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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育龄夫妇不孕率系统综述

孟琴琴张亚黎任爱国

【摘要】 目的运用循证分析方法估计中国育龄夫妇不孕率及其在不同地区和人群间的差

别。方法检索1980--2012年万方、维普、CNKI、PubMed数据库关于不孕率调查的文献，通过

Meta分析合并不孕率，并通过Meta回归分析发现不孕率变异的来源。结果纳入文献27篇。中

国各地区总合并不孕率为5．7％(95％CI：5．3％．6．1％)，新婚人群1年和2年合并不孕率分别为

12．5％(95％CI：9．5％。15．4％)和6．6％(95％CI：4．9％～8．4％)；非新婚人群的1年和2年合并不孕率

分别为6．4％(95％CI：4．2％．8．6％)和3．0％(95％CI：2．6％～3．3％)。Meta回归分析发现各地区2年

不孕率低于1年不孕率，经济水平低的地区不孕率高，文献的研究方法中历史性队列研究和前瞻

性研究的不孕率较高。结论由于各研究对于不孕率的界定不一致，导致各研究间不具有绝对的

可比性。应重视各不孕率调查的可比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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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bstract】0bjective To estimate the infertility rates and to examin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variations in infertility rates among studies．Methods Wanfang，CQVIP，CNⅪ，and PubMed
Database were searched for infertility relevant population．based prevalence studies between 1980 and

20 12．Meta．analysis and meta-regression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pooled size of effect and to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variation．Results A total of 27 articles using data from regional surveys were

included in the review．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bined prevalence was 5．7％(95％C／：5．3％一6．1％)．

Combined prevalence rates of 1-year and 2-year infertility in newly married couples were 12．5％

(95％CI：9．5％一15．4％)and 6．6％(95％CI：4．9％一8．4％)，respectively，while were respectively 6．4％

(95％C／：4．2％一8．6％)and 3．O％(95％C／：2．6％一3．3％)，in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Results from

Meta-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2一year infertility was lower than that of l—year while

infertility in regions was seen higher under the poor socioeconomic condition than in the better

regions．Infertility in studies USing cohort or prospective studies was seen to be higher than in other

studies．Conclusion Owing to the inconsistency in determining the numerator and denominator that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prevalence of infertility as well as the inconsistency in criteria used to define

the infertility，an agreed definition on infertility needs to be followed，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omparison among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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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3年WHO定义，男女双方若同居≥1年

并有生育愿望，具有正常性生活且均未采取任何避

孕措施而仍未能受孕称为不孕症n】。我国自1980年

以来已做过几次全国范围关于人群生育现况的研

究，一些地区也进行过区域内人群不孕率调查，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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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差较大(O．1％～24．3％)陋'⋯。为了解我国妇女不

孕率及其地区和时间差异，本研究对1980年以来发

表文献中有关不孕不育率的调查数据进行系统综述，

运用循证分析方法估计国内不孕率，采用亚组分析评

估其在不同地区及人群间的差别，并与全国调查数据

进行比较，以期能更准确反映我国妇女不孕率，为深

入研究不孕症和制订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1．文献检索和摘录：包括电子检索与手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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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检索时间为1980—2012年出版发布的文献。

