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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1 993—2000年过期妊娠发生状况
及相关社会因素

郭丽君任爱国 刘英惠靳蕾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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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浙江省嘉兴市1993—2000年过期妊娠发生状况及相关社会因素。方法

研究对象为嘉兴市在1993—2000年问分娩单胎活产的16 033名妇女。运用x2检验比较各组率的差

别，运用两分类多元lo舀stic回归模型分析过期妊娠的影响因素。结果从1993—2000年过期妊娠发

生率分别是8．7％、10．6％、9．4％、7．4％、4．3％、2．6％、3．3％、4．O％。婚(孕)前接受卫生服务的妇女过期妊

娠发生率(5．6％)低于产前接受卫生服务的妇女(7．8％)；接受县级及以上卫生服务的妇女过期妊娠发

生率(4．3％)低于接受乡级及以下卫生服务的妇女(8．5％)；小学文化程度的妇女过期妊娠发生率

(11．5％)高于初中(6．8％)、高中(3．8％)、大学(2．9％)；职业为农民的妇女过期妊娠发生率(9．5％)高于

农村工人(8．9％)、城市工人(4．3％)、其他职业(4．2％)。接受卫生服务时期、接受卫生服务级别、受教

育程度、职业均是过期妊娠的影响因素。结论嘉兴市1993—2000年过期妊娠发生率有逐年下降的

趋势。卫生服务时期、卫生服务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与过期妊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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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阳ct】 obj剃ve Tb unders协nd the statIls of post-te彻pregnancy锄d associated social

f．actors锄ong pre驴am women in Jiaxing city，fmm 1 993 to 2000．Metho‘ls The study population

consisted of 16 033 women who had delivercd single锄hve binhs in Jiaxing city，Zhejiang pmvince，f吣m

1993 to 2000．Chi．sq嗽test was emploVed t0 tcst the diffbrence of proportions bet、)l，een respective

groups．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me factors associated wim post-te加
pregn托cy．R鹪ults The incidence rates of post-tem pregnancy were 8．7％，l 0．6％，9．4％，7．4％，4．3％，

2．6％，3．3％蛐d 4．0％tbm 1993 t0 2000，respectivelv．Wbmen who receivcd prcm抓tal health care

services had lower(5．6‘殇)Dost．tc羽n incidence man tllose who did not(7．8‘殇)．Women who received

county or above level healtll care services had lower(4．3％)post．tenTl incidence th柚、^，omen who rcceive

to姗ship level service(8．5％)．Women who had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had higher(11．5％)post—tc彻
incidence man women who received iunior hig|ler sch001 education(6．8‘殇)，senior higll school education

(3．8％)，0r collegc education(2．9％)，(P<O．001)．Farmers had higher(9．5％)post-tenn incidence than

worl(ers in the mml areas(8．9。殇)，in ufb粕areas(4．3％)or women with other Drof-cssions(4．2％)．

Women whose husbands were rural workefs had higher(9．8。殇)post．te姗incicknce t11an fanIlers(9．4‘殇)，

urb蛐workers(5．O％)or wittI otller professions(3．6％，P<0．001)．Data f．rom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me risk of post．tenIl pregn姐cy was解sociated诵th tlle length柏d ttle level of

using health carc services togetller witll schooling觚d occupation．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post-慨衄pregnancy was decrcasiIlg in Jiaxing city dllring the period f．rom l 993 to 2000 and me risk was

associated witIl the lenP：th and level of health care service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edIucation and occupation

ofthose women．

【Key words】 Post-tenll pre印她cy；social factors；IIlcidcnce ratcs

过期妊娠是指平时月经周期规则，妊娠达到或

超过42周(≥294 d)尚未分娩者。我国过期妊娠发

生率约占妊娠总数的5．0％一12．O％⋯，国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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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3．0％f21。过期妊娠是导致胎儿宫内窘迫、

新生儿窒息和新生儿死亡发生率增加的重要原因。

目前，国内关于过期妊娠的研究多局限于过期妊娠

对母婴带来的危害b。5]。而过期妊娠发生状况及社

会因素对过期妊娠的影响研究较少№’7】。本研究利

用以人群为基础的围产保健监测数据，重点分析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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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00年嘉兴市过期妊娠发生状况，明确过期

