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内说法

妻子产后瞒着丈夫配回奶药断奶
丈夫怒斥医院草率夺其“ 哺乳权”
律师：哺乳权在法律上仅属于女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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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来医院打回奶针或者吃回
奶药断奶的妈妈到底多不多呢？记者采访
中发现，这些妈妈还真不少，但是大多数
和自身的身体状况有关。

一家医院乳腺科的孙主任告诉记者，
目前来医院打回奶针或者使用回奶药物
的妈妈确实不少，主要原因和她们的身体
本身有关。一部分妈妈自己患有乙型肝
炎，怕传染给宝宝，所以在生产完之后，不
得不随即断奶。还有部分妈妈患有乳腺

炎，也不适合母乳喂养。此外，还有部分妈
妈就如同记者看到的王女士一样，奶水过
多，乳房胀痛地让妈妈们受不了，只能借
助于回奶针。

除了上述情况，还有的妈妈想打回奶
针则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当然，偶尔也会遇到个别情况，妈妈
为了保持身材，在生完孩子后选择用奶
粉喂养。在她们看来，母乳喂养会让自己
的身材走样，而且只要食用好一点的奶

粉，一样可以给予宝宝足够的营养。遇到
这种情况，医生会对妈妈提出建议，告知
母乳喂养的种种好处，但是遇到固执的
妈妈，医院最终也只能放弃。“ 打回奶针
或者吃回奶药并不需要家人的签字许
可，妈妈一个人前来医院，只要她坚持，
医院也没办法。”

一位业内人士告知记者，妈妈瞒着家
人来打回奶针的现象确实存在，这种做法
往往会激发家庭矛盾。

又是一波婴儿
潮的到来。在完成
身份的升级后，新
妈妈们遇到的第一
项挑战就是母乳喂
养。然而对于身材
走样的担忧，奶结
疼痛的害怕，令不
少新妈妈在尚未直
面这一问题前，就
打起了退堂鼓。一
些妈妈甚至在生产
后，瞒着家人偷偷
服用回奶药，以求
迅速断奶。在孩子
的哺乳权被妻子剥
夺后，个别新爸爸
们提出，男性也应
该拥有哺乳权，在
夫妻双方尚未得到
共识时，妻子单方
面 不 能 给 孩 子 断
奶，医院更不该随
意配发回奶药助长
这种行为。

本报记者 陈轶珺
顾金华

维护宝宝
被哺乳权

“ 哺乳权当然只是女性的权力。男人
都无法泌乳谈何哺乳权？”虽然认为哺乳
权是女性独享的权力，但是“ 网络母乳达
人”、公益短片《 母爱37度》 的主创者

“ 招弟妈” 非常认同新爸爸们应该加入
到支持母乳喂养队伍中来，并身体力行，
学习一定的母乳喂养知识，帮助妻子哺
育宝宝。

招弟妈说，在这一事件中，真正该保
护的并不是男性的哺乳权，而是孩子的被
哺乳权。“ 宝宝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因为
妈妈的无知甚至是一己私欲，宝宝们最重
要的权利之一被哺乳权，居然被自己的妈
妈剥夺了。”

虽然这两年母乳喂养的比例略有上
升，但是招弟妈说，这种现象在目前的中
国，并不鲜见，特别是大城市。不少妈妈会
自觉或不自觉地停止母乳。“ 这最主要的
原因是我国目前母乳喂养的环境堪忧。层
出不穷的奶粉广告，‘ 母乳喂养身材走
样’、‘ 母乳喂养到半年就没营养了’、

‘ 吃母乳的宝宝长不胖’等真假难辨的概
念，仍在不同程度上动摇着年轻妈妈们脆
弱的神经。”

“ 因为新妈妈们不懂得相关的母乳
喂养知识，也没有相应的获取这些知识
的渠道。很多新妈妈从孕期开始就看育
儿方面的书，订杂志，还参加医院的相关
培训，但是系统的母乳喂养知识是很少被
提及的，仅有的一些还可能是错误的。所
以部分新妈妈们会因无知而生惧，对母乳
喂养打退堂鼓。只有让母乳喂养好的观念
深入人心，并使每一个新妈妈能够掌握
正确系统的母乳喂养知识，才能使每一
个妈妈重视自己的哺乳权，行使好自己
的哺乳权。”

母乳喂养毕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关人士建议，婴儿出生后6个月要纯母
乳喂养，并建议产妇坚持哺乳，这是哺育
婴儿的最理想方式。因为母乳中含有多量
抗体，年轻妈妈母乳喂养，可以使新生儿
从母乳中获得免疫体，让婴儿少得传染
病。喂母乳也可促进母亲子宫收缩，保持
良好身材，所以母乳喂养对宝宝和母亲都
有很大益处。

将优育落到实处
保证双方哺乳权

我国一直提倡优生优育，但何谓优
育？在随机对10多位准妈妈采访时，每个
人都给了记者唯一的答案。“ 那第一步当
然是母乳喂养。”