电子数据库CNKI、万方、维普的检索主题词为(“不

孕”或者“不育”)并且(“发病率”或者“患病率”或者

“不孕率”或者“不育率”或者“现患率”或者“发生

率”)，电子数据库PubMed主题词为(infertility[ti／

ab]OR infecundity[ti／ab]OR childless[ti／ab]OR

sterility[ti／ab])AND(prevalence OR incidence OR

rate)AND(China OR Chinese)，文献检索语种包括

中文和英文。手工检索所纳入文献的所有参考文

献。采用Excel软件建立信息摘录数据库，从文献中

摘录题目、发表年份、作者、研究地区、研究类型(调

查方法)、研究起止时间、研究对象年龄、不孕定义的

年限、样本数、不孕率。

2．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凡报道国内各地区人

群不孕率的普查或抽样调查的文献均列入本研究，

且不限制其调查方法(随机抽样、现况或者前瞻眭研

究)，但剔除样本重叠、不孕定义不明确、数据有质量

问题的文献以及实验性研究和临床调查。

3．文献数据质量评价：观察性研究目前尚缺乏

公认的质量评价标准，本研究结合研究目的，根据

表1列出的标准对文献不孕率的真实性进行评价。

表1文献数据质量评价标准

条目 质量评价标准

1 文献来源的质量(期刊影响因子>O．6；优秀博士论文)

2 研究方法(历史性队列研究，前瞻性研究)

3 分子排除采取避孕措施自愿不孕者

4分母排除采取避孕措施者(或者给出采取避孕措施者的人数，

可以重新计算分母排除避孕措施者后的不孕率)

5分母排除结婚未满1年或2年者

6 1或2年内不孕率(把婚后1年内或2年内不孕者作为分子，计

算1或2年不孕率)

4．异质性分析：主要从文献来源、研究设计、研

究对象特征以及分析方法4个方面，亚组分析和

Meta回归是处理单组率异质性的重要方法。在

Meta回归中，将效应量(不孕率)作为结果变量，将

可影响效应量大小的研究特征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可以同时分析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发现各研究效

应量的异质性来源。

5．统计学分析：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按经济水平分为4类，即欠发达地区(贵州、云

南、西藏、青海和新疆)、发达地区(北京和上海)、较

发达地区(天津、江苏、浙江和山东)和中等发达地区

(其余20个省区市)。采用广义倒方差模型对各研

究样本的不孕率进行合并。应用Meta 11．0软件进

行资料的合并和异质性检验，通过赋予各研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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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重，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合并效应值及其可

信区间。各研究之间异质性检验使用J『2统计量，发

表偏倚采J胃Egger’s检验的方法，检验水准ct=0．05。

结 果

1．文献检索：共检索文献69篇，排除不合格文

献42篇，本研究共纳入分析27篇(图1、表2)。纳入

文献满足表1数据质量评价标准第1。6条者分别占

37．0％、22．2％、96．3％、22．2％、33．3％、14．8％，满足至

少2条评价标准者占63．0％(17／27)，满足至少3条评

价标准者占37．O％(10／27)。

病吲或无子女家庭为不孕)的
研究：7篇

⑩数据质量问题(文内数据不一
致或调查时问不明确)：2篇

图1文献筛选过程

2．不孕率合并效应值：表3显示，总合并不孕率

为5．7％(95％CI：5．3％～6．1％)，异质性检验发现各

研究间异质性较大。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新婚

人群的1年合并不孕率为12．5％(95％CI：9．5％～

15．4％)，2年合并不孕率为6．6％(95％CI：4．9％～

8．4n／o)；非新婚人群的1年合并不孕率为6．4％

(95％CI：4．2％～8．6％)，2年合并不孕率为3．0％

(95％CI：2．6％～3．3％)。原发1年合并不孕率为

3．0％(95％CI：1．9％～4．1％)，2年合并不孕率为

1．5％(95％a：1．1％～1。9％)；继发1年合并不孕率为

3．9％(95％CI：2．2％。5．7％)，2年合并不孕率为

1．6％(95％CI：1．2％～2．O％)。Egger’S检验发现，存

在发表偏倚的有总合并不孕率、非新婚人群不孕率、

原发2年不孕率、城区不孕率以及农村地区不孕

率。亚组分析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各研究间存

在很大的异质性。

3．Meta回归分析：Meta回归分析各自变量赋值

情况见表4。在“不孕年限、是否新婚”变量基础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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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文献报道我国各地区不孕率的基本情况 表3不孕率合并效应值及亚组分析

