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母乳喂养周(#WBW2020) 
2020年8月1日至7日 

由世界母乳喂养行动联盟(WABA)协调 



介绍 

 世界母乳喂养行动联盟 (WABA)于1991年2月14日成立。WABA是
一个由个人和组织组成的全球网络，致力于保护、促进和支持全

球母乳喂养。 

WABA协调全球 世界母乳喂养周 (WBW)活动，旨在为母乳喂养和
相关问题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和激励行动。 

自2016年以来，我们将WBW活动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保持一致。我们称之为世界母乳喂养周-可持续发展目标

(WBW-SDGs)宣传活动。 

http://waba.org.my/
https://waba.org.my/wbw/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世界母乳喂养周-可持续发展目标(WBW-SDGs)宣传活动 

WABA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归为 4个主题领域 主题彼此相
关并且与母乳喂养有关。截止于2029年，活动将以循环方式

宣传这四个主题领域。 

2030年的工作将围绕评估我们的进展、克服挑战和规划超越
可持续发展目标展开。 

WBW2016 为每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母乳喂养之间建立了联系。
WBW2017 强调了为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的重要性。
WBW2018 巩固母乳喂养为生命的基础。WBW2019 着力于赋

予父母实现母乳喂养的自主权。 

2020年世界母乳喂养周(#WBW2020)则强调母乳喂养与地球健
康之间的联系。 

http://worldbreastfeedingweek.org/2016/images/wbw2016-af-eng.jpg
http://worldbreastfeedingweek.org/2016/
http://worldbreastfeedingweek.org/2017/
http://worldbreastfeedingweek.org/2018/
https://worldbreastfeedingweek.org/2019/


#WBW2020 

母乳喂养是拯救婴儿生命和改善个人和国家健康、社会和经济
发展的 最佳投资方式 之一。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都是
重要的战略，我们必须与母乳喂养活动内外的行动者合作。 

人与地球的相互关联性要求我们必
须找到双赢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我
们可以从喂养婴儿的方式开始来减

少碳足迹和生态足迹。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5)01044-2/fulltext




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我们的食品生产系统和消费模式是导致气候变化和环
境恶化的重要因素 

挑战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破坏，以及主要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至少达到了过
去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 

虽然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医疗领域有了长足进步，但仍出现了一些新的挑
战，例如自然灾害、像目前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爆发以
及医疗系统的不健全。 

母乳是我们人类食用的第一种食物，也是可持续粮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另一方面，用母乳代用品(BMS)喂养也助长了这些问题，而且这一
现象越来越严重。 



扩大最佳母乳喂养的范围，每年可防止超过823 000名儿童和20 000名产
妇死亡。非母乳喂养与智力低下有关，并导致每年约3020亿美元的经济
损失。 

每年新生的婴儿中，只有40%的婴儿在头6个月是纯母乳喂养的，45%的
婴儿持续母乳喂养长达2年。通常，无论是在卫生系统、工作场所还是社
区，都缺乏对母乳喂养的支持。 



直接母乳喂养和手挤母乳在减少浪费、节约能源和其他资源方面是有效
的。 

奶牛养殖业通常会释放大量的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此外，母乳代用品
的制造、包装、分销和准备过程需要能源和水。所有这些都会对环境造
成影响，而且用奶粉喂养一百万婴儿两年，平均需要约1.5亿罐奶粉。 



可持续发展既满足了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的利益。 

 

我们必须加强对话，呼吁进行更强有力的研究，并敦促所有
相关部门采取行动。 

解决方案 



❖ 使关于母乳喂养和婴幼儿喂养的国家、国际政
策和指导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和其他环境/气
候倡议保持一致。 

❖ 确保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包括在紧急情况下，
加强对普通民众的爱婴医院行动和母乳喂养咨
询。 

❖ 提高决策者的意识，认识到母乳喂养对粮食安
全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贡献。 

❖ 倡导相关政策以减少母乳代用品行业的碳排放。 

❖ 确保《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和相关的世
界卫生大会决议得到充分的实施和监控。 