妊娠的影响因素。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于“中美预防出生缺陷和

残疾合作项目”的围产保健监测系统。该系统监测

对象是项目地区所有准备结婚和生育的妇女及其胎

婴儿。监测项目包括妇女的一般健康情况、各期保

健服务和各期合并症、各种妊娠结局以及新生儿出

生发育指标。研究对象为1993年1月1日至2000年

12月31日浙江省嘉兴市所有孕满37周至46周妇女

16 033人，其中正常足月产妇女15 025人，过期分娩

妇女1008人。

2．资料收集：按照“中美预防出生缺陷和残疾合

作项目现场实施手册”要求对每一名进入围产保健

监测网的孕妇建立“围产保健册”，并由经过统一培

训的医务人员填写，在孕妇分娩后42天内由嘉兴市

妇幼保健院回收，经专人核对后录入POxPRO数据

库。录入后的资料报给北京大学医学部进行核实和

清理，以保证资料的完整和一致性。

3．测量指标：采用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因素分

析指标，分为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四组。其他相关

社会因素指标：接受卫生服务时期[婚(孕)前、产

前]、接受卫生服务级别(县级及以上、乡级及以下)、

职业(农民、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其他)、生育年龄

(<23岁、24—29岁、≥30岁)。过期妊娠诊断标准

根据wHo 1977年确定的定义：从末次正常月经周

期第1天开始计算，妊娠等于或超过42周(≥294 d)

时，为过期妊娠。

4．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用比例进行描述；关联强度用相

对危险度(伽)及95％可信区间(a)来描述。采用Z
检验比较各组率的差别、运用两分类多元logistic回

归分析过期妊娠的影响凶素。

结 果

1．一般特征：在分娩的16 033名妇女中，平均分

娩年龄26岁±3．1岁，足月产、过期妊娠平均分娩年

龄分别是25岁±3．1岁、26岁±3．3岁；主要职业是

农民的占40．4％，足月产、过期妊娠分别是39．0％、

59．8％。在所有对象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占

12．7％，足月产、过期妊娠分别是12．0％、23．2％。初

孕妇占39．9％，足月产、过期妊娠分别是40．0％、

38．0％。初产妇占48．8％，足月产、过期妊娠分别是

49．1％、45．2％。

2．过期妊娠发生率：1993—2000年嘉兴市妇女

总的过期妊娠发生率为6．3％。从1993—2000年每

年过期妊娠发生率分别是8．7％、10．6％、9．4％、7．4％、

4．3％、2．6％、3．3％、4．0％(图1)。提示随着时间的推

移，过期妊娠发生率有逐年下降的趋势()C2=

233．055。P：0．000)。

图1 1993—2000年嘉兴市过期妊娠发生率

3．分娩妇女的孕周分布：研究对象中从孕37周

到孕41周的足月分娩构成比分别是4．0％、10．6％、

26．7％、39．O％、19．7％；从孕42周到46周过期分娩构

成比分别占80．O％、11．9％、5．1％、2．8％、0．3％(表

1)。提示过期妊娠的80．0％主要集中在孕42周。

表l 1993—2000年嘉兴市分娩妇女的孕周分布

孕周 人≠月篙比(％) 孕周 人≯期恭比(％)
37 579 4．O 42 806 80．O

38 l 599 lO．6 43 120 11．9

39 4 013 26．7 44 51 5．1

40 5 857 39．O 45 28 2．8

4l 2 959 19．7 46 3 O．3

合计 15 025 93．7 合{f。 l008 6．3

4．过期妊娠相关社会因素分析：

(1)接受卫生服务时期：婚(孕)前接受卫生服务

的妇女过期妊娠发生率(5．6％)低于产前接受卫生服

务的妇女(7．8％)，且与产前接受卫生服务的妇女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00)；见表2。提示接受

卫生服务时期越早，过期妊娠发生率越低。

(2)接受卫生服务级别：接受乡级及以下卫生服

务的妇女过期妊娠发生率(8．5％)高于接受县级及以

上卫生服务妇女(4．3％)。与接受县级及以上卫生服

务妇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见表2。

提示接受卫生服务级别越高，过期妊娠发生率越低。

(3)受教育程度：小学文化程度的妇女过期妊娠

发生率最高为11．5％，其次为初中6．8％、高中3．8％、

大学2．9％；文化程度越低，过期妊娠发生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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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3—2000年嘉兴市过期妊娠妇女(丈夫)的
社会凶素比较

