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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九省农村育龄妇女宫内节育器
下移取器现状流行病学调查

周洁邓睿张开宁吴尚纯雷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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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探索育龄妇女宫内节育器(IuD)下移取器的发生现状和影响IUD使用效果的严

重程度。方法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纵向性研究，对我国农村地区18 922名放

置IUD的妇女进行横断面调查和历史前瞻性随访。结果育龄妇女IUD除完全脱落外，下移取器是

造成IUD使用失败的主要原因。与其他IUD使用失败的原因相比，其构成百分比随使用时间延长而

升高，由不足1／6上升至1／5。IUD使用失败原因别累计失败率居于前三位的是完全脱落、下移取器和

带器妊娠，其累计失败率(每百名妇女)分别为完全脱落：使用1个月为0．33％，3个月为1．13％，6个月

为2．21％，12个月为4．30％；下移取器：使用1个月为0．10％，3个月为0．37％，6个月为0．80％，12个月为

2．34％；带器妊娠：使用1个月为0．03％，3个月为0．14％，6个月为0．41％，12个月为1．14％。结论育龄

妇女下移取器严重影响着IUD的使用效果，其发生情况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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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downward dislocation of intrauterine device

(IUD)and the impact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IUD use。in China．Methotis 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 with cross-sectional。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study designs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18 922啪users who were seleeted by a multi．phas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Results IUD’S

downward dislocation had been all important UllSUCCessful iSSUC related to the岫insenion that

accounted for 20％of total the cases of failure．The top three failure outcomes would include extrusion．

removal due to downward dislocation and unintended pregnancy．Respectively，the cumulative rates and

the ranking due to砌D failure(per 100 women)in the first，third。sixth and twelilia month were shown as

follows：extrusion appeared as 0．33％。1．13％，2．2l％and 4．30％；removal as 0．10％，0．37％，O．80％and

2．34％；while unintended pregnancy were 0．03％，0．1 4％，0．4 1％and 1．14％．Conclusion 11Lm’S

downward dislocation made grea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UD use that should call for attention

from relative governmentaI sector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areas ofprevention。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s】Intrauterine device；Downward dislocation；Epidemiological survey

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IIjD)即节育

环，是一种相对安全、有效、经济的节育方法，在我国

育龄妇女中普遍使用n。】。衡量IUD的使用效果，主

要通过观察IUD在放置后一定时间内是否因某问题

导致“避孕失效”而终止使用的发生晴况。这些引起

IUD使用失败的问题应当与IUD使用密切相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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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IUD使用效果研究的重点。IUD位置异常以下

移最为多见n]，并普遍认为下移是自然脱落和带器

妊娠的原因和先兆¨1；因此IUD出现下移后，一般处

理原则为立即取出或采取其他避孕措施【5】。IUD下

移还会引发盆腔积液、阴道大出血和宫颈穿孔等不

良后果。以往针对IUD移位或下移问题的研究多局

限于临床观察、B超检测分析等，尚缺乏大规模的流

行病学调查资料，用以描述IUD下移发生的实际情

况，以及与其他引起IUD使用失败原因的比较分

析。因此，本研究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对我国9省

IUD使用者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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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1．研究内容：IUD放置在体内并发挥避孕效果