❖ 将国际劳工组织《产妇保护公约》第183号作
为最低标准，制定带薪休假和工作场所母乳喂
养政策。 

可持续发展目
标作为地球健
康的框架 



❖ 提倡为改善政策和干预措施而加强资助、监测
和实施，为家庭提供所需的母乳喂养支持，尤
其是母乳喂养咨询。 

❖ 使用各种通讯技术和影响者，向社区通报配方
奶粉喂养对环境的影响。 

❖ 鼓励记者和媒体发起公众对母乳喂养与环境/
气候变化之间联系的辩论。 

❖ 分配资源以进行有关母乳替代品对气候/环境
影响的其他研究。 

❖ 收集有关紧急情况下不同婴幼儿喂养政策和计
划的影响的系统数据。 

 

社会支持 



❖ 提倡所有妇女/有幼儿的父母从医疗机构和社
区有机会获得专业的母乳喂养咨询。 

❖ 在所有医疗机构包括私立医院实施爱婴医院
行动2018年修订版行为指南。 

❖ 为社区团体分配资源，以便能够在妇女/父母
身边提供基本的母乳喂养咨询和其他形式的
支持。 

母乳喂养咨询
至关重要 



❖ 倡导持续的产前和产后母乳喂养咨询联系，以
维持最佳的母乳喂养。 

❖ 通过确定关键行为者及其在最初1000天中的作
用，并将其相互联系起来，打造一条支持母乳
喂养的温暖链。 

❖ 让父亲/伴侣和家庭支持分担家庭责任以及照顾
母乳喂养的母子。 

❖ 加入母亲/父母支持小组，并与社区中的其他人
分享经验，使母乳喂养正常化。 

❖ 为虚拟和在线活动开发创意，以吸引#WBW 
2020的目标受众。 

最初1000天的
持续支持 



❖ 致力于不同级别的医护人员、哺乳顾问、社区
卫生工作者和非专业/同侪支持者的统一培训方
案。 

❖ 提倡在各级安排受过适当训练和有技能的工作
人员：同侪支助者、医护人员、哺乳顾问和专
家。 

❖ 促进扩大现有的母乳喂养培训工具和计划，包
括在线、数字和网络学习方式以及面对面的临
床和其他实践教学。 

❖ 与学龄儿童，学生，青年和社交媒体影响者进
行沟通，以传播对母乳喂养对地球健康的重要
性的关注。 

培养各层次知
识和技能 



不落下任何
人 

❖ 促进使用有据可依的国际婴幼儿喂养指南来制定国
家行动计划和交流信息。 

❖ 确保母乳喂养的保护、促进和支持明确包含在国家
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中。 

❖ 告知所有卫生工作者，社区团体和公众关于母乳喂
养在国家和社区备灾计划中的重要性。 

❖ 通过开发适当且统一的交流信息，加强针对家庭和
社区所有成员对母乳喂养家庭的支持。 

❖ 强调手挤母乳，在安全的情况下适当使用吸奶器，
正确地储存和准备母乳、奶杯喂养、保持母乳供应、
追奶和奶妈喂养。 

❖ 通过母乳库或其他适当的社区举措，确保有需要的
婴儿可以使用捐赠母乳。 



以温暖的支持链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使所有妇女/父母都能进行最佳的母乳喂养。 

 

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实现人类与地球的双赢局面。 



庆祝＃WBW2020的5种方式 
1. 与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 

a. 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母乳喂养经历和所需的支持 

b. 您对母乳喂养与环境/气候变化之间联系的看法 

2. 宣誓 和报告#WBW2020活动（实体和/或虚拟） 

3. 收听我们的#WBW2020播客，并向我们发送您的问题/评论 

4. 参加#WBW2020有问必答环节(AMA) 

5. 关注 WBW 网站 和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了解更
多活动创意和最新资讯 

告诉我们您将如何参与庆祝#WBW2020！ 

https://worldbreastfeedingweek.org/pledge/
https://worldbreastfeedingweek.org/pledge/
http://www.worldbreastfeedingweek.org/
http://www.worldbreastfeedingweek.org/
https://www.facebook.com/WABA.WBW/
https://twitter.com/WABAsecretariat
https://www.instagram.com/waba_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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