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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咸阳地区贫困农村育龄妇女

自然流产状况调查

曾令霞 颜虹 陈志军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陕西省贫困农村育龄妇女自然流产状况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于2002—

2005年间对陕西省长武县、彬县的农村怀孕妇女进行人户访问获得孕产妇的既往生育史，并对孕妇

进行随访，直至获得本次妊娠结局。结果共随访5844例孕产妇，总妊娠次数为9638次，其中1153

次为自然流产。孕产妇自然流产妊娠比为12．0％，自然流产率为13．6％，发生自然流产的比例为

16．4％。随着妇女年龄的增加、妊娠次数的增加等，育龄妇女发生自然流产的危险性也在增加。结论

加强计划生育，减少妊娠次数，延长生育间隔，防止高龄怀孕将有助于降低陕西省贫困农村育龄妇女

自然流产的发生水平。

【关键词】 自然流产；育龄妇女；生育史

Study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spontaneOus abortiOn of women at reprOductiVe age in rural

areas of Xianyang district， Shaanxi province ZENG Li行g—zi厶【+， yAN．Hb扎g， CHEN 2hi√“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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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r阳s声伽(fi”g““旃or：yAN Hb村g，Email：tjzlx@mail．Xjtu，edu．cn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spontaneous abortion of w。men

at reproductive age in rural areas of Shaanxi province． Methods Pregnant women who lived in Changwu

and Bin counties of Shaanxi province were interviewed on their fbrmer reproductive history and being

followed on the outcomes of pregnancy from 2002 to 2005． Results There were 5844 pregnant women

under study with a total number of 9638 pregnancies including 1153 spontaneous abortive episodes．Among

the pregnant women in rural areas of Shaanxi province， the ratio between spontaneous abortion and

pregnancies was 12．0％and the spontaneous abortion rate(S|AR)was 13．6％．Ratio between the number

of women who had experienced spontaneous abortion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women under survey was

16．4％．The“sks of having spontaneous abortion would increase among women who were aged≥30 years

and those with more than 3 pregnancies． Conclusion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pontaneous abortion

among rural area women，the approacheS should include：strengthening the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reducing of the frequency of pregnancy， extending the pregnancy interval and avoiding advanced ageing

pregnancies．

【Key words】 SpontaneOus abortion；Reproductive women；Reproductive history

自然流产是一种常见的不良妊娠结局，但自然

流产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较难掌握，通常需要通过

生育史调查，以此来估计怀孕妇女人群中自然流产

发生的比例⋯。除早早孕丢失外，临床诊断的流产

就占全部妊娠的15％左右幢o；自然流产率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水平。减少自然流产的

发生也是生殖医学的研究内容之一。本研究对

2002—2005年在陕西省长武县、彬县调查所得的农

村育龄妇女生殖生育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了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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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71006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曾令霞、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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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育龄妇女流产状况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

对象与方法

1．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于2002—2005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孕期微营养素补充对西部农村

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影响”调查。

2．研究对象：调查妇女为陕西省长武县和彬县

的常住人口，在2002—2005年间怀孕的妇女，共获

得5844例孕产妇的生育史资料。

3．研究内容：包括调查妇女及其丈夫的社会人

口学特征，如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口

等；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等；调查妇女的生育状况，包括月经史、生育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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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自然流产状况通过三个指标来反映：一是自然

流产妊娠比，即所有受调查的育龄妇女妊娠总数中

发生自然流产的比例，自然流产妊娠比=调查妇女

自然流产次数／调查妇女妊娠总次数；二是发生自然

流产的育龄妇女的比例，即所有调查的育龄妇女发

生一次及以上自然流产的妇女比例，发生自然流产

的育龄妇女的比例=调查妇女自然流产人数／调查

妇女总人数；三是自然流产率(SAR)=自然流产次

数／(妊娠总数一人工流产次数)。其中自然流产是

指妊娠不足28周、胎儿体重不足1000 g，胎儿尚无

独立生存能力，也未使用人工方法，而因某种原因胚

胎或胎儿自动脱离母体而排除。自然流产由孕妇所

在乡卫生院妇幼专干或妇产科医生诊断。

4．调查方法与质量控制：

(1)研究设计阶段：调查方案正式确定前经反复

论证，进行多次预调查，评价调查方案的可行性。

(2)现场调查阶段：本次调查分两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孕妇人组时由当地妇幼专干询问家庭基本

情况及既往生育史；第二阶段：随访本次妊娠结局，

妇幼专干负责入组孕妇产前检查并记录妊娠结局，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项目组人员完成产后访视，并

