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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

计划与非计划怀孕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

暴露差异的分析

郑晓瑛 宋新明 李成福 裴丽君

【摘要】 目的 分析计划与非计划怀孕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差异，估计计划怀孕在降低

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中的作用。方法利用无锡市2002—2004年孕产妇回顾性调查资料，共调查

1628名孕产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控制孕妇生育年龄、教育水平等因素后估计了计划怀孕在降低

围孕期孕妇用药、工作和生活环境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及一些不良行为因素暴露风险中的作用。结果

在调查对象中，计划怀孕比例为73．2％，城市孕妇计划怀孕比例略低于农村孕妇，生育年龄在30岁及

以上的孕妇计划怀孕比例显著高于生育年龄低于30岁的孕产妇。计划和非计划怀孕孕妇在服用药

物及熬夜等不良行为暴露比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划怀孕组可疑致畸药物和有熬夜习惯的暴露

比例分别为2．5％和2．9％，显著低于意外妊娠组的6．O％和5．5％。在控制生育年龄等因素后，与非计

划怀孕孕妇相比，计划怀孕孕妇围孕期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和熬夜的比例分别降低了60％和50％左

右，饮食无规律、长时间上网及看电视的比例约降低了1／3左右。结论 计划怀孕可显著降低孕妇围

孕期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及一些不良行为因素的暴露风险。降低非计划或意外妊娠发生比例，提高计

划怀孕比例是一项经济有效的出生缺陷干预措施。

【关键词】 出生缺陷；计划怀孕；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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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his paper wa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exposure levels of the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on birth defects during peri—conceptional period between intended and unintended

pregnancies，and to estimate the role of intended pregnancies in reducing exposure of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Methods Data used in this paper were from a retrOspective survey of maternal women from 2002

through 2004 conducted in Wuxi city． The t。tal number of women under study was 1628．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employed to control women’s childbearing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for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intended pregnancies in reducing risk of unsafe use of medicine durirlg pregnancy，exposure to toxic

substance in working or 1iving environments and unhealthy lifestyleS．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intended

pregnancies was 73．2％．The proportion of intended pregnancieS in urban women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in rural women，and the proportion of intended pregnant women whose childbearing age was over 30

years old，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hose childbearing age was under 30 years ol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xposure risks of unsafe use of medicine and some unhealthy“festyles between the

intended and the unintended． In the intended group，the proportions of taking the su6picious teratogenic

drugs and staying up were 2．5％and 2．9％respectively，significantly 10wer than those in unintended group

whose proportion were 6．0％ and 5．5％． When compared with the unintended pregnant women，the

exposure risk of taking the suspicious teratogenic drugs and staying up in intended pregnant women

decreased by 60％and 50％respectively．Conclusion Intended pregnancies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taking the suspicious teratogenic drugs and unhealthy lifestyles．．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unwanted

pregnancy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intended pregnancies were both cost—effective methods for

preventing birth de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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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出生缺陷预防工作的不断深入，采用

孕前一围孕保健模式预防出生缺陷的策略已得到政

府部门及相关研究者的重视，而计划怀孕(intended

pregnancy)是开展孕前一围孕保健工作的一个重要前

提。计划怀孕是指育龄夫妇有生育意愿并在期望时

间内的怀孕⋯，而非计划怀孕(或称之为意外妊娠)

既包括非意愿妊娠(unwanted)，也包括虽有生育意

愿但怀孕时间比计划时间提前或滞后(mistimed)的

妊娠心j一。人们已逐渐认识到意外妊娠已成为一个

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将非计划怀

孕率或意外妊娠率(unintended pregnancy)作为评估

生殖健康工作的一个关键指标(M∞s，2004)。许多

研究结果表明非计划怀孕或意外妊娠增加了低出生

体重、早产、出生缺陷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

尽管意外妊娠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机理还不清楚，

但可能与围孕期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产前保健不

足等因素有关。本文利用无锡市2002—2004年孕

产妇回顾性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计划怀孕与非计

划怀孕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差异，旨在为探

讨出生缺陷人群干预提供新思路和新途径。

对象与方法

1．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于2005年开展的无锡市

2002—2004年孕产妇回顾性调查。研究对象为

2002—2004年具有无锡市常住户口、在无锡市各医

院住院分娩并孕满28周以上的孕产妇，访问对象为

孕产妇本人。

2．研究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并采取多阶

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获得一个能代表无锡市2002—

2004年孕产妇人群的样本。资料的收集采用问卷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访。本次共抽取1659

