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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未婚人工流产女青年避孕知识、态度、

行为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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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未婚人工流产（人流）女青年的避孕知识、态度、行为以及影响避孕行为的因

素。方法 以 9#2"-*:- 的5"/:-0-75"/:--0 健康促进计划模式为基础的调查问卷，对 ;<= 例自愿要求人

工流产，年龄在 >? @ AB 岁的未婚女青年进行横断面的调查。结果 近 >A 个月以来，仅有 >;C 的女青

年坚持每次性行为都使用避孕方法，偶尔使用和从未使用者的比例分别为 A=C 和 ADC。在 AAB 例曾

经用过避孕方法的女青年中，最常用的方法分别是避孕套（BEC）、体外排精（A?C）、安全期（>=C）。

在从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的女青年中，D;C认为没想到会怀孕是最主要的不避孕的原因。F/G%6$%: 逐

步回归分析显示，女青年对避孕知识的了解，对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男友对避孕方法使用的态度，与

男友讨论避孕方法，对避孕服务可及性的感受是影响女青年既往避孕行为的主要因素。结论 亟需

对未婚青年开展有关避孕知识的性教育，提高对意外妊娠风险和人工流产并发症的认识，促进男性积

极参与避孕，加强性伴侣之间有关避孕方法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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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妊娠、未婚人工流产（人流）给未婚女青年

个人、家庭、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已是全球普遍关注的

问题。全球每年青少年意外妊娠至少导致 !"" 万不

安全流产［#］，而不安全流产是导致母亲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在我国，许多研究已经证明，随着改革开

放以来，未婚青年的性行为有着显著增加，未婚妊娠

也随之增加，由于在当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压力

下，$"%未婚妊娠的女青年选择了人工流产。虽然，

未婚女青年获得人工流产已不是一件难事，安全的

人工流产服务已非常普及，但是，一些由人工流产所

致的长期和短期并发症及心理影响仍然存在，并威

胁着未婚女青年的生殖健康。因此，为了减少未婚

女青年妊娠及人工流产的发生率，有必要对她们的

避孕行为及相关因素进行深入的探讨。

资料和方法

# &资料来源：本研究资料来源于北京市 ’ 个不

同区的 ( 家医院（妇儿医院和三级甲综合医院）。调

查时间为 #$$$ 年 ) * ## 月。调查对象是 ’"+ 名有北

京市户口，年龄在 !( 岁以下，未婚，性生活史 ! 次及

以上，自愿要求人流者。由经过培训的妇产科医生

和护士在调查对象就医后或人流术前进行面对面的

调查。

! & 方法：以 ,-./0120 的 3/4205063/42005 健康促

进计划模式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未

婚女青年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以及家庭背景，未婚女

青年的人流史，有关避孕方面的知识、态度，既往和

当前的避孕行为，对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对避孕

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的感受，以及男友对女青年

避孕行为的影响。

’ &统计分析：采用 7377 8 39 :&;进行数据的录

入和统计分析，采用!
! 检验和多因素 <4=>?@>2 回归方

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 &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被调查的未婚

女青年的年龄分布在 #) * !(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 &:岁，小 于 !" 岁 者 占 ;%。高 中 毕 业 者 约 占

()%，而大学毕业或正在读大学者占 ’:%。女青年

为公司的一般职员者占 ’"%，从事服务行业者（主

要为餐饮业、销售业、电讯业）占 !)%，而高中或大

学生占 #+%。此外，女青年与男友同居或独居者分

别占 !(%和 #"%。

! &调查对象的家庭背景及人工流产史：被调查

的大多数女青年的家庭背景状况良好。女青年的母

亲是高中或大学毕业者占 ;!%。仅有 #"%的女青

年来自父母离异或分居的家庭。有 +(%的女青年

是第一次妊娠。既往有 # 次或 # 次以上人工流产史

占 ’+%，其中 +"%的人曾经历过药物流产。

’ &调查对象对避孕知识的了解：$"%以上的女

青年听说过避孕套和口服避孕药，;"%以上听说过

安全期和体外排精方法以及(! &)%的人听说紧急避

孕药。然而，除体外排精方法外，知道正确使用其他

方法的女青年不到三分之一。这说明大多数女青年

对避孕知识缺乏真正了解。同时也提示随着计划生

育活动的宣传，在避孕方法的名称知晓上有了广泛

地普及，但在教育如何正确使用方面尚未成功。

( &调查对象对避孕方法的态度：女青年认为口

服避孕药对健康有损害和长期使用避孕措施会引起

不孕者分别占 :)%和 ("%。说明这些女青年对口

服避孕药不了解或有误解。此外，还有三分之一左

右的女青年认为使用避孕套会减少性欲（’)%）或感

到不舒服（’#%）或使用避孕方法太麻烦或耗时间

（’(%）。这些消极的态度有可能影响她们对高效避

孕措施的选择。

; &调查对象的避孕行为：

（#）既往避孕方法使用状况：在过去的 #! 个月

中从未使用过避孕方法与偶而使用者所占比例，分

别为 !:%和 !+%，经常使用者占 ’(%，但能坚持每

次性活动都采用避孕措施者仅占 #’%。说明未婚

女青年的避孕率是很低的。

（!）既往避孕措施使用的类型：共有 !!( 名女青

年曾使用过一种或多种避孕方法，根据她们对避孕

方法的喜好程度，按等级（首选、第二选、第三选）选

出 ’ 种曾使用过的方法。表 # 显示，避孕套、体外排

精、安全期是女青年最喜欢用的 ’ 种方法，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体外排精、安全期均为比较低效避孕方

