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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职业久站行为与妊娠并发症的
因果效应研究

翁婷婷徐叶清严双琴潘维君 陶芳标

【摘要】 目的描述安徽省马鞍山地区孕妇在孕前和孕早期工作中站立时间以及长时间站

立行为的分布特征，探索该职业暴露与妊娠高血压等常见并发症的相关性。方法 于2008年10

月至2010年10月在马鞍山市妇幼保健机构招募初次建卡孕妇，建立孕产妇队列并随访至分娩。

分别于孕早、中、晚期在产检医生指导下由孕产妇自填问卷，收集相关信息。结果4644名孕妇

孕前和孕早期持续站立时间百分位数P，，值分别为4．0 ll／d和3．O ll／d；孕前和孕早期久站行为主要

分布于较低经济社会地位特征孕妇中；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可能混杂因素后，孕前久站

行为与妊娠合并高血压和中度贫血均呈显著正相关，其0R值分别为2．05(95％口：1．26～3．31)和

1．38(95％c，：1．03．1．85)。结论孕前职业暴露于较重体力负荷的工作如长时间站立，可增加妊

娠高血压等疾病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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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b descm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 related

10ng-standing behavior during preconception and proges切tion，and to pro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longed standing jobs and the coInmon pregnancy related complications among pregnant women，in

Ma’anshan cny，A11llui province．Methods In this cohort study，subjects who had their first

antenatal examination at Ma’anshan Matemal and Child Care Centers were recmited under inf．ormed

consent，from 0ctober 2008 to October 20 1 0． All the infomation were collected t11rough

questio皿aires in the first，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s respectively．Three questionnaires were filled in

bv subie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healthcare takers．Results In the study，the 75血percentile of

prolonged—standing times were 4．0 h／d and 3．0 ll／d respectiVely in preconception and progestat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gnant women with low social／economic status，pmne to be inv01ved in s诅11d-long

occupation．Results i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pr010nged·standing jobs during preconception was

the risk factor of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and severe anemia．The adjusted odds ratios were

2．05(95％(¨：1．26—3．3 1)and 1．38(95％l口：1．03—1．85)respectively．Condusion Prolonged standing

jobs印peared to be common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alld risks ofboth prcgnant womn and meir

fbtus． Exposure to these kinds of iobs dllring preconc印tion could increase me risk of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and seVere anemia

the related occupational risk factors should be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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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期妇女是我国社会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

生殖有害因素包括工作有关因素，如电力辐射、高

温、铅、汞等暴露等已被确认是重要危险因素n]。长

时间站立工作、职业疲劳以及职业紧张等因素对孕

妇及其子代的健康危害效应已受到关注[21。其中，

工作中长时间站立行为对孕期妇女健康损害在近

年来备受关注。已有研究发现，从事长时间站立职

业女性其子代早产、低体重等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

显著增加口1。职业久站行为暴露与妊娠高血压、先

兆子痫等相关性已在国外人群中得以证实H1，但目

前国内尚缺乏此类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往

疾病史、肥胖、高龄妊娠以及首次妊娠等因素被认

为是影响妊娠高血压等常见合并症的重要影响因

素【2'⋯。虽然在诸多观察性研究中，强度较大的体力

劳动、工作时间过长以及长时间站立等职业因素暴

露与妊娠并发症的相关性已得到较为一致结果，但

其内在机制尚未明确H1。为此本研究在孕早期收集

孕前及孕期工作中具体坐立时间，并随访孕妇至妊

娠结局，评价孕前及孕早期工作持续站立行为对孕

期发生妊娠并发症的风险。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样本人群来自孕前和孕期环境危

险因素暴露与重大出生缺陷的孕产妇出生队列研

究。2008年10月至2010年10月在马鞍山市妇幼保

健机构招募孕妇队列，人组条件为在本地居住1年

以上且计划在本市医疗机构结束此次妊娠首次建卡

时在孕周内并自愿加入的孕妇。共有5023名孕妇

进入队列，最终随访至分娩者4644名，失访379名，

失访率为7．5％。

2．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要求孕妇分别在

孕早期(孕16周前)、孕中期(妊娠26—30周)以及孕

晚期(妊娠36周至分娩前)孕检或住院待产过程中

发放问卷(允许在家中填写)。问卷于下次体检时由

保健医生负责回收，并统一编号。如发现问卷有漏

填项，要求孕妇在现场及时补充完整。

3．资料收集及相关定义：调查内容包括①一般

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年龄、职业、家庭经济收入以

及居住地等)。②孕前及孕早期久站行为信息(于孕

早期首次填写问卷时收集)，其中分别回答孕前半年

及孕早期“每天在工作中或从事其他活动时持续坐

着多少小时?”。为便于分析，计算上述4种时间变

量的百分位数(P)，将≥P，，者定义为在工作中具有

“久坐”或“久站”行为特征。③妊娠并发症信息(于

孕晚期填写问卷时收集)并结合医院孕检结果。妊

娠期高血压诊断标准为妊娠期血压持续升高

(SBP≥140mm Hg或DBP≥90 mm Hg，间隔6 h，至

少测量2次)且无蛋白尿；妊娠合并糖尿病(GDM)诊

断标准为孕24～28周时50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0GTT)1 h血糖≥7．8 mm01／L者于1周内再行75 g

