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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妊娠前后血压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莎亚 周书进 文师吾谭红专 罗美玲郭亚伟 蔡畅何明

柳袢胡丽沈琳

【摘要】 目的了解正常妊娠前后妇女血压的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前瞻性

队列研究及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湖南省浏阳市37个乡镇随机抽取14个乡镇，以抽样乡镇2008

年4月至2011年12月登记建册的所有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在其首次婚前检查时进行面对面访

问和填写调查问卷，随访观察时收集妊娠期间血压资料并追踪其妊娠结局。采用重复测量设计资

料的方差分析探讨血压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611名孕妇妊娠前后资料完整，其中排除

41例妊娠期高血压者，共570名正常孕妇纳人研究。孕前、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SBP分别为

(109．9±12．9)、(100．6±9．6)、(102．6-4-10．1)、(107．8±10．9)innl Hg，DBP分别为(71．1±9．0)、

(64．3±6．6)、(65．1±6．8)、(68．3±8．1)millHg。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孕后3个时

期的血压均数均低于孕前，而孕晚期的血压均数高于孕早期和孕中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BP

和DBP在4个时间点的变化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变化趋势的线性拟合检验也有统计学意义。孕前

BMI、孕前腰围和年人均经济收入对血压变化有影响。孕前BMI和腰围值大的孕妇孕期血压升

高明显，而年人均经济收人主要影响孕前血压，对孕中后期血压无明显影响。结论正常妊娠妇

女孕期血压较孕前水平下降，而孕晚期血压高于孕早、中期。孕前BMI、腰围值和年人均经济收入

是孕期血压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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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longitudinal changes of blood pressure(BP)and its

related determinants before and during normal pregnancy．Methods 14 township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by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from 37 townships in Liuyang city，Hunan province．

Subjects are all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in these 14 townships registered from April 2008 to

December 201 1．Mlen the subjects visited to the local maternity and child．care agencies for

ore．marital check．they were face—to．face interviewed and asked to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 and finish

the medical examination．Following—up program was carried out until delivery，wim BP and other

pregnancy information checked and collected．Analysis on variance of data regarding repeated

measurement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BP and related determinants．Results A total

of 6ll cases with complete data were recruited，after excluding 41 cases who were diagnosed as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Finally，data on 570 healthy women with singleton pregnancies was

analyzed．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at pre—pregnancy。first trimester。second trimester and third

trimesterwere(109．9±12．9)rnmHg，(100．6±9．6)nnTlHg，(102．6±10．1)millHg，(107．8±10．9)
lnnl Hg，respectively while 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of pre—pregnancy，in'st trimester，

second trimester and third trimester were(71．1±9．0)mm Hg，(64．3±6．6)mill Hg，(65．1±6．8)

i／lln Hg，(68．3±8．1)mln Hg，respectively．nle pre—pregnancy BP was lower than the three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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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pregnancy．BP ofthe third trimeste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nes at first or second trimesters，

with the differenc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SBP and DBP both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four periods and the linear trend test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re—pregnancy BMI．pre-pregnancy waist circumference and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were

determinants which affecting the changes of BE Higher pre．pregnancy body mass index(BMI)。wider

pre．pregnancy waist circumference and hi曲er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BP．while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mainly affecting the pre—pregnancy BE Conclusion BP of the

three periods after pregnancy were 10wer than that of pre．pregnancv．BP of the third trimester was

higher than both the first and second trimesters’．Pre—pregnancy BMI．pre—pregnancy waist

circumference and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were determinants which affecting the changes of BE

【Key words】Pregnancy；Blood pressure；Body mass index；Waist circumference

孕期妇女血压一般均发生变化。而妊娠前后血

压的变化通常又与孕产妇及围生儿的某些不良结局

有关。因此追踪孕前至孕晚期血压变化情况及其影

响因素，对做好孕期保健，防治围产母婴疾病具有重

要意义。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湖南省

浏阳市37个乡镇随机抽取14个，在2008年4月至

2011年12月期间将抽样乡镇妇幼保健所就诊的计

划妊娠并同意参加本研究的妇女纳入孕前队列。排

除已妊娠、流动人口、妊娠前患高血压或其他心血管

疾病、严重肝肾功能损害、患有其他慢性疾病及正在

服用影响血压的药物者。

2．研究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由调查员

在研究对象妊娠前首次于当地妇幼保健机构婚前检

查时进行面对面访问，填写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

情况(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收人等)和既往妊

娠情况；并由婚检机构医务人员负责体格检查，包括

身高、体重、血压及腰围测量。随访观察期间收集研

究对象妊娠3个阶段[孕早期(孕12周内)、孕中期

(孕12～28周)、孕晚期(孕28周后)]及分娩时的血

压值。取坐位测量血压，采用标准水银柱式血压计

袖带加压法测量。测量3次，取均值。同一阶段内

血压测量多次者，取最高值。部分资料通过收集研

究对象的孕产妇保健手册获得。

3．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经EpiData 3．0软件建

立数据库，采用统一标准录入孕前资料、孕产妇保健

信息和病历。运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描述，统

计推断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

结 果

1．基本情况：本研究进入队列的样本为1368

人，追踪到单胎活产妊娠结局并获得完整资料者611

人，排除41例诊断为妊娠期高血压，共570名正常妊

娠妇女纳入研究。年龄20～40岁，平均(24．64±

3．21)岁。孕前BMI 15．20～31．45 kg／m2，平均20．26

kg／m2；腰围47～103 cm，平均71．07 cm。研究对象

中以农民为主(44．9％)；年人均经济收入>10 000元

者占76．3％(表1、2)。

表1 570名研究对象体格检查的基本情况

表2 570名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项目 人数豫2 项目 人数搿
孕次 受教育时间(年)

