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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即將為人父母，除喜悅與期待外，想必您及家人也會開始學習並規畫

如何照顧嬰兒；在醫院是以家庭為中心的護理照護，滿足嬰兒生理和心理發

展需求，可以選擇 24小時親子同室、12小時親子同室或非親子同室。請照

著以下步驟，依照您的需求及所在乎的事情，逐一討論，希望能幫助您做出

適合的選擇。

健康狀況良好的孕產婦（家人）及嬰兒

前言

適用對象 / 適用狀況

嬰兒剛離開溫暖的子宮來到不一樣的環境，是非常有壓力且沒有安全感，提

供嬰兒類似子宮的環境，有母親及家人的陪伴，能讓嬰兒比較適應，可選擇

親子同室。有部分母親及家人感到心理和體力上負擔，可選擇將嬰兒留在嬰

兒室由護理師照顧，目前有以下三種選擇：

照顧選項簡介

24小時親子同室 12小時親子同室 非親子同室

每日與嬰兒同住，護理
師隨時協助照顧嬰兒，
只有洗澡或執行醫療檢
查時離開身邊約 1 小
時內。

每日與嬰兒同住半天，
同住期間護理師隨時協
助照顧嬰兒，非同住期
間嬰兒留在嬰兒室，母
親只在餵奶時至嬰兒室
哺餵。

每日嬰兒都留在嬰兒
室，母親只在餵奶時
至嬰兒室哺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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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時親子同室

優

點

◆使新生兒有安全感。
◆熟悉嬰兒照顧技巧。
◆促進親子關係。
◆母乳哺育較容易成功。

缺

點

◇同病房間容易互相干擾。
◇休息容易中斷。
◇會有心理壓力。

12小時親子同室

優

點

◆可以獲得部份24小時親子同室的
　優點。
◆ 有一段時間可以休息。

缺

點

◇嬰兒與母親分開時，母親須往返
　嬰兒室餵奶，須隨時等候嬰兒室
　通知，無法獲得適當休息。
◇無法依嬰兒想喝奶表徵，隨時哺
　乳，影響持續泌乳。
◇會有心理壓力。

非親子同室

優

點

◆嬰兒在嬰兒室由護理師照顧。
◆母親比較可以休息。

缺

點

◇嬰兒可能有集體感染的風險。
◇新生兒無法獲得安全感。
◇無法隨時看到嬰兒。
◇嬰兒想喝奶時無法即時得到母親
　哺餵。
◇母親奶水分泌可能較不順暢。
◇可能會造成傷口不舒服。
◇分離照顧。

一、選項的比較



4

二、您選擇照顧方式會在意的項目有什麼? 以及在意的程度為何？

      請圈選下列考量項目，0 分代表對您完全不在意，5 分代表對您非常在意

考量項目 完全不在意       在意程度           非常在意

能隨時親餵嬰兒母乳 0 1 2 3 4 5

可以隨時接觸到嬰兒 0 1 2 3 4 5

及早學習照顧新生兒的相關知識與技巧 0 1 2 3 4 5

家人與嬰兒有較多相處時間 0 1 2 3 4 5

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0 1 2 3 4 5

我的傷口痛會不舒服 0 1 2 3 4 5

嬰兒可能干擾我或同室產婦休息 0 1 2 3 4 5

1. 親子同室嬰兒會較快學會喝母奶。                                         □對   □不對   □不確定

2. 親子同室嬰兒會和我睡在同一張床上。                                 □對   □不對   □不確定

3. 親子同室可以增加媽媽的休息時間。                                     □對   □不對   □不確定

4.
非親子同室因嬰兒放在嬰兒室，可能有集
中感染風險。 □對   □不對   □不確定

5.
非親子同室增加媽媽走路的機會，可能會
造成傷口不舒服。 □對   □不對   □不確定

□ 24小時親子同室

□ 12小時親子同室

□ 非親子同室

四、您現在確認好嬰兒照顧方式了嗎？

請您勾選：

三、您對選項的認知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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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分：□孕(產)婦本人  □孕(產)婦家屬 

2. 性別：□女性  □男性 

3. 請問您的年齡： 

□18歲以下  □19到29歲  □30到39歲  □40到49歲  □50到59歲  □60歲以上 

4.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國中畢  □高中職畢  □大專/學畢  □碩士 □博士或以上 

5. 這次主要與您一同看輔助工具，參與醫療決策的人為：

□自己一人  □配偶  □其他家人  □其他______

本文件於111年6月23日完成，製作文件內容僅供參考，詳情請與您的主治
醫師及醫療團隊討論

有助於您更瞭解親子同室或非親子同室選項優、缺點的
內容? □是    □否

在看此輔助工具「前」，面對24小時親子同室、12小時

親子同室或非親子同室的決定您感到徬徨?
□是    □否

看了此輔助工具「後」，面對24小時親子同室、12小時

親子同室或非親子同室的決定您仍感到徬徨?
□是    □否

看完了此份輔助文件，它能協助您做出最適合的選擇? □是    □否

對於使用此份輔助工具的看法

填答人基本資料 

說明人：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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