别引入各自变量，发现对不孕率有影响作用的变量包

括不孕定义的年限、是否新婚、研究地区经济水平、研

究方法(P<0．01)。将这4个变量引人回归模型(表

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7．48，P<0．0001)，模型

可解释各研究间67．82％的不孕率变异程度。回归

模型表明，影响各地区不孕率的因素主要为不孕定

义的年限、研究地区经济水平和研究方法。2年不

孕率低于1年不孕率，经济水平低的地区不孕率高，

研究方法为历史性队列研究以及前瞻性研究的文献

报道不孕率较高。

讨 论

1．不孕率的界定：我国各项研究中关于“不孕

亚组
数据合并不孕率(％)发表堂雄肇
数量 及其95％a E醪’s P值

异质性检验

严(％)P值

表4 Meta回归分析变量赋值

自变量 赋值

不孕定义年限

新婚

社会经济状况

最大年龄

研究时间

文献来源质量

研究方法

1：1年；2：2年

1：新婚；2：育龄

1：发达；2：较发达；3：中等发达；

4：欠发达

0：新婚；l：44或45岁；2：48或49岁

l：1990年以前；2：1990—2000年；

3：2001--2005年；4：2006年及以后

1：期刊影响因子>0．6、优秀博士论

文；0：其他

l：历史性队列研究以及前瞻性研

究；0：其他

分子是否排除自愿不孕者 1：是；0：否

分母是否排除采取避孕措施者1：是；0：否

分母劂醑嶷溯诔满l或2年者1：是；0：否
是否为1或2年内不孕 1：是；0：否

注：剔除只有原发性不孕率的1篇文献

率”的术语不统一，如不孕率b'8。、不孕症患病率陋6’2 7|、

不育症患病率¨2，28|、不孕不育率H，161、不孕不育发生

率[51、不孕者比例n1|，还有研究把新婚人群不孕率称

为不孕症发病率，非新婚人群称为不孕症患病率n 9’2引；

各研究对不孕症的界定也各不相同，如有的研究中

不孕者并未排除自愿不孕¨引或者怀孕后未活产

者∽1，有的研究并未在分母中排除采取避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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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阳·2州或者婚后未满1年／2年者n2，13]。国内各研究

中关于不孕不育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概念及计算

标准。

国外相关文献一般将“不孕率”称为“不孕患病

率”即或“不孕率”(infertility prevalence／infenil时

rate)。目前关于不孕(infertility)的定义一般采用

1975年、2001年WHO的定义b0’31 3。但各研究对

WHO定义的理解有所不同，2004年Rutstein和
Macro【321在发展中国家不孕率研究报告中，对WHO

定义诠释为“2年内暴露于妊娠危险中而不能受

孕”，而我国部分使用WHO定义的研究并未将2年
以后怀孕者计为不孕者。国内文献把不孕症

(infecundity／sterility)定义为“没有受孕能力”，把不

育症(infertility)定义为“实际上或临床上未能生育

(妊娠均以流产、早产、死胎或死产而结束)”[3 3’34]，而

在WHO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孕率调查报告中b 2|，

“infertility”与“infecundity”可互换使用。

2．全国调查数据与各地区合并数据的比较：方

可娟等n51抽取1988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部

分数据，分析出我国1976—1985年初婚妇女不孕率

逐渐降低，其中1976年2年不孕率为11．32％，1980

年为7．04％，1985年为3．89％，平均2年不孕率为

6．89％；结果显示我国不孕率表现为乡村高于城市，

西北地区高于其他地区，京津沪及华东地区相对较

低。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显示b 6‘，

我国初婚妇女原发性1年不孕率为1．90％，结婚年代

在1990年后的妇女不孕率较高，农村居民不孕率高

于城镇居民，村民人均年收入越差者不孕率越高，西

南、西北地区不孕率高于其他地区，华东地区不孕率

最低。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的全国计

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资料显示B“，我国1年原发

性不孕率为17．13％，其中农村人群高于城镇，并以

西北地区最高，东北和华东地区最低。

以上1988、1997、2001年全国调查数据分析得

出的不孕率均为乡村高于城市，由各地区数据合并

所得的结果却发现城区人群不孕率略高于农村。

2011年侯丽艳№1对我国三省不孕症研究结果也表

明，农业户籍者不孕率低于城镇户籍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各地区数据合并结果发现经济水平越低的

