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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城市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

风险因素研究

郭超刘鸿雁裴晓东裴丽君

【摘要】 目的了解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现状段危险周素，为有针对性的改善流动育龄妇

女人工流产服务及利用提供借鉴。方法利用2005年中同5城市流动人口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对4687例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征、外出工作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进行描述分析，采用多因

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人121学特征、外m1-_作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与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风

险暴露的关联。结果<30岁和30～39岁年龄组人工流产发生风险分别是40，49岁组的2．2I

倍(95昵口：I．47—3J34)和2．38倍(95％c，：1．53—3．70)；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发生人工流产的风险越

高，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及以上的流动育龄妇女发生人工流产的风险分别是未上学者的2．15倍

(95％C1：1．15—4．03)、2．47倍(95％C1：1．33—4．57)、2．6I倍(95％口：1．34—5．11)。流入地打工年数

在2—4年及>／5年组人工流产发生风险分别是<2年组的2．62倍(95％C!：1,83．3．76)和7．78倍

(95％CI：5．63，10．75)：流动育龄妇女与配偶共同居住的人工流产风险是不与配偶共同居住者的

1．49倍(95qoCl：1．05～2．11)；从事家政保洁业．餐饮娱乐业和批发零售业者人工流产风险分别是从

事办公室文员的5．82倍(95％C，：1．73一t9 59)、5．07倍(95％Ch l 59—16．ts)和4．37倍(95％d：

1．37。限92)。结论流动育龄妇女的人V-I学特征、外出上作生活特征等均町增加人工流产风险，

血有针对性开展对流动育龄妇女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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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ing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who were living together wi廿l t11eir spouses was 1．49(95％C，：

1．05-2．11)times of those women who were not．Conclusion The demographic and lifestyle as wcll

as working features of floating women at childbcaring age might increasc their fisk of abortion．

Providing health education regarding these fisk factors on the floating women at childbcaring age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and prevent the risk of abortion risk among them．

【Key words]Induced abortion；Floating women of childbcaring age；Risk factors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中流动人口数量增

长迅速。在女性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约占全部女

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9．2％，已成为女性流动人口的

主体⋯。人工流产是处理非意愿妊娠的消极补救措

施陋1，是评估妇女生殖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流

入城市的育龄妇女人工流产不仅是一个生殖健康问

题，而且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

对我国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状况的研究很少关注

流动育龄妇女的外出工作生活特征b。]。因此，本研

究利用2005年我国5城市流动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

况和服务需求专题调查数据，分析流动育龄妇女人

工流产状况及其危险因素，为减少和预防流动育龄

妇女人工流产风险，及对流人地有针对性的改善流

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服务提供可靠依据。

对象与方法

1．样本选择：资料来源于2005年国家人口计生

委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全国5城市流

动人口生殖健康调查。为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采

用分阶段配额抽样方法，根据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

职业和工作场所状况等指标进行配额抽样，选择北

京、南京、厦门、深圳和重庆市作为研究现场，每个城

市各选3个区(县)，每个区(县)各选取3个街道办事

处，共选取45个街道办事处作为研究现场。每个街

道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调查120人，总样本量为

5400人，有效问卷5399份，有效率为99％。选择研

究对象的条件为15～49周岁跨县(市、区)流入调查

城市并居住3个月以上的流动育龄妇女。

2．研究方法：采用病例对照方法对现况调查数

据再分析。本研究中，流人调查城市前发生的任何

人工流产均不作为本研究的病例，故剔除流动前人

工流产的样本后，参与分析的样本量为4687人。其

中在流人调查城市后有过1次及以上人工流产经历

的流动育龄妇女为688人(病例组)，另3999人作对

照组。

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1．0软件，用描述性

分析方法对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征、外出工作

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进行描述。采用病例对照研究

分析人口学特征、外出工作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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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育龄人工流产风险的关联。运用多因素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环境暴露因素与流动育龄妇女中的人

