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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早产儿和足月儿母亲生活方式和疾病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早产的相关危险因素#为

降低早产发生率提供依据* 方法&选取严格配对的病例和对照共 #""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母亲进行生活方式)疾

病因素和膳食%Y*,T6.2C.HE--)-@2.H143:-):.# YE1'等的问卷调查#对新生儿的一般资料进行收集#用条件 6,C)?-):回

归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

早产儿母亲身高)孕前体重和孕前体重指数均低于足月儿母亲#早产儿出生身长)体

重)E0C34评分总和均低于足月儿%Kk"7"U'$

%

早产儿母亲的 YE1以及总评分都明显低于足月儿母亲%Kk

"7"U'$尤其是早产儿母亲的膳食行为不合理)不科学尤其突出*

&

经多因素 6,C)?-):回归分析发现早产的危险因

素有反复流产病史和此次妊娠有胎膜早破$保护因素有母亲膳食YE1总评分和母亲孕前体重%Kk"7"U'* 结论&

早产的高危人群为孕前体重低)营养知识态度行为评分低)有反复流产史及此次发生胎膜早破者* 应强调定期产

前检查#加强营养教育#在孕前和孕期尽量避免或消除以上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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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早产的发生率没有变化#西方

国家的早产发生率 $""] 年为 !$7U\

!!"

* 分析早产

发生的原因#找出有效的预防早产的措施已经成为

世界围产医学的研究热点* 早产中有 U"\ l#U\

是难以避免的#换言之#还有 QU\ lU"\是可以避

免的#如果弄清早产病因#消除早产的危险因素#可

避免早产的这个比例还会提高* 目前普遍认为早产

的发生相关于众多危险因素#可以将早产的初级危

险因素概括为人口统计学因素)生活方式)卫生保

健)疾病因素#以及孕妇的营养状况等!$#Q"

* 研究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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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危险因素#降低早产发生率#无论对围产保健或

优生优育#均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早产儿和足月儿母亲生活方

式和疾病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早产的相关危险

因素#为预防早产#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提供依据*

AJ研究对象与方法

A7AJ研究对象

从华西第二医院)四川省妇幼保健医院等医院

选取早产儿及其母亲 !$" 对%病例'和与其配对的

足月儿及其母亲 !%" 对%对照'共 #"" 例作为研究

对象* 以孕龄满 $% 周#不足 QA 周作为早产儿及其

母亲的选取标准* 足月儿及其母亲的配对条件为&

母婴健康$母亲年龄相差在 U 岁以内$胎龄
#

QA 周$

婴儿出生体重
#

$ U"" C$与配对早产儿性别相同)在

同一医院出生)出生时间相差 U 2以内*

A7>J问卷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法#在生产后 ! lQ 2 内#对每一

个调查对象进行床旁询问*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

况&

$

母亲一般情况&年龄)身高)孕前体重及体重指

数%B=Z'$

%

新生儿一般情况&E0C34评分)出生体

重)身长$

&

营养知识)态度和饮食行为%Y*,T6.2C.H

E--)-@2.H143:-):.# YE1'&营养知识%A 题')态度%Q

题')饮食行为%a 题'#通过对问卷进行专业量化评

分#总分 !a分#以达到总分 %"\为合格$

'

生活行为

方式&产妇以及其丈夫的职业)文化程度)居住环境)

孕期的社会心理事件)产前检查与否等$

.

母亲疾病

史&既往和此次妇产科疾病情况及其他疾病情况等*

A7NJ质量控制

通过对研究对象确定#现场实施)资料录入和分

析等进行严格质量控制以减少随机误差和偏倚*

%!'问卷设计&在广泛查阅文献和征求专家意

见基础上编制问卷#反复修改#预调查#进行复测信

度分析*

%$'实施过程&调查人员经过统一培训#均为掌

握询问技巧的营养专业人员* 回收问卷经核对检

查#计算机逻辑纠错*

%Q'复测信度&对 !" 对母亲及其新生儿在间隔

] 2的时间里进行前后 $ 次问卷测定#计算相关系数

Ch"7%A$#Kk"7"U#说明此问卷可信度高*

A7TJ统计分析

采用M0)23-3Q7"输入#MN:.6建库#用 J1JJ !!7U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分析信度)一般情况和膳食

