该怎么做？

答 7	 	手头有的纸尿布要最大限度使用，	
另外用购物袋和毛巾也可代替纸尿布。

纸尿裤外面是防水的，可以重复用几次。如果手头纸尿布不够了，可
以在里面铺上卫生巾、毛巾、漂白布等，弄脏了这些吸收体可以取下，
外面的纸尿裤留下可以作为尿布罩使用。使用后的布尿片在溶解了氧
漂白剂和洗涤剂的桶里浸泡后，清水漂洗晒干就可以再使用了。也可
以用购物袋和毛巾代用纸尿布。
1. 用剪刀剪开购物袋的提手和侧面。
2.  展开放上毛巾。在毛巾上再铺上一层纱布或者抓绒布的话，接粪便

的时候会很方便。
3. 系上袋子的提手。

问 8	 	如何防止纸尿布皮肤过敏 ?	
发生了纸尿布皮肤过敏，该怎么办 ?

答 8	 	纸尿布皮肤过敏的预防与治疗的对策基本上是一样
的。

1. 用湿纸巾或一次性布把大便擦干净。
2.  用装在塑料瓶里的温水（如果没有的话，妈妈可用体温将凉水暖温）

清洗屁股。
3. 每天用肥皂水清洗一次，然后用温水冲洗干净（一天一次就足够了）。
4.  用干布拭干水分，充分干燥后再敷尿布。关键是要尽量保持干燥，

不要在潮湿的状态下盖上尿布。

问 9	 湿疹严重了怎么办 ?

答 9	 尽可能做好皮肤护理就没问题。

婴儿的湿疹会随着成长而自然痊愈。在发生灾害的时候，尽可能的进
行皮肤护理就可以了。将普通肥皂充分打起泡沫，然后清洗干净，不
要残留肥皂。用棉花蘸上婴儿油或者橄榄油，再清洗，黄色痂皮很容
易洗掉。皮肤干了，涂上白色凡士林等。如果皮肤发红或发痒，可以
薄薄的涂上一层护肤霜。突然出了疹子，发烧，精神状态不好，或者
疹子带脓点，湿疹长期不愈的情况下，请咨询医护人员。

问 10	 便秘怎么办 ?

答 10	 建议顺时针按摩腹部。

让宝宝仰面躺着，妈妈的手，顺时针按摩宝宝的腹部。另外，让宝宝
仰卧，握住两只脚丫前后左右移动也会有效果。如果这样还是不出大便，
看起来很痛苦，肚子比平时胀得厉害的时候，可以用手指轻按肛门周
围试着按摩。如果有棉签的话，把棉签头（有棉花的部分）弄湿，放
进肛门 2 厘米左右，轻轻地慢慢转动。如果有凡士林或油的话，可以
用来沾湿棉签头。没有的话，用妈妈的唾液或水也可以。仍然没有改善，
就请咨询医护人员。

购物袋

购物袋 系上提手，
完成！！

叠平整

毛巾或者
漂白布

适用于在受灾地避难所生活的婴儿的
常见问题集



问 11	 拉肚子怎么办 ?

答 11	注意补充水分。

即使是拉肚子，喝母乳或牛奶，每天拉肚子的次数在 4 ~ 5 次，或者
还可以区分开大便和小便的话，就不用太担心。喂母乳、牛奶、婴儿
用离子饮料等。拉肚子的时候容易造成纸尿布皮肤过敏，所以要注意（参
照问 8）。但是，如果小宝宝不进食母乳和牛奶等水分，溢出尿布程度
的腹泻 1 日发生 5 次以上的时候，就要咨询医护人员了。换完尿布后，
要尽可能洗手或酒精消毒。

问 12	 发生呕吐了，怎么办 ?