初产 322 56．5 <9 30l 52．8

经产 248 43．5 9～12 227 39．8

职业 >12 42 7．4

元业 114 20．0 孕期补叶酸

农民 256 44．9 无 147 25．8

经商务丁- 200 35．1 有423 74．2

年人均经济收入(元) 孕期被动吸烟

<5000 30 5 3 无496 87 0

5000～10 000 105 18．4 有 74 13．0

>10000 435 76．3

2．不同时期的血压变化：分别对SBP和DBP进

行单因素(时间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评价血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3年3月第34卷第3期Chin J Epidemiol，March 2013，V01．34，No．3 ’243·

压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计算不同时期血压均值及其

95％CI并进行比较。从表3可见，孕前SBP和DBP

均值均高于孕后3个阶段，而孕晚期SBP和DBP均

值也高于孕早期和孕中期，孕中期SBP均值高于孕

早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血压随时间变化趋

势，结果显示SBP和DBP在4个时间点变化趋势的

线性拟合检验也有统计学意义，可认为妊娠期间

SBP和DBP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升高。

3．不同时期血压变化的影响因素：将研究对象

按年龄、职业、教育年限、年人均经济收入、孕前

BMI、孕前腰围、孕前是否被动吸烟、孕前是否服用

叶酸及产次9个因素分组，分别进行9R多因素重复

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评价分组因素效应及分组与

时间的交互效应。在分析某个因素的作用时，其他

8个因素作为协变量引入分析模型，以对其分组因

素效应进行调整。结果显示孕前BMI、孕前腰围和

年人均经济收人3个分组因素对血压变化有影响，

并有统计学意义。

(1)孕前BMI值：将研究对象按孕前BMI

(krdm2)值分为<18．5、18．5～25．0、>25．0三个组，

对其不同阶段的血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

了其他8个因素后，孕前BMI对不同孕期SBP和

DBP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但时问因素及BMl分

组与时间之间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BMI对不

同孕期血压的影响一致，即BMI值越大，血压越高

(表4)。

(2)孕前腰围水平：将研究对象按孕前的腰围水

平分为<80 cm和>／80 cm两个组，对其血压及变化

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了其他8个因素

后，孕前腰围对不同孕期SBP和DBP的影响均有统

计学意义，但时间因素及腰围分组与时间之间的交

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孕前腰围水平对不同孕期血

压的影响一致，即孕前腰围越大，血压越高(表5)。

(3)年人均经济收入：将研究对象按年人均经济

收入分为<5000元、5000—10 000元、>10 000元三

个组，对其血压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

调整了其他8个因素后，年人均经济收入对SBP和

DBP的影响及其与时间的交互作用均有统计学意

义。年人均经济收入>10 000元组孕前SBP和DBP

均高于另两组，但孕早期SBP高于<5000元组，而

到孕中、晚期，此因素对血压的影响均变得不显著

(表6)。

讨 论

国内外多数研究认为，正常妊娠时母体血压

在妊娠早、中期偏低，而晚期血压轻度上升直到分

表3 570名研究对象不同观测时间点血压水平(mm Hg)比较

血压
孕(k前rdmBM2)I

孕前 孕早期 孕中期 孕晚期1面而疆r—面戛爵嵩粤酝石写而

注：8与BMI>25，0 kg／m2组比较，P<0．05；6与BMI 18．5～25．0 krdm2组比较，P<0．05

表S孕前不同腰围组在各孕期血压变化的重复测量分析(i±s，mmHg)

注：。与腰围<80 cm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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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不同年人均经济收入组在各孕期血压变化的重复测量分析(孑±s，mm Hg)

注：4线性拟合检验P<0．05；6与年人均经济收入>10000元组比较，P<0．05

娩n-3]。而Nama等n1对255名血压正常初产妇从孕

13周到38周追踪观察血压，发现孕22、28和36周时

SBP水平均高于孕13周，即妊娠期间SBP呈逐步上

升趋势，而在孕中期未观察到血压下降。结果与本

研究一致。此外本研究观察是从孕前开始，结果发

现SBP和DBP均为孕早期低于孕前水平，而在孕中

期开始上升直到孕晚期。妊娠早期血压水平低于妊

娠前的原因可能是孕妇注重休息，采取了比孕前更

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原因可能是妊娠前测量

血压是在婚前体检时，由于兴奋和劳累等而致血压

升高。因此关于血压正常妇女在妊娠前后血压的变

化规律及其机制还有待更多研究证实。

以往研究表明，妊娠妇女的年龄、身高、种族、孕

期体重增加影响孕期血压的变化b1。母体超重或肥

胖与妊娠每一阶段的血压值呈正相关哺1。而腰围

超出正常范围，即中心型肥胖是血压升高的危险因

素一'8|。本研究结果表明孕前BMI、孕前腰围、年人

均经济收入与妊娠前后血压水平及其变化有关，即

孕前BMI过高、腰围过大与孕期血压升高有关，而

年人均经济收入主要影响孕前血压，对孕中、后期血

压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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