地方，不孕率越高，这与全国调查的结果一致。

1988年全国调查发现初婚妇女1976年的2年

不孕率为11．32％，1985年下降为3．89％，可能是由于

结婚年龄推迟、婚后怀孕时间缩短的缘故；1年原发

性不孕率从1997年1．90％，至2001年上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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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幅度波动很大，原因之一可能为1997年的

定义为“1年以上未怀孕”，而2001年的原发性不孕

率的年限定义为“1年内未受孕”，但也不排除由于

调查质量提高，导致更多的不孕者在调查时被发现

的缘故。1988年全国调查数据中四川、安徽、河南

省初婚妇女的2年不孕率分别为5．48％、7．65％、

7．77％[35|，1995--2004年初婚妇女2年不孕率分别为

10．92％、5．90％、6．02％[6]，其中除四川省不孕率有大

幅增长外，安徽、河南省不孕率却略有降低。所以目

前尚不能确定我国不孕率在2001年是否有大幅度

的上升。各地区不孕率Meta回归分析结果并未发

现时间变化趋势，不排除是由于存在发表偏倚，以及

各地区各年代文献发表数量的影响。

3．与国外数据对比：1994—2000年WHO关于

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不孕率调查的数据表

明，东南亚及中亚各国的5年不孕率约为1．7％～

4．1％[32。，均高于我国1997年水平"6|，但低于2001

年水平m1。

2007年英格兰东北地区31～50岁妇女1年不

孕率为19．3％[3引；法国2007—2008年在18～44岁未

采取避孕的妇女中最初6个月未孕者占46％，12个

月内未孕者为24％，24个月内未孕者为11％[3蚍；加拿

大2009--2010年18～44岁妇女不孕率若使用“过去

12个月未使用避孕措施”的定义为16％，而采用“过

去12个月未使用避孕措施且规律性行为”的定义则

为14％，或采用“过去12个月未使用避孕措施且规

律性行为并准备怀孕”的定义则为11．5％m1；与我国

同期研究报道的不孕率(广东13．32％[10|、新疆

15．20％[9]、蚌埠10．47％㈣)相似。美国研究发现15～

44岁妇女1年不孕率从1982年的8．5％下降至2002

年的7．4％【411；英国也有研究表明m1，2007年46～50

岁妇女的2年原发性和继发性不孕率(6．5％和2．7％)

均低于1988年水平(9．6％和5．6％)；但上述研究并未

发现导致不孕率降低的合理原因。英国m1、芬兰H引

以孕者怀孕等待时间为指标的研究却报道生育力增

加，其中1983--2002年芬兰生育力增加的可能原因

为性传播疾病降低、文化程度提高、更多人欲保持良

好体型以及吸烟率下降。伊朗15～50岁妇女2年原

发性不孕率1985—1989年为2．6％，1990～1994年为

4．3％，1995—2000年为5．5％，2006年为4．6％，原发

性不孕率有增加⋯1，但小于我国1997--2001年原发

性不孕率的增加幅度。而我国近年不孕率升高的原

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4．结论：本研究Meta分析发现，我国各地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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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人群1年和2年合并不孕率分别为12．5％(95％讲：

9．5％一15．4％)和6．6％(95％CI：4．9％～8．4％)，非新

婚人群1年和2年合并不孕率分别为6．4％(95％CI：

4．2％一8．6％)和3．0％(95％CI：2．6％～3．3％)。由于

各项研究对“不孕”的定义不同得出的不孕率差别较

大，人群选择不一致和不孕年限不一致，对“是否考

虑生育意愿”和“性生活是否规律”等因素得出的不

孕率也有差异H引。国内外各研究对“不孕率”的界定

不一致，导致各研究间的不孕率不具有绝对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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