YE1问题回答情况$JRERÊ JM%7" 进行条件 6,C)?H

-):回归分析* 多因素分析时#采用 S3:cT342%后退

法'剔除变量*

>J结果

>7AJ一般情况

$7!7!&母亲基本情况&&早产儿母亲孕前身高)孕

前体重)孕前 B=Z均低于足月儿母亲#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Kk"7"U'$早产儿母亲和足月儿母亲的年

龄差异没有显著性%Ko"7"U'%表 !'* 早产儿剖宫

产率为AU7%\#显著低于足月儿的 %A7%\*

表 AJ母亲基本情况比较

项目
足月组

%/ h!%"'

早产组

%/ h!$"'

年龄%岁' $A7a] mQ7%% $%7QQ m]7%!

身高%:/' !U%7%A mQ7aA

!UA7]$ m]7a%

3

孕前体重%cC' UQ7]# m#7%]

U"7]A m%7!$

3

孕前B=Z%cĈ/

$

'

$!7!A m$7U]

$"7Q# mQ7"a

3

&&3&与足月组比较# Kk"7"U

$7!7$&新生儿的基本情况&&早产儿身长)体重)

出生 !#U#!" /)* 的 E0C34评分总和均低于足月儿#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Kk"7"!'* 本研究共调查

新生儿女性 !]" 例#男性 !#" 例* 胎龄为 QU lQ# 周

的早产儿占 #%7]\%表 $'*

表 >J新生儿基本情况比较

项目
足月组

%/ h!%"'

早产组

%/ h!$"'

孕龄%周' Qa7"U m!7!" QU7!a m!7UQ

E0C34评分总和%!i#Ui#!"i' $a7]" m!7!!

$%7QA m$7a!

3

出生身长%:/' U"7!U m!7%!

]A7!" m$7U!

3

出生体重%C' Q QQ]7a" m]]!7Qa

$ U%!7"% m]%a7Q"

3

&&3&与足月组比较# Kk"7"U

>U>J膳食E7=

$7$7!&问题回答情况&&早产儿母亲对孕期活动

的认知$对获取营养知识)孕期对富含营养食物的态

度$孕期摄入和购买富含营养食物)规律体力活动)

孕期注重体重增长)进食规律)服用营养素补充剂等

行为都明显不如足月儿母亲#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Kk"7"U'#%表 Q'*

$7$7$&膳食YE1评分&&就分值进行配对检验发

现#早产儿母亲的YE1以及总评分都明显低于足月

儿母亲#差异有显著性意义%Kk"7"U'* 就合格率

进行
#

$ 检验发现#早产儿母亲的饮食行为和膳食

YE1总评分合格率明显低于足月儿母亲* 早产儿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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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营养知识合格率仅为 $A7A\#但在分娩后对

营养的认识接受态度尚可#达到 A!7A\%表 ]'*

表 NJ母亲膳食YE1问题回答情况
%\'

问题
足月组

%/ h!%"'

早产组

%/ h!$"'

知识 营养重要性 aa7] a%7Q

蛋白质 Q!7A $U7%

铁 A%7a AU7"

脂肪 %Q7Q %%7Q

锌 a#7! a]7$

锻炼重要性 A$7%

Ua7Q

3

膳食安排 %!7! A]7$

态度 愿意更改不良饮食习惯 %%7a a"7"

对营养知识的需要 ]$7$

Q"7"

3

对营养食品的关注程度 %A7%

A#7A

3

行为 摄入营养食品 %A7%

A#7A

3

规律锻炼 #A7$

U!7A

3

购买营养食品 AQ7Q

Ua7$

3

关注体重增加 %A7$

A%7Q

3

无挑食习惯 %!7A

A]7$

3

膳食规律性 %#7A

A#7A

3

经常在外就餐 !$7% !U7%

服用营养素补充剂 A]7]

#!7A

3

每月食品支出超过 ]"" 元 %A7$ %]7$

&&3&与足月组比较# Kk"7"U

表 TJ母亲膳食E7=评分和合格率

项目

%合格率\'

对数 足月组 早产组

知识评分 !$" U7!" m!7$# %QU7""'

]7U! m!7]#

3

%$A7#A'

态度评分 !$" $7A% m"7U! %AA7A%'

$7#! m"7A!