工流产风险的关联，其关联强度以OR值及其95％CI

表示。

结 果

1．基本特征：本研究中流动育龄妇女所在地区

的构成比分别为深圳21．1％、北京20．2％、厦门

20．2％、南京20．1％和重庆18．4％。流动育龄妇女平

均年龄(29．35±7．41)岁，其中20～34岁组占样本总

量的74％。受教育程度以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最

高(53．2％)，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24．3％)，高中及

以上文化程度占17．5％，未上学者的比例最低

(5．0％)。婚姻状况依次为未婚(22．8％)、初婚

(75．9％)、再婚(0．7％)、离婚(0．5％)和丧偶(0．1％)。

户口类型以农业户占比例较高(88．2％)，非农户仅占

11．8％。

2．外出工作生活特征：流动育龄妇女首次外出

年龄9。48(平均22．47)岁，流人城市打工的平均时

间为3．86年。67．2％的流动育龄妇女未签订过“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议”。有64．2％的流动育龄妇

女与配偶居住，32．9％与孩子一起生活，表明有

32．9％的流动育龄人口以家庭流动为主。分析其谋

生方式，打工者占57．4％，个体经营者占33．3％，无业

人员仅为8．9％。职业类型中以从事餐饮娱乐和批

发零售行业为主，分别占37．0％和28．6％。

3．避孕及人工流产情况：在4687例流动育龄妇

女中，已婚或有伴侣者采取长效避孕占76．3％，短效

避孕者占15．2％，未避孕者为8．5％；进入调查城市后

有流产经历者688例(14．7％)，其中接受过1。3次及

以上人工流产者分别占9．2％、4．O％和1．5％。有

70．6％的流动育龄妇女最近一次人工流产是在流人

地进行，在户籍地及他地者占29．4％。人工流产方

式以手术为主(73．4％)，采用药物流产者占26．6％。

4．人工流产暴露风险因素分析：

(1)单因素分析：在4687名流动育龄妇女中，病

例组(流产)688人，对照组(非流产)3999人。将流

动育龄妇女人口学特征、外出工作生活特征、避孕情

况作为自变量，流人调查地后是否有过人工流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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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变量，其中对年龄组、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流

人地打工年数、职业进行哑变量处理，比较不同特征

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之间的差异，结果见表l。

表1 4687名流动育龄妇女不同特征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2)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