法，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知识，方能掌握好，反之，极易

导致避孕失败。

（’）从未使用避孕方法的原因：有 )! 名女青年

从未使用过任何避孕措施。询问她们不采用避孕措

施的原因并按重要性的等级次序，选出 ’ 个主要原

因。结果显示，在 )! 名女青年中，:’% 的人认为最

重要原因是当她们有性活动时，没有想到会怀孕。

在回答有第二重要原因的 ;! 人中，除没想到会怀孕

仍排在第一外，其他原因比如发生性关系是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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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当时手上没有避孕工具；担心口服避孕药

的副作用；获得避孕药是很害羞的事以及使用避孕

药太麻烦分别排在第二、三、四位。由此可见，当有

性活动时，没有想到会怀孕是大多数女青年不避孕

的最重要的原因。

表! 未婚人流女青年既往使用避孕方法的类型分布

避孕方法 首选（!!" 人） 第二选（#"# 人）第三选（"$ 人）

避孕套 "% &# ’" &$ !% &!
体外排精 !( &( !’ &" #$ &$
安全期 #) &* !! &( !! &%
口服避孕药 ’ &# ) &( ! &#
紧急避孕药 ’ &# % &% !) &+
避孕药膜（膏） # &’ ’ &) ! &#

合 计 #++ &+ #++ &+ #++ &+

注：表内数字为构成比（,）

（"）男友对女青年避孕行为的影响：男友对女青

年避孕行为的影响是从 ’ 个方面来衡量，即与男友

的关系，是否与男友讨论避孕方法，男友是否同意使

用避孕方法。结果表明，大多数女青年与男友的关

系比较稳定，因为他们相识的时间至少有 #! 个月。

但是，有 #’, 的女青年从未与男友讨论过避孕方

法，而经常讨论的仅占 # - "。此外，仅有 (+,的女青

年主动要求男友使用避孕工具，而男友每次都同意

用和有时同意用的分别占 !$, 和 )$,，还有 #",
的男友从不同意使用。

（)）本次妊娠的原因：本次妊娠的原因是 *%,女青

年未采用避孕措施，其余为避孕失败。分析避孕失败

原因，发现使用安全期和体外排精方法者分别占避孕

失败人群的 )+,和 !),，说明主要是与使用低效的避

孕方法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除有少数的人认为避孕

失败是由于安全期计算错误或避孕套破裂或忘记服药

外，有 )),的女青年并不知道其避孕失败的原因，这意

味着这些人有再次妊娠的潜在危险。

* &对意外妊娠风险和人工流产并发症的认识：

对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决定着是否采用避孕方法的

可能性。表 ! 显示，有些女青年对意外妊娠风险的

认识比较低，从而使她们有可能忽视采用避孕方法。

此外，通过分析文化水平与对意外妊娠风险认识的

关系，发现在对意外妊娠风险认识低的人群中，初中

以下文化水平者的比例明显高于那些有高中和大学

水平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对意外妊

娠风险的认识是随着文化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研究发现，女青年认为手术流产和药物流产有

可能导致将来不孕者分别占 *), 和 ’",；有可能

导致阴道长时间出血者分别占 "’,和 "!,，以及有

可能 导 致 下 腹 疼 或 盆 腔 感 染 者 分 别 占 )’, 和

’!,。此外，还有 !),的女青年认为药物流产多做

几次也不会影响健康。由此可见，大多数女青年缺

乏对人工流产（手术和药物）并发症的充分认识，尤

其是对药物流产并发症认识更加不足。

表" 未婚人流女青年对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

对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合计

前次性行为未避孕也没怀孕，
所以这次不用也不会怀孕 )# &’ ! &’ "* &" #++ &+

首次性行为是不容易怀孕的 !! &! % &) *$ &’ #++ &+
因为我很年轻，所以不容易怀孕 % &! ! &’ $$ &) #++ &+
只有 # / ! 次性行为，不可能怀孕 !’ &) ’ &* (! &% #++ &+
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不可能怀孕 !) &) ’ &* (+ &% #++ &+
当有性行为时，从未想过怀孕的事 !( &$ + &+ (! &! #++ &+