在访视时再次询问其既往生育史，确保生育史数据

的真实可信。严格培训调查人员，对其进行集中培

训和现场调查实习，充分理解调查项目的目的、意

义、原则和方法，统一指标的含义及其填写方法，统

一询问和测量方法，以保证调查结果准确可靠。在

现场调查中及时审核问卷。

5．统计学分析：对数据资料进行统一的逻辑审

核后，采用ACCESS 200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由不同

录入人员进行两次数据录入以控制录入错误。用

sPss 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1．基本特征：2002—2005年间，长武、彬县的农

村孕产妇总数为7144名，其中1300名孕妇拒绝回

答，最终有5844(81．8％)名孕产妇签署知情同意书

后，随访获得末次妊娠结局。调查妇女家庭人口数

平均为4．2人，平均年龄25．3岁，母亲的教育年限平

均为8．2年，小学及以下学历有1922人，占所有调查

妇女的32．9％，初中学历有3100人，占53．0％，高中

及以上学历有822人，占14．1％。平均月经初潮年

龄为15．4岁，月经周期平均29．9 d，月经持续时间平

均4．4 d(表1)。

2．生育史：调查妇女的平均孕次为1．6次，产次

为1．1次(表2)。

表1 长武、彬县调查妇女的基本特征(孟±s)

表2 长武、彬县调查妇女的生育史

3．生育史与自然流产状况：调查妇女妊娠总次

数为9638次，其中自然流产1153次，自然流产妊娠

比为12．0％，SAR为12．5％，发生过自然流产的人

数为960人，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为

16．4％。

(1)不同初潮年龄和自然流产的关系：自然流产

妊娠比随初潮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初潮年龄18岁以

上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的比例最高，为20．1％

(表3)，但是不同初潮年龄妇女间自然流产妊娠比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Y2=0．319，P=0．852)；不同

初潮年龄妇女问SAR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Y2=

0．426，P=0．808)；不同初潮年龄妇女问发生自然

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Y2=

3．264，P=0．195)。

(2)孕产次和自然流产的关系：孕次超过3次

(含3次)的妇女自然流产妊娠比最高，为23．4％，发

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的比例高达54．4％，随着孕

次的增加自然流产妊娠比也增加，不同孕次妇女间

自然流产妊娠比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432．77，

P<0．001)；不同孕次妇女间SAR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x2=478．509，P<0．001)；发生自然流产的育

龄妇女的比例，也是随着孕次的增加而增加，不同孕

次组妇女间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Y2=1027．497，P<0．001)。

初产妇女自然流产妊娠比相当高，为38．3％，

SAR为43．3％，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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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其中包括习惯性流产的妇女。随着产次的

增加自然流产妊娠比逐渐减少，不同产次妇女间自

然流产妊娠比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506．244，

P<0．001)；SAR变化趋势与自然流产妊娠比相同，

不同产次妇女间SAR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

584．293，P<0．001)；发生自然流产的比例在初产

妇女中最高，为37．3％，不同产次妇女间发生自然流

产的育龄妇女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

224．355，P<0．001)(表3)。

4．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自然流产状况：

(1)年龄与自然流产状况：SAR随着年龄的增

加而增加(表4)，自然流产的发生有两个高峰，分别

为20～岁年龄组和>30岁年龄组，SAR分别为

14．5％和14．9％。年龄>30岁妇女发生自然流产

的育龄妇女比例最高，为24．1％。不同年龄妇女问

自然流产妊娠比、sAR、发生过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

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9．946，P=0．019；

<=9．638，P=o．022；x2=73．867，P<o．001)。

表3 长武、彬县不同初潮年龄及孕产次妇女自然流产妊娠比、SAR、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

指 标 人数 妊娠次数 流导蒺数 流全裹数 流粤荧数差瓣凌磊， }翁 昆篱离矗
<13 396 575 68 39 55 11 8 12．7 1 3 9

13～ 5298 8767 1047 365 877 11 9 12．5 16 6

>18 134 276 36 15 27 13 0 13．8 20 1

孕次

1

2

≥3

产次

3045

2053

746

3045

4106

2487

184

388

58l

61

169

191

184

370

406

6 0

9．4

23．4

6 2

9 9

25 3

6．0

18．0

54 4

O 603 678 260 78 225 38．3 43．3 37 3

1 3304 4280 502 207 421 11．7 12．3 12．7

≥2 1937 4680 391 136 314 8．4 8 6 16 2

合 计 5844 9638 1153 421 960 12．0 12 5 16 4

表4 长武、彬县不同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及家庭经济水平妇女的自然流产妊娠比、sAR、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

