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1年1月第32卷第1期Chin J Epidemiol，January 2011．V01．32。No．1

安徽省农村妇女人工流产和生殖道感染的
相关性研究

章仁杰张秀军 吕香君朱亚萍葛晓娇黄伟 余国斌赵东

【摘要】 目的探讨农村已婚妇女人工流产和生殖道感染的关系。方法在保证市级代表

性基础上，分层、整群抽取安徽省15—49岁53 652名农村已婚妇女，采用先集中和后入户的调查

方式进行现场调查和妇科检查。结果调查的农村已婚妇女中16 800人(32．O％)曾有过人工流

产史；其中流产1次的有ll 090人(21．1％)。2次的有3976人(7．6％)，3次及以上的有1734人

(4．1％)。农村已婚妇女有30 959人(59．0％)至少患1种生殖道感染；其中仅患1种的妇女有16

215人(30．9％)，同时患有2种感染的有10 494人(20．O％)，患有3种及以上感染的有4250入

(8．1％)。f检验及累积比数logistic分析显示。随着人T流产次数的增加，罹患生殖道感染的可能

性就越大，特别是宫颈炎和盆腔炎。结论农村已婚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和人工流产率都很

高。尤其是曾有过人工流产史的妇女其生殖道感染的患病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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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duced abortion and 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RTIs)．Methods On the basis of keep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cities under study。

53 652 fertile women aged 1 5-49 were surveyed by using a stratified-cluster-random sampling．

Investigation and gynecological examination were conducted by two steps‘。——firstly converging at the

clinics，and then visiting those households for someone who did not show up at the clinics．Results

Among alI the 32．0％(rt=l 6 800)women ever having experienced the history of induced abortion。

21．1％(，l=ll 090)ofthem had one．7．6％(，l=3976)women had two．and 4．1％(，I=1734)women

had at Ieast three events．59．O％(n=30 959)women among our studied samples had ever had RTI．

with 30．9％(，l=16 215)ofthem had only one 20．0％(n=10 494)women had two and 8．1％(，l=

4250)had three or more I玎Is．Data from f text and ordinaI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rural

married women who underwent more induced abortions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RTls．

especially cervicaI infection and PID．Conclusion 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rates of induced

abortion and 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 among married women in Anhui province were both high．

Womoll who underwent induced abortions had a higher prevalence rate of 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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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作为一种侵袭性操作，会破坏妇女生

殖道环境，增加生殖道易感性，而由此导致生殖道感

染患病率的上升，大大增加了妇女不孕不育、自然流

产、宫外孕等发生率，对妇女的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

产生严重危害。1。3|。本研究于2007年6—12月对安

徽省农村育龄妇女进行了访谈式问卷调查和妇科检

查，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和抽样方法：在保证市级代表性的

基础上考虑抽样的町行性，分层、整群抽取安徽省

15—49岁农村育龄妇女。容许误差取O．2p，a取O．05

水平，设计效力deft估计为2，若允许20％无应答，则

每个市大约需样本量约为3597．81人，全省17个地

(市)。共需样本53 652人。

2．调查内容：问卷内容包括农村已婚妇女的一

般社会人口学特征、生殖道感染的相关症状、人工

流产史、婚育史等，以临床妇科检查和实验搴检查

的结果。

3．调查方法：在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科技处统一领导和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口生学院协助

下，组织一级(县级)人员对抽取的调查对象进行登

记造册，采用先集中和后入户的调查方式进行问卷

调查和妇科检查。现场调查人员由县计划生育服务

站妇产科主治医生和乡服务所执业助理医师(从事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t作2年以上)人员组成。用统