3

%A!7#A'

行为评分 !$" #7#% m!7UA %Q$7$$'

U7]# m!7%A

3

%!U7""'

YE1总评分 !$" !]7UU m$7AQ %Q%7]]'

!$7U% mQ7U"

3

%$Q7QQ'

&&3&与足月组比较# Kk"7"U

>7NJ母亲生活行为方式和疾病因素

$7Q7!&哑变量的定义&&以该变量第一组为基数#

相应其余各组与第一组相比*

$7Q7$&生活方式和疾病因素的条件 6,C)?-):回归

分析

%!'单因素条件 6,C)?-):回归分析&单因素条件

6,C)?-):回归分析结果%Kk"7$U'* 单因素 6,C)?-):

回归分析 Kk"7"U 的保护因素有&孕妇膳食支出#

母亲孕前体重以及 B=Z指数#孕期营养知识)行为

评分和总评分* 单因素 6,C)?-):回归分析 Kk"7"U

的危险因素有&母亲教育程度#无业#孕期环境嘈杂#

其丈夫在妻子怀孕前 Q 个月饮食不规律#每月家庭

收入#M*C6.指数#孕期体力活动不规律)购买食物偏

好口味)偏食)饮食不规律#没有参加任何孕期保健

门诊#此次妊娠前有妇产科疾病史%反复流产'#此

次妊娠有妇产科疾病%胎膜早破'#此次妊娠有妊娠

并发症*

就单因素6,C)?-):回归分析的结果而言%以哑变

量.职业/)连续变量.膳食 YE1总评分/)二分类变

量.此次妊娠有胎膜早破/结果解释为例'#无职业

母亲发生早产的危险性是普通职员母亲的 $7Q 倍$

而母亲的膳食YE1总评分每升高 ! 分#早产危险性

为原来的 %!7%\$母亲此次妊娠有胎膜早破发生早

产的危险性是无胎膜早破的 !$7U 倍*

%$'多因素条件 6,C)?-):回归分析&将所有变量

引入多因素条件6,C)?-):回归模型#用后退法将不显

著的因子依次剔除%引入标准 Kk"7$U#排除标准

Ko"7"U'#共有 ] 个变量进入方程* 本研究筛选出

危险因素 $ 个#即有反复流产病史和此次有胎膜早

破#其中胎膜早破是早产的强危险因素#其 4M值为

A7aAa$保护因素 $ 个#即母亲膳食YE1总评分和母

亲孕前体重%表 U'*

表 DJ多因素条件."1)$%)(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

J-27M44 K 4M aU\ -2

母亲膳食YE1总评分 "̀7"U$ "7"!A "7""$ "7a]a "7a!A l"7a%$

孕前母亲体重 "̀7"]% "7"!a "7"!! "7aU] "7a!a l"7a%a

反复流产病史 &"7%]A "7Q%" "7"$# $7QQ$ !7!!" l]7a"#

此次有胎膜早破 &$7"AA "7QA% "7""" A7aAa Q7%"" l!#7AUQ

NJ讨论

本次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在排除年龄)分娩

季节)婴儿性别等可能的影响因素外#结果分析也发

现早产儿母亲身高)孕前体重和孕前 B=Z均低于足

月儿母亲* 同时发现早产儿身长)体重)E0C34评分

均低于足月儿#这和早产儿宫内发育时间短)生长发

育未能完成有关!]"