指 标 人数 妊娠次数 流粤蒺数 流舍爰数 流j皇=焚数煮瓣美磊， }翁 昆篱零舂

文化程度

丈夫农民

其他

合计

妇女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合计

丈夫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合计

家庭经济收人水平贫穷

中等

富裕

470 525 51 16 48 9．7 10．8 10 2

2703 3379 427 124 369 12．6 14 5 13．7

1699 3364 367 170 309 10．9 12．2 18．2

966 2361 307 110 233 13．0 14 9 24 1

5838 9629 1152 420 959 12．0 13 6 16 4

1940 2220 232 75 214 10．4 11．7 11 0

2351 3765 455 169 389 12．1 13 7 16．5

1538 3627 464 175 355 12．8 14 7 23 1

5829 9612 1151 419 958 12．0 13 6 16 4

4867 8223 977 319 816 11．9 12．4 16 8

977 1415 176 102 144 12 4 13．4 14．7

5844 9638 1153 421 960 12 O 12 5 16．4

4384 7493 888 293 738 11 9 12 3 16 8

1460 2145 265 128 222 12．4 13．1 15 2

5844 9638 1153 42l 960 12 0 12．5 16 4

1922 3667 472 135 382 12 9 13．4 19．9

3092 4785 526 206 456 11 O 11．5 14．7

822 1173 155 80 122 13 2 14．2 14．8

5836 9625 1153 421 960 12．0 12．5 16．4

880 1779 232 65 179 13．0 13．5 20．3

3592 5831 696 227 595 11 9 12．4 16．6

1361 2012 223 128 184 11．1 11 8 13 5

5833 9622 1151 420 958 12．O 12．5 16．4

1952 3460 441 133 371 12．7 13．3 19．0

1980 3344 385 147 320 11．5 12 0 16．2

1912 2834 327 141 269 11．5 12 1 14 1

合计 5844 9638 1153 421 960 12．0 12 5 16 4

加～～如

筋～∞

民他

<加巧>计<筋>计农其计

厶日

厶日

厶日

女

夫

女

妇

丈

妇

岁(龄

业

年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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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不同年龄组间妇女自然流产发生状况与妇

女不同年龄组问大致相同。自然流产妊娠比在丈夫

年龄>30岁组最高，为12．8％，发生过自然流产的

育龄妇女比例为23．1％。自然流产的发生有随着丈

夫年龄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丈夫不同年龄间妇女

的自然流产妊娠比、SAR、发生过自然流产的育龄妇

女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7．240，P=0．027；

Y2=8．422，P=0．015；Y2=90．750，P<0．001)。

(2)家庭经济情况与自然流产的关系：自然流产

妊娠比随家庭经济情况的好转而减少，发生自然流

产的育龄妇女的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情况的好转逐渐

降低(表4)。不同家庭经济收入水平间自然流产妊

娠比、SAR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Y2=3．140，P=

0．208；Y2=2．568，P=0．265)，不同家庭经济收入

水平间发生过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Y2=17．303，P<0．001)。

(3)职业与自然流产的关系：非农民组妇女自然

流产妊娠比比农民组高(表4)，但发生自然流产的

育龄妇女的比例农民组较非农民组为高，不同职业

组妇女间自然流产妊娠比、SAR、发生自然流产的育

龄妇女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Y2=0．355，P=

0．551；X2=1．120，P=0．290；X2=2．435，P=

0．119)。不同职业丈夫间妇女的自然流产妊娠比、

SAR、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Y2=0．401，P=0．527；Y2=0．933，P=

0．334；X2=2．116，P=0．146)。

(4)文化程度与自然流产的关系：在妇女小学水

平以下和高中水平以上者中自然流产妊娠比和SAR

较高(表4)，发生过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有随着

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少，不同文化程度妇女问自然流

产妊娠比、&螺、发生过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882，P=0．012；Y2=

9．503，P=o．009；x2=24．472，P<o．001)。
自然流产的发生有随着丈夫文化程度的提高而

减少的趋势，丈夫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组自然流产

妊娠比、sAR和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最高，

而在高中以上组自然流产妊娠比、&螺和发生自然流

产的育龄妇女比例最低。但是丈夫不同文化程度问

妇女的自然流产妊娠比、SA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445，P=0．179；x2=2．470，P=0．291)，丈夫

不同文化程度间发生自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妒=18．252，P<o．001)。