注：同表 #

( &对计划生育服务的可得性和可及性的感受：

%+,的女青年都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计划生育服

务，$+, 认为获得避孕药具很容易，但是有 *’, 的

女青年对利用计划生育服务仍感到有许多心理障

碍，比如她们感到买避孕药具或进行避孕咨询很害

羞。认为获得计划生育服务需花较多的时间和避孕

药具的价格较贵的女青年分别占#) &(,和$ &$,。

$ &影响女青年既往避孕行为的因素：采用多因

素 01234536 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女青年既往

避孕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表 ’），女青年对避孕知

识的了解，对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男友对使用避孕

方法的态度，与男友讨论避孕方法，对避孕服务可及

性的感受是影响女青年既往是否采用避孕方法的预

测因素。也就是说，女青年对避孕知识了解越多，对

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越高，认为计划生育服务越容

易获得，采用避孕措施的可能性越大；男友同意使用

避孕方法，与男友讨论避孕方法，则女青年采用避孕

措施的可能性也越大。

讨 论

# &女青年避孕措施使用率低以及使用低效的避

孕措施是导致意外妊娠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加

强对未婚青年避孕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避孕方法

使用率。

调查结果表明，在既往性活动中，女青年避孕措

施的使用率很低，仅为 #’,。这与南非一些国家的

研究基本一致［’］，但低于美国 7890［"］的研究（’",）。

此外，体外排精和安全期避孕法有很高的避孕失败

率，本 研 究 揭 示 由 于 使 用 安 全 期 和 体 外 排

精方法而致避孕失败占(),。本研究认为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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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多因素 !"#$%&$’ 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偏回归系数（!） ()!* ! 值 " 值 +,-（.）

有关避孕知识 / 01/2 3 43 05/6 7 3 0333 3 3 0442 6 2 0/87 9
男友对使用避孕方法的态度 4 0858 4 /6 0212 3 3 0333 3 3 0445 3 // 0837 /
对意外妊娠的认识 5 079/ / /3 0616 5 3 0333 6 3 0/92 2 84 0926 /
对避孕服务可得性和可及性的感受 / 0/12 8 2 0731 9 3 0336 2 3 0//9 / 5 0479 4
与男友讨论避孕方法 / 0313 2 8 0592 3 3 0352 6 3 031/ 8 4 0682 8

避孕方法使用率低以及喜欢使用低效的避孕方法与

避孕知识贫乏密切相关。因为长期以来有关避孕知

识的宣传教育只是针对已婚夫妇和新婚夫妇，而未

婚青年很难受到正规的避孕知识教育，只能从课外

的书籍、杂志或朋友中得到一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

知识。由此可见，迫切需要对未婚青年开展有关避

孕知识的宣传教育。

4 0增强未婚青年对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本研

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几乎一半的女青年对意外妊娠

风险认识较低。多因素 !"#$%&$’ 逐步回归分析也表

明对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是预测女青年避孕行为的

一个重要因素。这与 :;%’<"=%>? 等［9］的研究结果一

致。对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除与女青年的文化水平

有关外，还与女青年的侥幸心理有关。有些女青年

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有一些避孕知识，但由于对

意外妊娠的认识较低从而认为没有必要采取避孕措

施，以至意外妊娠发生。此外，大多数女青年认为得

到避孕服务并不困难，从而表明，仅仅保证了避孕服

务的可得性和可及性并不足以有效地防止意外妊娠

的发生，更重要的是需提高未婚女青年对妊娠易感

性的认识，这是性健康教育中必须强调的内容。

5 0促进男友积极参与避孕活动，加强双方有关

避孕措施的讨论。@<"A-%"B［2］的研究表明，年轻妇

女有效地采用避孕措施与男性伴侣的鼓励有密切的

关系。C)=$* 等［7］认为妇女的主动性常常决定了是

否使用避孕方法，因为有些男性伴侣手中即使有避

孕套也只是在他们被要求时才会使用。本研究的结

果与之相似。男友对使用避孕工具的消极或否定态

度直接影响到女青年的避孕行为。是否与男友讨论

避孕方法与避孕措施的使用率有明显关系。在从未

使用避孕方法的女青年中，79D的人从未与男友讨

论过避孕方法。由于男性在决定和使用有效的避孕

方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性伴侣之

间有关避孕方法的交流，促进男性积极参与避孕活

动和与女性的合作，以及提高避孕套的使用率是性

健康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8 0增强未婚青年对有关人流并发症的认识。在

多因素 !"#$%&$’ 逐步回归分析中，有关人流并发症认

识的变量未进入 !"#$%&$’ 回归方程。说明此变量不

是影响女青年避孕行为的预测因素，这可能是此变

量与避孕知识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所致。但

不容忽视，大多数女青年对人工流产的长期和短期

并发症认识不足，尤其部分女青年认为药物流产简

单、快速，而不知道其并发症会给健康带来什么样的

后果，从而忽视了避孕方法的采用。因此，迫切需要

对未婚男女青年进行有关人流及其并发症知识的宣

传教育。

由于本研究的样本不是由随机抽样获得，不能

代表整个北京地区未婚女青年的避孕知识、态度、行

为。但是，所选择的 8 家医院是分布在北京市不同

区域，且每年人流数量在北京市总人流数量中占有

一定的比例，是未婚女青年选择人流术的主要医院，

所以此样本基本上能反映北京市未婚人流女青年的

情况。

（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立明教授和北京

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严仁英教授和渠川琰教授的指导，在此衷

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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