*

母亲营养状况不仅直接影响自身健康#还与胎

儿的生长发育以及成年后的疾病发生都有明显的关

系!U"

* 母亲的营养状况与其营养知识 %Y')态度

%E'和饮食行为%1'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研究首次

就早产儿母亲的膳食YE1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母亲

膳食YE1水平不高#总合格率$Q7Q\lQ%7]\#对营

养知识的了解程度都不高%$A7A\ lQU7"\'#对营养

的认识接受态度尚可% oA"\'#膳食行为的合格率

也不高%!U7"\ lQ$7$\'* 这可能和早产儿母亲

孕前B=Z明显低于足月儿母亲有关#也提示早产儿

母亲怀孕前半年和怀孕期间营养素摄入可能不足*

本研究首先进行单因素条件 6,C)?-):回归分析#

筛选出由于可能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由于混杂

因素干扰和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各因素与早产的关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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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常被曲解!#"

#因此最后进入多因素条件6,C)?-):回

归模型的因素有膳食 YE1总评分)母亲孕前体重)

以前是否有反复流产和此次妊娠是否有胎膜早破*

根据健康教育YE1模型!A"

#健康行为的转变是

由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转变* 因为营养知识)态度和

行为#直接影响到孕妇选择摄入食物和最终孕妇的

营养状况#从而影响到胎儿宫内发育!%"

* 我国的调

查已经表明孕妇营养知识的掌握很不充分#对重要

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认识不足!a"

$缺乏营养知识#以

及部分孕妇的偏食习惯!!""是导致孕妇膳食结构欠

合理及部分营养不能达标的主要原因* 国外报道早

产与以下因素有关&孕期每天是否规律活动)购买食

物看重口味)偏食)孕期饮食有无规律等!!!)!$"

#和本

研究中的结果一致#同时此次研究第一次研究孕期

膳食YE1和早产发生的关系#发现母亲孕期膳食

YE1总评分是早产的保护因素#应该在妇幼保健工

作中大力开展营养咨询门诊#进行膳食指导#以提高

全民素质*

许多研究都报道母亲的孕前体重低)孕前 B=Z

低% k!a'以及母亲身高低#早产发生危险性大#国

外报道孕妇孕前肥胖或孕前 B=Zo$% 增加早产发

生的危险性!!Q"

* 本次研究中所有对象孕前的B=Z都

在 $" l$!#属于正常范围#母亲的孕前体重和孕前

B=Z在正常范围内偏高#发生早产的危险性则小*

有反复流产史者#再妊娠时早产发生率明显增

加#可达 !A\ l]"\#而且其危险性随早产次数增

多而增加!!]"

* 本次研究也证实这点#有反复流产史

的母亲发生早产的危险性是没有反复流产史母亲的

$7QQ 倍%aU\-2!7!!" l]7a"#'* 因此建议孕妇做

好产前检查#及时发现疾病并作出相应保护措施*

临产前的胎膜破裂+++胎膜早破可因胎膜结构

异常)孕妇缺乏某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生殖道感

染)胎位异常等多方面的因素引起!!U"

* 胎膜的完整

性对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十分重要#因为胎膜为胎

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防止外界环境中的

任何不利因素对胎儿造成损伤* 一旦破膜#且随着

时间延长#孕妇阴道和宫颈病原体逆行导致宫内感

染及炎症#对母儿可造成不良后果!!#"

* 因此在 QA

周前的胎膜早破势必会对胎儿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

响#从而导致早产* 有研究表明早产儿母亲胎膜早

破发生率是足月儿母亲的 ]7] 倍#有 U#7%\的早产

儿母亲发生胎膜早破!!A"

* 本研究结果与之相近#有

QU7"\的早产儿母亲发生胎膜早破#是足月儿母亲

%#7!\'的 U7A 倍$胎膜早破者发生早产的危险性是

无胎膜早破的 !$7U 倍#控制混杂因素影响后#比数

比为 A7a%%aU\-2Q7%"" l!#7AUQ'*

通过本次调查#对早产的高危人群%孕前体重

低)营养知识态度行为评分低)有反复流产史)发生

胎膜早破'#应强调定期产前检查#加强营养教育#

早期诊断#尽量避免或消除以上危险因素#以减少早

产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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