OGTT，并根据美国糖尿病资料组(NDDG)标准，即

空腹血糖(FPG)≥5．5 mol／L，1 h静脉血糖(BG)≥

10．2 mm01／L、2 h BG≥8．2 mmol／L、3 h BG≥

6．6 mm01几，其中两项或以上异常者诊断为GDMbl。

妊娠并发贫血诊断标准：孕期检查时血红蛋白(Hb)

浓度<100 g／L为贫血，61～90 g／L为中度贫血。

4．统计学分析：采用f检验比较不同人口统计

学特征孕妇间孕前半年／孕早期久坐或久站行为以

及妊娠并发症的分布差异；分别以妊娠期高血压、

GDM以及中度以上贫血为因变量，以孕前／孕早期

久坐、孕前／孕早期久站行为为自变量，单因素分析

时有意义的变量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

归分析，采用FonⅣard LR逐步拟合模型，评价孕前

及孕期职业久站行为暴露对妊娠期高血压、GDM以

及中度贫血的影响。统计学检验水平0【值为0．05，回

归方程中变量的选人标准为0．05，排除标准为O．01，

统计使用软件为SPSs 13．0。

结 果

1．孕前／孕早期久坐或长时间站立时间分布：

4644名孕产妇孕前／孕早期每日工作或其他活动中

持续坐／立时间百分位数分布见表1。本研究将每日

持续坐／立时间达到P，，值者定义为久坐行为和久站

行为。其中孕前久坐和久站行为对应的值分别为

6．0 h／d和4．0 h／d，孕早期分别为5．0 h／d和3．0 h／d。

与孕前比较，孕妇在孕早期工作中持续长时间坐立

时间的百分位数均有所降低。

表1 4644名孕产妇孕前／孕早期久坐和久站时间(1l／d)

百分位数分布

2．孕前／孕早期久坐／久站行为分布特征：24一岁

年龄组、文化程度较高孕妇其久坐行为发生率显著

高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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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站行为多分布于年龄较小(<24岁)、家庭人均收

入较低、文化程度较低、居住于郊区等特征的孕妇，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孕早期工作中久坐／久站行

为分布趋势同孕前(表2)。

3．孕前／孕早期久坐或久站行为与常见妊娠并

发症：妊娠期高血压、GDM以及中度贫血报告率依

次为1．5％(69／5023)、1．9％(86／5023)、4．7％(217／

4416)。单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孕妇文化程度

较高是妊娠期高血压的保护因素；年龄较大、孕前有

慢性病史是GDM的危险因素；孕妇文化程度和家庭

经济收入较高者发生妊娠合并贫血的风险降低(表

3)。在多因素分析评价孕前／孕早期久站及久坐行

为对妊娠并发症的影响时发现，只有孕前久坐行为

分别与妊娠期高血压以及合并中度贫血显著正相

关；进一步调整变量后，上述相关性仍有统计学意

义：对孕前久站行为调整变量(年龄、文化程度、家庭

人均收入、居住地、孕前饮酒／抽烟以及是否诊断有

疾病变量)后OR值分别为2．05(95％凹：1．26～3．31)

和1．38(95％口：1．03～1．85)。

讨 论

本研究通过队列随访研究发现，孕前和孕期从

事长时间站立工作的孕妇占一定比例，且相对于从

事久坐职业女性，孕前从事长时间站立工作可增加

孕妇妊娠期高血压以及中度贫血的危险性，且上述

相关性在控制可能混杂因素后仍具有显著性。孕前

或孕期长时间站立工作在职业女性中较为普遍，如

西班牙一项前瞻』生队列研究发现，2058名女性中约

有50％的孕妇报告在工作中存在体力负荷行为(长

时间站立或持重物等)⋯。

本研究孕前／孕早期从事长时间站立工作的女

性多集中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及低龄孕妇。Kramer

等№1认为，长时间站立工作是孕妇经济社会地位低

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因果关联中重要中介因素之一。

瑞士的一项多文化背景研究指出，来自经济收入较

低的发展中国家孕妇贫血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

组，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是影响孕期贫血发生的

重要因素n3。这与我国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如Ma

等№1在中国5个地区6413名孕妇中调查发现，居住

于农村地区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等因素是贫血发生

的高危因素。

长时间站立、工作时间过长以及较重体力劳动

均被认为是体力活动过大的重要特征。有关长时间

站立与妊娠期高血压的相关性仍未得到一致结论。

如Kasawara等阳1认为，体力活动可能对先兆子痫有

预防效应；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站立或行走时间

规律的工作与规律的休闲活动一样，均叮降低妊娠

期高血压的发生风险H]。Klebanoff等n们在研究长时

间工作与先兆子痫发生风险时发现，女住院医生(每

周工作74 h)比每周约工作38 h的女性更易在孕期

表2 4644名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孕妇孕前和孕早期久坐／久站行为分布

注：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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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与妊娠并发症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注：。参照组；6P值<0．05

发生先兆子痫。既往有关妊娠合并贫血的影响因素

研究中多涉及铅暴露，而其他职业危害因素较少提

及。在我国一项大样本研究中发现，从事体力劳动

的孕妇其贫血发生率(61．1％)高于脑力劳动孕妇

(52．3％)，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目前孕前从事

长时间站立工作与孕期高血压以及贫血等妊娠并发

症间相关性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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