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乳哺育醫療學會臨床程序 

 

 

一些常見的醫療問題常影響母哺乳哺育的成效，而母乳哺育醫療學會的主要

目標就是發展出可以處理相關醫療問題的臨床程序。這些臨床程序只用來作為照

顧哺乳母親與嬰兒的方針，而非絕對的治療方式或是醫療照護的標準。根據個別

病人的需求而有治療上的差異可能是適當的。 
 

母乳哺育醫療學會臨床程序8: 

母乳保存資料－供健康足月嬰兒居家使用 

 

保存器皿 

1. 長期保存母奶時，較建議使用硬身的保存容器，例如：硬塑膠奶瓶或玻璃奶

瓶。這些容器必須要有密閉氣密的封口。 

2. 塑膠母奶保存袋只適合少於 72 小時的短期保存。較不建議使用塑膠袋長期保

存是因為母奶可能溢出、漏出或比硬身容器更容易受汙染。而且，母奶中某

些重要的成份可能會附著在軟塑膠袋子中而流失。 

 

一般指示 

1. 以手擠奶或以擠奶器擠奶前務必先洗手。 

2. 用來擠奶及存放的工具，請先用温熱肥皂水清潔，再沖洗乾淨。假如有可能，

用洗碗機清洗是能接受的；洗碗機的水有加熱，可能會增加清潔效果。若沒

有洗碗機，可水洗器具後，建議再將容器煮沸；在那些水源可能不乾淨的地

方，煮沸特別重要。 

3. 以小量方式儲存以減少浪費。開始以交替方式餵食時，多數母奶哺餵嬰兒，

每次需要的奶量約在 2-4 盎司（約 60-120cc）。可儲存幾份約 2 盎司（60cc）

的母奶，假如寶寶吃完了一份仍肚子餓時，可以再餵他另一份小包裝的母奶，

以免解凍大包裝的母奶後，但又因吃不完而丟掉浪費了。 

4. 考慮分別儲存少量的母奶[每份約 1-2 盎司=約 30-60cc]以備不時之需；尤其請

別人代為照顧時，少量的奶水就能取悅小寶貝，使他快樂地等待母親回來照

顧他。 

5. 一天當中的多次擠奶，可以放在同一個儲存皿，以收集到所希望的量；但新



擠出來的奶水，要先放在冰箱冷藏室，先行冷卻至少 1 小時，或放在有冰塊/

冰寶的冰桶中冷卻超過 1 小時後，才倒入同一天內先前擠出來且已經冷藏的

舊奶中。 

6. 千萬別把溫暖的奶水，直接加進冷凍的母奶中。因為這樣做，會使冷凍奶部

份解凍。 

7. 不同天擠出的母奶，要各別分開儲存。 

8. 請別將容器裝滿，因為奶水在冰存後會膨脹，所以保存袋或奶瓶等器皿要預

留一點空間。 

9. 若可以的話，請用防水標纎及防水墨水（油性筆）清楚寫下擠奶時間，標示

在儲奶瓶上。 

10. 請清楚寫上寶寶名字及擠奶日期（給托嬰中心使用時）。  

11. 儲存後的母奶會分層，此屬正常現象，因為奶水未經過均質化處理；油脂會

浮在奶水上層，看起來較濃、較白。在餵食前輕輕旋轉儲奶器，就可把油層

重新混合到奶水中。避免粗暴地搖晃母奶。 

12. 母奶的顏色可能每天會有不同，顏色的變化跟當時母親飲食有關。奶水可能

看起來是藍色、黃色、或咖啡色。冷凍過的母奶聞起來的味道有別於新鮮母

奶，但若寶寶能接受這些母奶，實在沒有理由不用它。 

 

母奶保存守則 

1. 在室温中（>77oF或 25oC）時，母奶可保存 6–8 小時，温度若高於 77oF（25oC）

存放在室温下，可能不安全。存放時保存器上應蓋上蓋子，盡量放低温處，

在保存器上覆蓋冷毛巾，可以保持母奶冰冷。 

2. 母奶存放在一個已內置冰冷過的冰寶且具有絕緣效果的保冷袋中，可存放 24

小時。 

3. 母奶可安全的冰存在冰箱冷藏室內（39oF 或 4oC）５天；要把母奶存放冰箱

深處，切莫把母奶放置於冰箱門上。（因為冰箱門易失温，冰箱內部近出風口，

温度最冷、最穩定。） 

4. 母奶保存之方式，决定了母奶能冰存的時間長短。一般來說，放置母奶於冰

箱深處--靠近背部的地方，那裡的温度最穩定。若能良好存放，母奶內的脂

肪裂解可減至最低程度。適當的保存母奶和保存時間的長短範圍，表列於下： 

a. 冰箱的冷凍格內（5oF 或 -15oC）：２星期 

b. 有獨立門的冰箱或冷凍室（0oF或-18oC）：３至６個月 

c. 上掀式冷凍櫃的深處、或不常開門而能保存理想温度的冷凍室（-4oF 或

-20oC）：６至１２個月 

5. 以上守則只適用於健康足月嬰兒，若生病中、住院中或早產兒則有不同的指

引。 

 



母奶的退冰或回溫 

1. 每次都必需先吃「最早擠出來」的母奶。 

2. 嬰兒可直接飲用涼的、室温的或温熱的母奶。 

3. 若要回溫母奶，可於使用前一夜先放入冰箱中；或把母奶保存器置於流動的

熱水下，輕輕搖晃回温；或靜置於一碗熱水中回溫。 

4. 切勿讓碗中用來回溫的熱水，或水龍頭中熱水浸到保存器的封口。 

5. 母奶退冰後，可存放冰箱中 24 小時。 

6. 千萬不要用微波爐或火爐直接加熱母奶；這樣做容易燙傷寶寶，而且會破壞

母奶中的抗體。 

7. 旋轉母奶保存器，可把乳霜狀的脂肪，再溶進奶水中，且可以使熱度平均分

佈。切記別攪拌母奶。 

8. 已餵食過，仍未吃完的母奶必需丟棄，勿再重覆使用。 

9. 跟所有食物一樣，母奶若已退冰或部份退冰，切勿再予以冷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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