业内有关人士表示：“ 如果婴儿生下
来，母亲却不母乳，这算是‘ 优育’了？新
生儿得不到世界卫生组织大力倡导的

“ 母乳喂养”，这应该是一些部门的工作
失职。其实男性的哺乳权与女性是密切
不可分的。如果母亲不哺乳，应该由相关
部门应该进行调查，了解这是个案还是
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协调医疗部门
和食品及药物管理部门等政府部门进行
研究，寻找解决方案。‘ 哺乳权’更应该
是计生部门为妇女‘ 誓死捍卫’的神圣
权利！‘ 妇联’ 并没有强制性的行政权
力，计生部门应该协调劳动、人事、工商、
妇联等机构，设法保障哺乳期女工的‘ 哺
乳权’。”

记者 陈轶珺

在这波来势汹汹的龙宝婴儿潮中上
海中金公司的俞小姐完成了身份的转化。
25岁升格做了一名母亲，俞小姐坦言她其
实尚未做好准备，“ 至少在母乳喂养上，我
实在没有为孩子做出牺牲的准备。”

即便是母亲“ 母乳最好” 的好言相
劝，丈夫用名包名表的重金相诱，抑或是
铺天盖地的奶粉负面新闻，都不曾动摇俞
小姐给宝宝喂配方奶的决心。俞小姐的理
由很简单，她不希望母乳喂养令其怀孕时
建立的傲人身材走样。“ 我听说开奶特别
痛，本来生孩子已经够痛了，还要忍受再
一波的痛苦，周围几个生完孩子的同事都
不同程度存在奶水不足的现象，都需要额
外添加配方奶。既然如此，还不如完全给
孩子喂奶粉来得省事。”

不过与俞小姐同岁的丈夫王先生，观
念却比妻子传统的多。“ 金水银水不如妈
妈的奶水，再好的奶粉也没有妈妈的乳汁
好，更何况在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的年代，哪有完全可靠的奶粉啊。”自妻子
怀孕后，王先生就一直在灌输妻子“ 母乳
最好”的理念，甚至早早储存了几个“ 金
牌开奶师”的电话，已备妻子产后无奶之
需。无奈妻子一直不为所动，在俞小姐怀
孕晚期，夫妻间还为此事发生过口角。

在上海一家三甲综合性医院剖腹诞下
女儿后，俞小姐就瞒着丈夫让医生给她配了
回奶药。俞小姐说，医生起初并不同意她的
做法，也曾试图劝阻她，希望她能母乳喂养
至少6个月。但她心意已决，不为所动。在家人
面前，俞小姐一直以自己产后无奶搪塞。

一直未等到女儿喝上初乳的王先生
终于知道妻子服用回奶药的实情。面对尚
在月子中身体虚弱的妻子，他敢怒却不敢
言，只能掉转枪头，将孩子没有喝上母乳
归咎是医院的责任，是医生没有做到向家
属的告知义务，才令孩子丧失了被母乳喂
养的权力。“ 医院在配发回奶药时，应该询
问丈夫的意见，必须在丈夫签字认可后，
才能进行药物干预断奶。“ 毕竟抚养孩子
是夫妻两个人的事，男人在哺乳上也该拥
有决定的权力，医院的草率行为其实是剥
夺了孩子父亲的哺乳权。”

王先生找到医院，要求医生为此事道
歉。但医生却感到荒唐可笑，“ 且不说男人
有没有哺乳权，就单单回奶药而言，它不
是什么禁忌类药物，无需向家属告知。”

个案 俞小姐瞒着丈夫让医生给她配回奶药

调查 的确有女性为保持身材吃回奶药

“ 母乳喂养是提倡，但不是强制，有些
人身体有缺陷或有疾病，生理上无法母乳
哺育的也有，所以法律没法强制，因此也
没有法律制约不行使哺乳权的女性。”婚
姻法研究者、上海华荣律师事务所朱平晟
律师告诉记者，“ 在以往的法律中，男性是
没有生育权和哺乳权的。然而随着近年
来，由生育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日益增
多，因此去年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九条规定，‘ 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
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
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
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即

如果女方单方中止妊娠或不愿生育导致
夫妻感情破裂的，男方可以以此为由起诉
离婚并得到法院支持。这条新规从一定程
度上保障了男性的生育权，但哺乳问题还
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哺乳权在法律上
目前还是仅属于女性的权利。”

作为一个男性，朱平晟律师说，他深
知在哺乳问题上男人所处的被动地位。

“ 只能说这是一个家庭内部矛盾，如果女
方不愿哺乳，男方单以这个理由提出离婚
的是无法获得支持，因为婚姻法出于保护
女性的角度出发规定在分娩后一年内男
方不得提出离婚。他只能通过开导、劝说

去说服妻子，但没有权利去强制妻子哺
乳。当然，作为哺乳权的唯一拥有者女方
也应慎重考虑，一方面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着想，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婚姻，一旦
因哺乳导致感情出现裂痕，婚姻关系走向
破裂（ 分娩一年后男方可以起诉离婚），
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朱平晟认为，以目前的法律来说，男
性也没有权力要求医院去维护其知情权。

“ 因为女性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如果
她本人亲自强烈这样要求终止哺乳，医院
在确保其健康的情况下只能满足其要求，
没有特别的义务通知其家属。”

余儒文 绘

律师说法 男性地位被动 尚无“ 哺乳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