名孕产妇，实际调查1630名，应答率为98．25％。经

验收剔除不合格问卷，最后获得有效调查问卷1628

份。“计划怀孕”是指育龄夫妇有生育意愿并在孕前

做了相关准备的怀孕；“非计划怀孕”包括非意愿妊

娠或虽有生育意愿但未做好相应准备的怀孕。调查

内容包括十多个方面，其中包括被调查对象一般情

况、围孕期各类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情况及本次怀

孕是计划怀孕还是非计划妊娠等。研究主要比较计

划怀孕与非计划妊娠围孕期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差

异，分析计划怀孕在降低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中

的作用。研究涉及的环境危险因素包括服用可疑致

畸药物、从事接触有毒有害工作、居住室内环境污

染、熬夜、长时间上网／看电视、饮食不规律等不良生

活方式和行为等。

3．统计学分析：原始资料经质量核查后采用

EpiInfo 6．0软件建立数据库，用SPSS 11．5软件进

行统计处理。采用Y2检验用于比较计划和非计划

怀孕之间环境危险因素暴露水平的差异'；运用多因

素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计划怀孕在降低环境危险

因素暴露风险中的作用，其作用大小用0R和

95％Cf表示。用各类环境危险因素作为因变量：①

服用可疑致畸药物：是指发觉本次怀孕前是否服用

过抗生素、解热镇痛药、安眠镇静药、抗惊厥剂、激素

类药物等可疑致畸药物；②从事接触有毒有害物质

工作：指调查对象发觉本次怀孕前一年内从事接触

重金属、有机溶剂、放射线、高温高热等职业危害；③

居住室内环境污染：采用发觉本次怀孕前半年内进

行过室内装修或购置新家具作为室内有害物质潜在

污染的指标；④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重点分析了本

次怀孕前半年内是否存在饮食不规则、长时间看电

视或上网、熬夜等生活方式和行为。各环境危险因

素的赋值为：有=1，无=0。是否计划怀孕作为自变

量：计划怀孕=1，意外妊娠=0；同时包括孕妇生育

年龄、教育水平、居住地(城市或农村)作为控制

变量。

结 果

1．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在被调查的1628例孕

产妇中，生育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41岁，以20～

24岁组为主，占60．9％，平均年龄为24岁。受教育

程度以高中／中专为主，占45．9％，其次为初中以下，

占34．4％，大专及以上占19．7％。居住地为城市的

占55．0％，农村占45．0％。

2．计划怀孕比例：在被调查对象中，计划怀孕

1192人，占73．2％，非计划怀孕436人，占26．8％。

城市孕产妇计划怀孕比例略低于农村孕产妇，分别

为71．0％和76．0％(P<0．05)。生育年龄在30岁

及以上的计划怀孕比例为85．3％，显著高于生育年

龄为20～24岁和25～29岁的孕产妇女，后两组的计

划怀孕比例分别为71．8％和74．2％(P<0．05)。但

不同教育水平和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孕产妇的计划怀

孕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计划和非计划怀孕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差

异：计划怀孕妇女围孕期各类环境危险因素暴露比

例均较意外妊娠妇女的暴露比例低，经统计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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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从事接触有毒有害工作和居住室内环境污染外，

两组孕产妇其他环境暴露的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尤其是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和不良生活方式(表