具有一定的时限。从被成功置人妇女体内计算，置

器后1～6个月内属于近期，12月以后到5～10年属

于中远期(砌D在放置的第1年最容易出现失败)。

本研究主要针对IUD放置后l～12个月的使用情

况。同时，根据文献回顾和专家意见，将IUD使用失

败的原因划分为：完全脱落、部分脱落、下移取器、意

外妊娠、带器妊娠、因疼痛取器、因出血取器、因疼痛

和出血取器、因盆腔炎取器和其他医疗原因取器。

2．研究对象：为2004年7月1日至2005年6月

30日期间放置IUD的妇女，并且能够配合横断面调

查和四次随访。调查对象的排除条件：①在研究期

间因外出(如务工、经商等)不能参加问卷调查和第

一次随访；②因各种原因(如配偶长期外出、丧偶或

离婚后独身等)在研究期间没有性生活；③因智力问

题、交流障碍、精神疾患等原因不能配合调查；④经

核实，在研究期间外出不能保证定期随访。

3．抽样方法及样本量：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

样的方法，选择全国9省27个县(市／区)81个乡镇为

调查点，整群抽取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作为调查对

象。具体步骤：①分别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选取

3个调查省，共9个(东部：江苏、浙江和山东省；中

部：河南、湖北和安徽省；西部：四川、云南和甘肃

省)。②每个调杏省根据计划生育丁作和技术服务

水平将所有的县分为“较好”、“中等”、“较困难”3

层，每层随机抽取1个县，每省3个调查县。③从每

个调查县抽取3个乡镇作为调查点，其中县城所在

地的乡镇为必选调查点，再从其他乡镇中用分层

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出2个能代表当地计划生育工

作中等水平的乡镇。④根据以往在人群中开展

IUD使用情况研究的经验并结合预调查实际情况，

每个调查乡镇抽取240例符合上述条件的妇女作为

调查对象。

4．研究方法：

(1)横断面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记录摘抄相结

合的方法对调查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调查内容主

要包括人口学特征、IUD放置情况、IUD使用规格和

型号以及IUD放置手术情况等。

(2)历史前瞻性随访：采用问卷调查、妇科检查

和B超检查对纳入研究的调查对象进行历史前瞻性

随访。随访时间自2004年7月1日开始，至2006年

9月30日终止，共随访4次。其中2004年7月1日至

第一次随访日为历史性随访；第一次随访日至2006

年9月30日为前瞻性随访。第一次随访与横断面调

查同时开展。

5．统计学分析：以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和数

据录入，运用SPSS 11．5和WHO开发的IUD失败率

计算专业软件LTA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定群寿命表

原理，通过计算IUD在使用l、3、6、12个月，包括下

移取器、脱落、带器妊娠、因症取器等的原因别累计

失败率，分析下移取器在时间、地区和人群中的分

布，反映下移取器对IUD使用效果的影响。

结 果

1．基线情况：研究首先对9省纳入调查乡镇的

村级台账或乡镇报表数据进行录人，根据课题设计

的调查对象标准和排出条件共完成调查19 002名，

实际回收有效调查表18 922名，占总调查人数的

99．58％。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27．71岁。文化程

度以初中为主，占58．69％。放置IUD前的末次妊娠

结局以阴道分娩(62．48％)、剖宫产(17．58％)和人工

流产(14．79％)为主。仅放置过1次IUD的调查对象

占61．76％，放置过2次IUD的占29．54％，放置2次以

上的仅有8．7l％(表1)。

表1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注：表中数据有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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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使用时间的IUD使用失败原因：表2显

示，从IUD使用1个月至12个月，下移取器一直都是

导致IUD使用失败的主要原冈之一，并随使用时间

推移所占百分比有所升高，由不足1／6上升至1／5。

表2 9省育龄女1女不同使用时间的IUD失败原因

失败原闲 型里至塑堡堕堕塑塑1
1 3 6 12

完全脱落 63(41．45)212(42．40)

部分脱落0 5(1．001

下移取器 18(11．84)67(13．40)

意外妊娠 2(1．32) 10(2．oo)

带器妊娠 6(3．95) 27(5．40)

因疼痛取器 11(7．24) 31(6．201

因出m取器 25(16．45) 66(13．20)

肉疼痛和出血取器18(11．84) 53(10．60)

因盆腔炎取器 研3．95) 22(4．40)

其他医疗原因取器 3(I．97) 7(1．40)

合计 152(100．O)500(100．O)966(100．0)2022(100．0)

注：括号外数据为IUD使用失败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3．IUD使用失败原因别累计失败率：育龄妇女

IUD使用失败原因别累计失败率居于前三位的是完

全脱落、下移取器和带器妊娠，其累计失败率(每百

名妇女)分别为完全脱落：使用1个月为0．33％，3个

月为1．13％，6个月为2．21％，12个月为4．30％；下移

取器：使用1个月为0．10％，3个月为0．36％，6个月为

0．80％，12个月为2．34％；带器妊娠：使用1个月为

0．03％，3个月为0．14％，6个月为0．41％，12个月为

1．14％(表3)。

此外，分析不同使用

时间的IUD原因别累计失

败率可以发现，除完全脱

落外，下移取器的原因别

累积失败率上升最为明

显，并于使用6个月后迅速

增高(图1)。

讨 论

脱落和带器妊娠是一

直以来影响IUD使用效果

的主要原冈。为了解决

IUD脱落和带器妊娠的问

题，我国从1993年1月起

淘汰了金属单环，提出以

带铜IUD取代惰性IUD的

换代目标№J。经过十余年，已基本实现活性IUD替

代惰性IUD。本研究结果显示，在IUD更新换代以

后下移取器已明显超过带器妊娠的发生，成为第二

位的主要失败原因。这与四川省1994—1998年大

规模IUD使用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有研究者质疑，认为下移取器应属于非IUD使

用相关的失败原因。但本研究认为下移取器应归为

IUD使用相关的失败原因。首先，下移取器的诊断

主要由专业医生进行，与其他失败结局相比，基本可

以排除使用者的个人原因，例如个体对疼痛的耐受

性差异等问题引发的对衡量IUD有效性造成的偏差

和干扰。其次，IUD因下移而取出，也必须在专业医

疗机构进行，具有明确的操作记录和手术时间，信息

确实可靠，得到的数据能真实反映实际发生J睛况；基

本呵以排除使用者囚个人意愿而有意终止使用IUD

的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下移取器正严重影响IUD的

使用效果，其发生情况不容忽视。然而在本研究的

现场调查中却发现，各地甚至各服务机构对IUD下

移的诊断和处理却大不相同。尽管B超是检测IUD

下移最可靠的辅助手段，但各地的判断标准却有所

不同，处理方式也各有主张，有些机构认为应即时发

现即时取出，并放置新的IUD；另有些机构认为可继

续随访观察，不一定要即时取出。以往研究结果对

此也存在争议：有些研究提示绝大部分放置者的节

育器下缘至宫颈内口问距均在“安全值”范围内，连

续监测能达到避孕效果哺1；而有的则认为对于IUD

下移者，应尽早取出，以免发生继发性宫颈穿孔及

图1 9省育龄妇女IUD原因别累计失败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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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9省育龄妇女IUD使用失败原因别累计失败率

带器妊娠等陋】。当前，国家相关部门对下移取器的

诊断和处理没有制定统一的标准，各服务机构均根

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或上一级部门指导自行制定诊断

标准和处理意见。

众所周知，IUD的取出与放置都需进行“官腔操

作”，均存在一定医源性感染的风险。因此，下移取

器作为当前较为凸现的影响IUD使用效果的问题，

相关技术部门和研究人员应对其发生的预防、诊断

及处理给予高度关注，并制定相应的统一标准或有

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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