(P=0．000)。见表2。

(4)职业：职业为农民的妇女过期妊娠发生率

最高为9．5％。其次妇女职业是农村工人的占

8．9％、城市工人占4．3％、其他职业占4．2％(尸=

0．000)。职业为农村工人的丈夫过期妊娠发生率

最高是9．8％。而职业是农民、城市工人、其他职业

的丈夫过期妊娠发生率分别是9．4％、5．O％、3．6％

(P=0．000)。见表2。

(5)生育年龄：表2显示，≥30岁的妇女过期妊

娠发生率最高为7．9％，其次是<23岁为6．3％，24～

29岁妇女的过期妊娠发生率最低为6．0％(P=

0．006)。<23岁丈夫的过期妊娠发生率最高为

7．8％，其次为≥30岁为7．5％，24～29岁丈夫的过期

妊娠发生率最低为5．6％(P=0．000)。

5．两分类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采用向前

逐步法经4步筛选过程，结果见表3。在控制其他因

素后，相对于妇女在婚前接受卫生服务，妇女在产前

接受卫生服务者过期妊娠的发生率高(DR=1．180

倍)；相对于妇女在县级及以上接受卫生服务，妇女

在乡级及以下接受卫生服务者过期妊娠的发生率高

(0尺=1．314倍)；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为大学的妇女，

小学、初中及高中者过期妊娠发生率高(锹=3．296、
2．275、1．439)；相对于其他职业的妇女，城市工人的

过期妊娠发生率较高(0R=1．335)。

表3过期妊娠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注：D尺>1为危险因素，且值越大危险度越大；锨<l为保护因
素，且值越小保护性越强

讨 论

过期妊娠的病因目前尚不清楚，多数学者认为

过期妊娠与胎儿肾上腺皮质功能有关。头盆不对

称、无脑儿畸胎合并羊水过多、缺乏胎盘硫酸酯酶、

内源性前列腺素和雌二醇分泌不足而孕酮水平增高

均容易导致过期妊娠⋯。也有研究显示孕妇原发性

高血压、妊高症、胎儿宫内发育迟缓、胎盘功能异常、

羊水减少、遗传、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因素是过期妊

娠发生的相关因素№海lo]。本研究显示，过期妊娠发

生率高低与接受卫生服务的时间早晚有关，接受卫

生服务越早过期妊娠发生率越低(P<0．001)。孕早

期是胚胎完成人体各器官、系统、外形和四肢发育的

关键时期。所以在孕早期进行保健可有效地预防孕

期合并症和死亡等不良妊娠结局n¨。而良好的孕产

期保健可以改善母婴健康状况，显著降低孕产妇和

婴儿的死亡率n引。孕中、晚期又是胎儿完成生长发

育、防止母婴并发症的关键时期；因此加强健康教育

提高孕产妇的自我保健意识，在保证母婴健康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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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重要现实意义【1引。

本研究发现，过期妊娠发生与卫生服务级别相

关(P<0．001)，接受卫生服务级别越高，过期妊娠发

生率越低。卫生服务指卫生机构和卫生专业人员为

了防止疾病、增进健康，运用卫生资源和各种手段，

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个人、群体和社会提供必要服务

的活动过程。影响卫生服务利用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方面，即经济支付能力、文化程度低和系统障碍’7】。

有研究显示，不同的收入、文化程度和职业的人

群死亡率存在着梯度相关。社会地位越高，死亡率

越低"]。本研究也表明过期妊娠发生与妇女(丈夫)

受教育程度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相关(P<0．001)；

受教育程度高和职业好，过期妊娠发生率越低。与

罗晓明n4。的报道基本一致，即大学文化程度过期妊

娠发生率为4．4％，高中5．9％，初中7．9％，小学及文

盲9．07％。两分类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接受卫生服务时期、接受卫生服务级别、受教育程

度、职业均是过期妊娠发生的影响冈素。

本研究还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大(≥30岁)过

期妊娠发生率越高。过期妊娠发生与妇女(丈夫)的

生育年龄相关(P<0．001)。高龄初产妇易m现过期

妊娠，可能是妊娠晚期其体内孕激素水平下降缓慢
n5|，导致雌孕激素比例失调，孕激素占优势，抑制前

列腺素和缩宫素分泌，使子宫收缩能力下降，延迟分

娩，导致过期妊娠。

本研究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大样本的监测数据

对研究地区的过期妊娠状况及影响过期妊娠社会因

素进行分析，能够反映当地过期妊娠发生率和变化

趋势；但本研究只根据围生保健监测数据库中的现

有变量中的部分社会因素相关指标对过期妊娠的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对数据库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过

期妊娠的因素，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提示，只要在孕前开展包括过期妊娠知

识在内的健康教育，加强对育龄期妇女卫生服务及

孕前保健的利用，消除或减轻影响过期妊娠的危险

因素，尤其需要提高农村妇女对过期妊娠的认知程

度，会进一步降低过期妊娠的发生率。
(感谢浙江省嘉兴市、县各级领导和妇幼保健人员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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