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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妇女在围孕期服用叶酸依从性递进指标界定

白亚娜 朱军 程宁 胡晓斌郑同章 张亚伟

【关键词】叶酸；孕妇；服用率；依从行为

The confirming index of compliance Oil folic acid intaking

in pregnant women BAI Ya-nal 3，ZHU Jun2，CHENG Nin93，

HU Xiao—binl，ZHENG Tong-zhan94，ZHANG Ya-wei4．1 Institute

如r Epidemiology and Heahh Statistica i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Lanzhou U凡i睨邝蚵，Lanzhou 730000，China；2 National

Center of Birth Defect Monitoring，Sichuan University；3 Center

of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Birth D咖cts，College of Basic

Medicine，Lanzhou University；4 School of Public Health，Yale

University，USA

Corresponding author：BAI Ya·aa，Email：baiyana@lzu．edu．eft

The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jects for the“Eleventh Five—Year Plan’’of

China(No．2006BAl05A01)．

【Key words】Folic acid；Pregnant women；Intaking rate；

Compliance behavior

出生缺陷中神经管畸形发病率高且危害大。育龄妇女

在孕前3个月至孕早期3个月内每日服用0．4mg叶酸可有

效预防50％～80％神经管畸形的发生o·⋯。为了解农村孕妇

同孕期叶酸服用依从性现状及探讨其判断标准，进行了相

关研究。

1．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根据甘肃省经济状况和地理分布，选择2

个县作为研究现场，以孕后3个月至产后1年的妇女作为研

究对象，回顾在围孕期叶酸服用的相关信息。共获得有效数

据2094份。

(2)调查方法：采用以医院为基础和入户调查相结合方

法，通过面对面访谈填写本研究组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

即调查员在5所县、乡级医院，对产前、产后检查和住院分娩

妇女，以及进行计划免疫和就诊的<1岁婴幼儿母亲进行问

卷调查；依据经济状况抽取4个乡镇，对符合纳入标准的妇

女进行入户面对面问卷调查。叶酸服用依从性指标包括叶

酸自述服用率、服用率、有效服用率；叶酸依从行为、有效依

从行为率、部分有效依从行为率、无效依从行为率、完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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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计学分析：采用Epl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

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结果：

(1)围孕期服用叶酸的依从行为现状：531名叶酸服用者

中服用1个月者占19．77％(105／531)，依从行为率为5．01％

(105／2094)；2个月者占24．86％(132／531)，依从行为率为

6．03％(132／2094)；3个月者占19．40％(103／531)，依从行为率

为4．92％(103／2094)；4个月者占11．68％(62／531)，依从行为

率为2．96％(62／2094)；5个月者占6．03％(32／531)，依从行为

率为1．53％(32／2094)；6个月者占10．92％(58／531)，依从行为

率为2．77％(58／2094)。

(2)围孕期服用叶酸持续时间分布：服用时间从孕前3

个月至孕后3个月占0．75％，依从行为率为0．19％；从孕前2

个月至孕后3个月占11．68％，依从行为率为2．96％；孕后2个

月及以上开始服用叶酸的孕妇所占比例最大(58．19％)，依从

行为率为14．76％(表1)。

表1 531名农村孕妇围孕期不同时间服用叶酸

依从行为率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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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孕期叶酸服用率及依从行为现状：叶酸完全依从

率为4．63％(表2)。在517名服用叶酸持续1个月者中，有

效依从行为比例为19．54％(101／517)，部分有效依从行为比

例为10．83％(56／517)，无效依从行为比例为69．63％(360／

517)。

3．讨论：育龄期妇女实施叶酸干预项目是我国实现提高

人口素质的战略目标。但目前国内外尚无评价指标界定和

统一的判断标准，难以正确评价叶酸干预效果。在人类胚胎

发育过程中，神经管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时期是在受孕至孕后

的平均28 d内[41，如此时期孕妇体内缺乏叶酸，将大大增加

胎儿发生神经管畸形的危险性b 3。因此孕前1个月至孕后2

个月是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发生的关键期。

本研究结果显示，应用自述叶酸服用率评价叶酸服用状

况时，其中无效服用占72．54％(584／805)。而531名叶酸服

用者中无效服用占58．38％(310／531)，即在连续服用叶酸1

个月以上孕妇人群中，只有19．02％为有效依从。提示围孕期

人群有效服用率及有效依从率均很低，将严重影响出生缺陷

的干预效果。

通过上述调查，本研究提出育龄妇女围孕期服用叶酸递

进指标定义：①叶酸服用率是指连续服用至少l周、每周至

少服用5 d，且剂量为0．4mg／d的孕妇占全部调查对象的百分

比；②叶酸有效服用率是指孕妇服用叶酸全部或者部分的时

间分布于孕前1个月至孕后2个月内，且至少连续服用1周、

每周至少服用5 d，而剂量为0．4 mg／d的孕妇占全部调查对象

的百分比；③叶酸依从率是指孕妇持续服用叶酸至少3个

月，服用时间跨越末次月经并完全覆盖孕前1个月至孕后2

个月，且每周至少服用5 d，服用剂量为0．4 mg／d的孕妇占全

部调查对象的百分比。

表2 2094名农村孕妇围孕期叶酸服用率及依从行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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