一问卷面试，并进行妇科和实验搴检查。生殖道感

染诊断和分类标准依照ICD一9及《妇产科学》4。具

体包括外阴炎、细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霉菌性

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急性宫颈炎、慢性宫颈炎(义

分宫颈糜烂、宫颈肥大、宫颈息肉、宫颈腺囊肿、宫颈

黏膜炎)、盆腔炎、生殖道结核、性传播疾病(包括淋

病、尖锐湿疣、衣原体感染、梅毒)等。根据临床诊断

习惯和生殖道感染发生的解剖部位，又将生殖道感染

归类为4大类：外阴炎、阴道炎、宫颈炎、盆腔炎。

4．质量控制：整个研究过程中均进行质量控制，

包括设计阶段、实施阶段、评价阶段。每一阶段均有

专人负责。①调查方案的设计经过流行病学和妇产

科专家论证，并进行了预试验；②现场调查前对调查

员进行三级培训，明确目的意义，培训过程中，调查

员互相演练、模拟调查．达到熟练掌握调查内容和技

术，并能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③建立质量核查制度

并规定调查人员的职责；④评价阶段。资料收集后，

进行整理、归类、编码，双重录入计算机，并设置逻辑

纠错，分析时，采用多因素统计分析模型等方法控制

偏倚。

5．统计学分析：应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

和校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C2检验及趋势检验，并采

用累积比数logistic分析方法，检验水准为0．05，采用

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

结 果

1．一般J隋况：本次总调查已婚妇女53 652人，应

答人数为52 874人，应答率98．55％。经过再一次排

查，有393人因为年龄和婚姻状况不符被排除，最终

有效调查对象为52 481人。平均年龄(36．25±6．77)

岁；汉族52 288人(99．6％)，回族57人(0．1％)，其他

民族136人(o．3％)；家庭平均年收入(9969．37±

8554．25)元。初(结)婚年龄平均为(22．4l±2．33)

岁；初产年龄(23．09±3．86)岁；51 827人(98．8％)有

过怀孕，怀孕次数平均为(2．19±1．17)次；5I 532人

(98．2％)有过生育，生育次数平均为(1．65±0．78)次；

现有子女数(1．6l±0．76)个(表1)。

表1安徽省农村已婚妇女文化程度、职Ⅱp情况

2．人工流产史：农村已婚妇女中有16 800人

(32．0％)曾有过人工流产史；其中流产1次的有

ll 090人(21．1％)，2次的有3976人(7．6％)，3次及以

上的有1734人(4．1％)。

3．生殖道感染患病状况：农村已婚妇女有

30 959人(59．o％)至少患1种生殖道感染；其中仅患

1种感染的有16 215人(30．9％)，同时患有2种感染

的有10494人(20．O％)，患有3种及以上的有4250人

(8．1％)。在患病妇女中出现生殖道感染疾病平均

(1．64±0．81)种(中位数1．00)。在曾经有人工流产

史的妇女中，有ll 653人(64．2％)至少患1种生殖道

感染，平均为(1．07±1．03)种(中位数1．00)(表2)。

4。人工流产次数：将患有生殖道感染的妇女作

为病例组。未患生殖道感染的妇女作为对照组，经比

较，两组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平均年收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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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安徽省农村已婚妇女牛殖道感染情况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组30 959人中，有人工

流产史10 736人，占34．7％：对照组21 522人中，有

人工流产史6064人，占28．2％。经f检验，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f=247．699，P<O．001)。见表3。

5．人工流产次数与生殖道感染的关系：以无人

工流产为基线对照，对人工流产次数与生殖道感染

的关系进行)c2 trend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流产史与

生殖道感染有关联，随着人工流产次数的增加，生殖

道感染的危险性也增加()c
2

trend=228．24，尸<

0．001)，特别是宫颈炎(f trend=258．767，P<O．001)

和盆腔炎(f trend=32．873，P<O．001)。见表4。

6．人工流产和生殖道感染的累积比数logistic

回归分析：以人工流产的次数为因变量(0次=0、1

次=l、2次=2、≥3次=3)，由于结果变量为有序的

等级分类结果，故采用有序结果的累积比数logistic

回归分析，为更易看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把筛选出变量的回归系数B及其95％CI转换为OR,=