1)。计划怀孕妇女围孕期可疑致畸药物的暴露比例

为2．7％，远低于非计划怀孕组的6．7％(P<0．01)。

在不良生活行为方面，计划怀孕者饮食不规律、长时

间上网／看电视和熬夜的暴露比例分别为10．5％、

9．1％和2．9％，而非计划怀孕组分别为15．4％、

12．6％和5．5％。两组装修等导致的居住室内污染

的差异在统计上也接近显著性水平(P=0．056)。

表1 计划怀孕和意外妊娠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差异

服用可疑致畸药物

从事接触有害物质工作

居住室内环境污染

饮食不规律

长时间上网／看电视

熬夜

30 2．5 26 6．0

39 3．3 19 4．4

195 16，4 89 20．4

125 10．5 67 15．4

108 9．1 55 12．6

34 2．9 24 5．5

11．417 0．001

1．096 0．295

3．643 O．056

7．309 0．007

4．476 0．034

6 536 0．011

4．计划怀孕在降低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中的

作用强度：以各类环境危险因素作为因变量的多因

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表中的oR值为

控制孕妇生育年龄、教育水平和居住地影响后的调

整。尺估计值，即相对于非计划怀孕的计划怀孕对

各类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的降低程度。结果表

明，在控制生育年龄等因素后，计划怀孕对服用可疑

致畸药物和不良生活行为的暴露风险仍有显著影

响。相对于非计划怀孕，计划怀孕妇女可疑致畸药

物的暴露风险降低60％左右(oR=0．413，P<

0．01)。相应的，饮食无规律、长时间上网／看电视和

熬夜的发生比例分别降低35．1％、31．1％和49．9％。

与表1结果一致，居住室内污染的oR值在统计学

上接近显著性水平，计划怀孕妇女在怀孕前半年内

进行室内装修或购置新家具的比例比非计划怀孕降

低20％。

表2 计划怀孕在降低环境危险因素暴露风险中的作用

(多因素109istic回归分析)

讨 论

孕妇围孕期即在怀孕前后一段时间内患有慢性

疾病、接受药物治疗、工作或生活中接触有毒有害物

质及一些不良生活方式对胚胎发育可产生负面的影

响。许多研究结果表明非计划怀孕或意外妊娠可增

加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大量研究表明，孕妇围孕

期不安全用药可导致出生缺陷的发生。如Diaz

等H o的研究认为，抗癫痫药(如卡马西平、美芬妥英)

不仅能增加神经管缺陷的危险性，而且能增加心血

管缺陷、口裂和泌尿道缺陷的危险性。Honein等’5。

的研究发现，孕妇围孕期生活中一些不良生活方式

和行为可增加脑积水、小头畸形、脐膨出、腹裂、唇裂

和腭裂、畸形足多指、并指和无指等的发生风险。本

研究结果提示，非计划怀孕导致出生缺陷发生风险

的增加可能与围孕期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及一些不良

行为因素暴露机会的提高有关。

本次研究发现，计划怀孕显著降低了孕妇围孕

期一些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的比例，尤其是服用可疑

致畸药物和一些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在控制

生育年龄等因素后，与非计划怀孕妇女相比，计划怀

孕者在围孕期服用可疑致畸药物和有熬夜习惯的比

例分别降低了60％和50％左右，饮食无规律、长时

间上网／看电视的比例约降低了1／3左右，这与国外

近年来一些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项在美国华盛顿

和明尼苏达州的研究探索了计划怀孕与孕妇围孕期

吸烟、饮酒等不良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计划

怀孕妇女围孕期吸烟的比例大约是计划怀孕妇女的

2倍∞1。另一项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育龄妇女计

划怀孕与健康行为关系的研究也证实，与非计划妊

娠的妇女相比，准备在未来一年内怀孕的妇女会更

加注意自己的健康行为，吸烟的比例降低了40％

(oR=0．6)，同时更注意多种维生素的补充，并能

主动进行健康保健咨询帕1。

尽管降低非计划怀孕比例是生殖健康的一个重

要目标，但非计划怀孕比例依然较高，在本研究被调

查孕妇中，按照本文界定的非计划怀孕比例为

26．8％。这一比例低于在美国孕妇人群的调查结

果。美国1995年非计划怀孕占总妊娠的49％，在

活产中约31％是非计划妊娠的结果。7母。。导致这一

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

政策，对降低非计划妊娠比例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

方面可能是由于调查的方式不同所致。如美国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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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是在孕妇产后2—6个月采用邮寄及电话回访方

式进行调查，而本调查是在孕妇产后10个月到2年

多后采用问卷面访方式进行的。另外，对计划怀孕

的提问和理解的不同也会造成调查结果的不同。

非计划怀孕不仅可以增加出生缺陷等不良妊娠

结局的发生风险，还会增加孕妇精神负担甚至导致

抑郁H
0’11

o，并且可以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可表现

在接受教育、社会适应、酒精和药物滥用、犯罪及就

业等多个方面¨2|。计划怀孕夫妇能够在孕前在生

理、心理和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使孕妇建立健康的

生活方式，选择适宜的受孕时机，积极主动地寻求各

种卫生保健服务，并有效降低孕妇围孕期环境危险

因素的暴露水平。因此，提高计划怀孕比例是一项

经济有效的出生缺陷干预措施，对提高整体人口素

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感谢江苏省无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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