讨 论

1．陕西省农村育龄妇女自然流产现状：长武县、

彬县地处陕西省西北边界，是国家级贫困县。调查

显示陕西省贫困农村育龄妇女的自然流产妊娠比是

12．0％，&垛为13．6％，与我国1988一1997年31个省

(市、自治区)已婚育龄妇女自然流产状况中的宁夏

(&幔12．2％)和青海(&球10．0％)相近，但是显著高

于陕西(&咏4．94％)∞J，也高于高尔生¨o利用1988
年国家计生委组织的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

料得出的结果(&咏3．6％)，以及刘宝，高尔生。3 o利用

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资料所得的全国

&螺(4．26％)。本次研究对最后一次妊娠进行随访，

并在产后访视时再次询问孕产妇的既往史，降低其回

忆偏倚，能够更真实反映当地的自然流产率水平。

2．生育史与流产状况：①月经初潮年龄对自然

流产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营养条件的改

善，少女月经初潮年龄逐渐提前。有资料报道忆一，较

早的初潮年龄可减少自然流产发生的风险。本次研

究尚未得出相同的结论。②孕产次对自然流产的影

响：许多资料都表明⋯，高孕次会增加自然流产发生

的风险。本次研究提示：随着孕次的增加sAR明显

上升，3次以上(包括3次)的怀孕妇女SAR、发生自

然流产的育龄妇女比例都最高。初产妇女sAR最

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计划生

育和妇女保健工作，高产次妇女越来越少，且在初产

妇女中，有一部分是习惯性流产者。在长武县、彬县

仍有部分育龄妇女有较高的妊娠次数(7次)，所以

少生、少育，减少妊娠次数，延长生育间隔，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自然流产的发生。

3．社会人口因素对自然流产的影响：①年龄的

影响：该地区育龄妇女的流产形式以自然流产为主，

自然流产的发生有两个高峰，一个在20～岁组可达

12．6％，另一个在>30岁年龄组，自然流产与年龄

相关，但是并不完全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高，这种趋势

主要出现在>30岁的年龄组，这与以往研究是一致

的"o。另外，国外研究证实丈夫年龄对SAR会产生

影响。6。8。，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男性年龄的增加，精液

中染色体异常的频率也增加，结果引起自然流产的

增加，但是本研究尚未得到相同的结论。②文化程

度的影响：研究显示随着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自然

流产发生的比例下降。可能是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

妇女，懂得更多的生殖保健知识，因而影响自然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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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丈夫文化程度的不同，也影响着妇女的自然

流产的发生。③职业与家庭经济水平的影响：尽管

农民从事较重体力劳动可能会增加自然流产的概

率，但本研究尚未发现在农民与非农民孕妇中自然

流产的比例有明显差异。

4．可能的偏倚：据国外相关文献报道，即使是受

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她们也只能回忆起75％的自然

流产，这已经是在一般人群中自然流产回忆准确度

能达到的期望值的上限∽。。本次研究是随访性研

究，首次调查由当地受过专门调查培训的乡妇幼专

干在妇女怀孕早期进行询问，对所有孕妇随访至妊

娠终止，西安交通大学项目组成员对调查妇女进行

产后访视并再次确认生育史，所以回忆偏倚较小，本

次研究得到的自然流产率水平有较高的准确度。但

考虑到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并不能排除隐瞒真实

妊娠、流产次数的情况。

总之，自然流产的发生相当常见，一般文献报道

为10％～15％¨⋯，本次研究所得的SAR与国家早

年研究报告的10％～18％的水平相当。并且，也证

实了随着妇女年龄的增加、妊娠次数的增加自然流

产危险性在增加，受教育年限较短的妇女发生自然

流产的危险性也增加，高龄妇女和多次妊娠的妇女

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会增大。因此，在陕西农村地

区提高育龄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是提高她们

·23 ·

自我保健意识的根本，应该加强健康教育和育龄妇

女的孕产期保健与营养，同时加大计划生育工作的

开展，提供生殖与避孕教育与服务，减少妊娠次数，

延长生育间隔，降低意外妊娠的发生，以降低自然流

产发生的水平，保障妇女的生殖健康。

(对长武、彬县卫生局领导及妇幼保健工作人员的支持以及全体

项目组人员的工作，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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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读者·作者·编者·

(1)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

告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

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

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2)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孟±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M(Q。)表达呈偏态分布的

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

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20，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3)统计学分析方

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

用￡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及分析目的，选

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Y2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

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

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4】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0．05(或P<0．01)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f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q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f=3．45，_)[2=4．68，F=6．79等)；在用不等式表示P值的情

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P>0。05、P<0．05和P<0．01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P<0．001或P<0．0001。

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95％可信区间。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