exp(p．)及OR,95％CI。以a=O．05为标准．单因素有

序结果的累积比数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农村已婚

妇女经历人工流产的次数越多，越有可能罹患生殖道

感染，郫=一0．295，83=0．019，Wald X2=241．401，尸<

0．001，OR=0．745，95％凹：0．717～0．773。

讨 论

由于中国传统道德的约束，婚前和婚外性行为

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羞于启齿，对因此造成的怀孕

及人工流产情况也会选择隐瞒。为避免i|舂I查内容

缺失和伪造，影响调查的真实性，本次调查以农村

已婚妇女为渊查对象，排除了未婚和离婚。那些处

于孕期和月经期的妇女也不在调查范围内。有调

查表明，处于孕期和月经期的妇女对霉菌的易感性

较高㈨。

本次调查发现，人工流产次数越多，妇女发生生

殖道感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表明人工流产增加了

生殖道感染的危险性【6】。这可能是由于手术操作造

成外源性的细菌感染，或者上行性细菌感染，如使得

下生殖道(外阴，阴道，宫颈)的细菌进入上生殖道(子

宫，输卵管，盆腔等)。此外，作为一种侵袭性操作，人

工流产手术过程中会使得女性生殖系统生理性屏障

保护作用减弱甚至遭到破坏，从而造成病原菌更易侵

入并导致感染发生。在那些医疗条件和水平较低的

地区，由于无菌观念的淡薄和缺乏正规抗感染治疗的

方案，发生医源性感染的危险性就更大"】。但即使在

发达国家，医疗水平相对较高，且有一整套预防和控

制感染的措施。仍有5％一10％的妇女生殖道感染与

人工流产有关¨·9。。一项在越南的研究表明那些经

历人工流产的妇女，生殖道感染较为普遍，其患病率

高于普通妇女的平均水平【71。国内的研究也得出相

同结论⋯1。

在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的种类上。本次调查发

现宫颈炎和盆腔炎与人工流产存在相关性。这可能

与妇女生殖道的解剖特点以及人工流产的操作流程

有关。妇女的外阴对病原菌的抵抗力较强。阴道内

为酸性环境，且有“自净作用”，加之宫颈基本处于闭

合状态，宫颈表面和宫颈管内均有黏液分布¨]，这些

生理屏障能够起到阻止病原菌通过官颈侵人子宫及

表3安徽省农村已婚妇女人工流产次数分布

人_T|流产 外阴炎 阴道炎 官颈炎 盆腔炎

次数 人数 率(％) 人数 率(％) 人数 率(％) 人数 率(％) 兹等合计人数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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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等器官，故盆腔炎患病率较低。而目前常用的

人工流产方法如负压吸引术和钳刮术都需通过钳夹

并扩张宫颈管，从而进入宫腔进行清宫操作，这种侵

袭性操作一方面破坏了宫颈的生理性保护屏障，另

一方面造成宫颈和子宫内膜的损伤出血，大大增加

了其易感性。而术中所使用的扩阴器由于撑开了阴

道黏膜，避免了器械的直接损伤，从而起到了一定的

保护作用。Hellberg等ot的研究也表明经历人-T流

产的妇女，盆腔炎的患病率是未经历人工流产妇女

的4倍。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和其他的调杏都表明生殖

道感染与人工流产有关。一’!。结果反映出当前的计

划生育服务仍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应加强避孕知

识和避孕方法的宣传，使农村妇女能够选择合适的

避孕方法，从而降低意外妊娠的发生率，杜绝人工流

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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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流行病学》现已出版

·书讯·

王声沔和林汉牛教授主编的《暴力流行病学》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以暴力为主题的教科书籍．在医药卫生

部门还是首次问世，也是全球第一部论述暴力的流行病学。该著作是继《伤害流行病学》和《伤害流行病学现场研究方法》之

后，由人民卫生}f{版社实现王声浸教授“伤害和暴力控制三部曲”的宏愿，为我陶伤害预防控制学科的发展起到导向性作用。

《暴力流行病学》详细介绍常见的暴力行为，大体分为人际间暴力、自我暴力和集团暴力i部分。人际问暴力嗣绕儿童虐

待和校园暴力、虐待老人、妇女暴力和性暴力、医院工作场所暴力四个方面论述；自我暴力针对自杀的流行特征、自杀的危险因

素、自杀的预防与控制和自杀危机的干预进行讨论；在集团暴力巾介绍了集团暴力的定义和类型、近代常见的集团暴力及其应

急管理与紧急救援，同H寸附加了近年来各地常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暴力的研究方法一章中，著者详细介绍了运用流行病学和

统计学方法在暴力研究|：的心得和体会。

《：暴力流行病学》中有相关的理论辨析、国内外现况描述、预防干预措施、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介绍。内容深入浅I}{{。医学、

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知识相映成辉、水乳交融，可供预防医学人员、医务工作者、卫生工作管理者和医学院校师生作为教科

书、参考书，同时也是大众读者值得品味的常识读物。均可在人民卫生出版社网站和各购书网站以及各地书店订购。每本定

价36元。

(王声苈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