答 12	 	即使呕吐了，只要精神状态好，	
能喝母乳或牛奶就没有太大问题。

小宝宝因为一点小情况就会呕吐。如果吐了之后精神状态还好，正常
喝母乳或牛奶的话，就可以观察一下看看情况再说。从嘴里吐出来的“溢
乳”，也不必担心。因为病毒性胃肠炎等呕吐不停的话，喂奶成为刺激
又会呕吐。连续呕吐 2 ~ 3 次的时候，什么也别喂，让肚子休息 2 ~ 
3 个小时，然后喂少量的水分（母乳、牛奶或婴儿用离子饮料），如果
不吐了，再逐渐加量。呕吐持续 2 ~ 3 天，不仅呕吐还拉肚子，没尿，
感觉没力气的时候，要向医护人员咨询。另外，出生不满 3 个月的婴儿，
有发烧，脸色不好、昏沉沉的时候要马上向医护人员咨询。

问 13	 	流鼻涕，鼻塞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时候，	
该怎么办 ?

答 13	 	如果正常进食母乳或牛奶，	
即使流鼻涕，宝宝也不会有问题。

宝宝流鼻涕或者鼻塞，喂奶的时候看起来会很痛苦，不能一次喝很多，
只要喝也没大关系。中间可以休息一下，一点一点地喂。有鼻涕只要
擦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觉得鼻涕太多，大人可以用嘴慢慢帮宝宝把
鼻涕吸干净。另外，从前就有这样的说法，妈妈有母乳，只要往鼻孔
里滴入 2 ~ 3 滴，宝宝鼻子的通气就会变好。如果发生喝奶明显减少，
呼吸时有喉咙下凹等看起来很痛苦的情况的时候，要向医护人员咨询。

问 14	咳嗽或喘得厉害时，该怎么办 ?

答 14	睡得好，能正常喝奶就没有大问题。

即使有咳嗽，喘，只要睡得好，能正常喝奶就没有大问题。如果一次
喝太多不舒服的话，可以少量多次地喂。因为咳嗽，喘，不睡觉，呼
吸痛苦，咳嗽时发生呕吐，不能正常喝奶（吸力弱，量在平时的一半

以下），宝宝咳嗽的声音像小狗或海狗叫的时候，要尽快向医务人员咨
询。

问 15	 		（手头没有体温计）感觉发烧的时候，该怎么做？

答 15	 	可以和平时一样“喝、睡、玩”就没问题。

小宝宝的体温调节功能还不够完善，即使不生病，一点小情况也会导
致体温上升。请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离暖风近，室温过高、穿得过多
等情况。即使发烧，如果和平时一样（喝奶、睡觉、玩耍 = 精神好），
就不会有问题。如果发烧的话，很容易脱水，所以要多喂些母乳、牛奶、
水等，注意观察。3 个月以内的婴儿，反复呕吐，不吃奶，没力气的话，
就要向身边的医护人员咨询。

问 16	 	妈妈感觉到疲劳、压力大的时候，该怎么办 ?

答 16	 	你已经很努力，向家人或周围的人请求帮助吧。

灾害的时候，谁都会有“睡不着，什么都不想做，烦躁，敏感，不安”
的情况。更何况是每天照顾着宝宝的妈妈，感到压力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能全部由一个人来承担，要向家人和周围的人寻求帮助。即使把宝
宝短时间找人托管一下也会得到一些缓解。准备哺乳室和有孩子的家
庭的房间，给孩子们提供玩的地方和时间等，有时需要大家一起来商
量。症状多在几个月后自然缓解，如果感觉痛苦或长期得不到缓解的话，
就请咨询医护人员。

问 17	 晚上哭得厉害，该怎么办 ?

答 17		小宝宝也会经常感到不安，抱抱他（她）吧。

在普通的生活中，宝宝晚上也会哭。灾害的时候，大人都会感到不安，
小宝宝晚上也想哭吧。喂奶、换尿布、冷热调节等做了之后还是哭个
不停时，不要急着让孩子停止哭泣，要温柔地抱起来。如果考虑到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可以稍微远离现在的地方，让他（她）呼吸一下外
面的空气也许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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