义的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

其中对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流人地打工年数、职

业进行哑变量处理。进入模型的变量包括年龄、受

教育程度、所在地区、流人地打工年数、职业(表

2)。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为

人口学特征、外出工作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控制

其他因素影响后，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流入地打

工年数、流动育龄妇女是否与配偶共同居住、避孕方

法的选择、是否需要收费才能获得避孕工具与流动

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风险存在统计学关联。年龄<

30岁组和30。39岁组人工流产发生风险分别是

40—49岁组的2_2I倍(95％c，：1．47～334)和2．38

倍(95％c，：1．53～3．70)；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发生人

工流产的风险越高，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及以上的

流动育龄妇女发生人工流产的风险分别是未上学者

的2．15倍(95％c，：1．15—4．03)、2．47倍(95％c，：

1．33～4．57)、2．61倍(95％c，：1．34—5．11)。流人地

打工年数在2～4年及>15年组的人工流产发生风险

分别是<2年组的2．62倍(95％CI：1．83～3．76)和

7．78倍(95％C1：5．63～10．75)；流动育龄妇女与配偶

共同居住的人工流产风险是不与配偶共同居住者的

I．49倍(95％CI：1．05～2．11)；从事家政保洁业、餐饮

娱乐业和批发零售业的人工流产风险分别是从事办

公室文员工作人工流产风险的5．82倍(95％CI：

1．73一19．59)、5．07倍(95％c，：1．59～16．18)和4．37

倍(95％甜：1．37～13．92)。采取短效避孕方法者的

人工流产风险是采取长效避孕方法者的4．08倍

(95％C1：3．14。5．29)；需要收费才能获得避孕工具

的人工流产风险是不需要收费者的2．26倍(95％a：

1．82～2．82)．

讨 论

人工流产手术是指妊娠14周以内，因疾病、预

防出生缺陷儿出生、遗传病及非法妊娠等原因而采

用人工终止妊娠的手术¨1。作为一种避孕失败后的

补救方法，人工流产对妇女有着多方面严重的危害．

如人工流产综合反应、子宫穿孑L、漏吸、术中出血、术

后感染等近期并发症；不孕症、宫腔粘连、慢性盆腔

炎等远期并发症；还可能造成再次妊娠时流产、围产

期死亡、宫外孕等再次妊娠时并发症n1；此外还会给

人工流产者带来心理上的危害。因此，了解流动育

龄妇女人工流产的危险因素、减少和预防流动育龄

妇女人工流产风险，有助于改善育龄妇女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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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风险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卢 s_ g／a／d#值P值 OR值(95％c，)

和生殖健康状况。

本研究显示，我国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率较

高，至少有过一次人工流产经历的流动育龄妇女的

比例为14．7％，低于2002年武汉市流动人口已婚妇

女人工流产率(31．4％)口]。1988、1997和2001年全

部调查已婚育龄妇女累积人工流产率分别为

24．5l％、32．3％和27．3％哺。。究其原因，本文研究对

象为全部流动育龄妇女(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而

已婚流动妇女人工流产风险是未婚流动妇女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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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故相较于已婚育龄妇女的数据偏低。此

外为避免研究病例不一致导致的偏倚，将流

入调查地前发生的人工流产病例剔除，也是

本研究结果相较于其他研究得出流动育龄妇

女人工流产率低的原因。

人口学因素是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

的暴露危险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流动育龄

妇女年龄越低，人工流产风险呈上升趋势。

与40～49岁年龄组流动育龄妇女比较，<30

岁组和30～39岁组的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

产发生风险更高，可能由于<30岁组处于生

育旺盛期，同样也是外出流动打工意愿较强

的人群。在控制其他外部变量后，与未上学

组比较，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人工流产风险更高。说明教育程度高的妇女

可能自主选择生育的意识强，但也反映出我

国无论哪个层次的学校教育对生殖健康知识

的教育均不足凹。1“。而欠发达地区高中及以

上教育程度者明显低于发达地区n“，这也符

合不同教育可及性的差异。本研究初中文化

程度的流动育龄妇女所占比例最高

(53．2％)，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因此，在

初中生中普及生殖健康教育对于预防和减少

人工流产发生风险非常必要“⋯。

流动育龄妇女的外出工作生活情况可能

增加其人工流产风险。本研究结果表明，流

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风险随妇女在流入地打

工年数的增加而增高。随着妇女流入本地年

数的增加，其生活模式及其心理和态度均发

生改变”“，可能导致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

风险的增加。与配偶共同居住也是流动育龄

妇女人工流产风险因素之一[1“。职业与人工

流产风险有关，从事家政保洁业、餐饮娱乐

业和批发零售业的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

风险较从事办公室文员更高。人工流产的

职业风险可能与不同职业工作者的社会角色、工作

性质和生活习惯等有关n“。此外，采取短效避孕方

法者的人工流产风险是采取长效避孕方法者的4．08

倍，可能由于短效避孕方法在效果上不如长效避孕

方法，避孕失败率更高；此外，长效避孕方法由于相

对简便，作用周期长，而短效避孕方法则与其相反，

因此流动育龄妇女更容易忘记规律服用，导致偶然

避孕失败的增加，从而增加其人工流产风险。

综上所述，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征、外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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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活特征和避孕情况i个方面均可能增加其人工

流产风险。为了有效的减少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工流

产．更好地保障其生殖健康，需针对上述危险因素对

流动育龄妇女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增加对其的关注

并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帮助。

(感谢国家凡口和计戈一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与盘屉研究中心和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对奉研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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