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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城市育龄妇女人口流产特征、现状，分析避孕失败原因．方法 采用连续抽样法，由经

过培训的专业医生使用统一调查表对 2011年 6月至 2011年 12月到昆明市某两家市级医院进行人工流产的 397

例妇女进行调查．结果 未婚占 39.3%，57.7%研究对象曾做过人工流产，其中 27.0%有≥2 次人工流产史．

30.7%在 20岁前发生首次性行为．最主要的避孕方法为使用避孕套，避孕知识的正确认知率较低，伴侣双方共同

参与避孕意识较高．影响重复流产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和获取避孕药具的途径．结论 应该采取包括流产后

服务（PAC）在内的多种措施，提高城市育龄妇女的避孕知识和能力，降低人工流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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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situation of contraceptive use and impact factors among

reproductive-age women seeking abortion in Kunming which was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in order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improving contraceptive use. Methods A hospital-based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397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seeking abortion in hospitals of different levels in Kunming from June 2011 to December 2011.

They were face to face interviewed by the trained investigators with the questionnaires. Results Among 397 women，

229 cases （57.7%） had experienced induced abortion. Abortion accounted for 61.7% of married women， and

unmarried accounted for 39.3%. About 36.3% never used any contraceptives， and only 21.4% of respondents used
contraceptives at every intercourse. The main contraceptive before this pregnancy was condom （68.9%） . The use of

contraceptives was mainly decided by couple（73.4%） .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respondents' age， educational level and access to contraceptives in hospital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contraceptive. Conclusion Premarital pregnancy and low rate of contraception are the main reason for induced

abortion. Fewer reproductive-age women seeking abortion use contraceptives.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ir

awareness of contraception and abortion related knowledge， provide feasible contraceptive to enable women to avoid

unwilling pregnancy. Further more，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male involvement in contra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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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复人工流产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Tab. 1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repeated abortion

因 素 β S.E. Wald OR 95.0%CI

年龄 .360 .107 11.321 .001 1.434

文化程度（对照：初中及以下） 9.319 .009

高中 -.392 .282 1.942 .163 .675

大学及以上 -.807 .265 9.244 .002 .446

从医院获取避孕药具（对照：超市或药店） -.492 .139 12.509 .000 .612

1.162～1.768

1.162～1.768

0.389～1.173

0.265～0.751

0.46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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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年 9月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以来，

世界各国政府都把“促进生殖健康”作为政府和全

社会的发展目标之一，降低人工流产率已经成为
一个亟待解决的生殖健康问题．全球每年约有

4 000～6 000万例人工流产，即全球妊娠的 26%以

流产为结局[1]．我国由于统计数据来源不同，人工

流产数存在差别，有报道近年来每年约有 1 300万

例人工流产[2]．据《2011年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年

鉴》云南省人工流产达每年 4.677万余例．无论手

术流产还是药物流产，对妇女的身心均可能有不同

程度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今后生育的影响更不容

忽视．

本研究对昆明城区两家市级医院进行人工流产

的育龄妇女开展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昆明市 2家市级医院作为研究现场．研究

对象为 2011年 6月至 2011年 12月因早孕并自愿

到研究现场寻求人工流产服务的城市育龄妇女．共

获得合格问卷 397份．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现况调查，采用封闭式访谈调

查表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以受访对象完全自愿为前

提，问卷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基本特征、人工流产

史以及生殖避孕情况等．

1.3 质量控制

本研究使用的问卷通过预调查，修改完善后正

式使用．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每份问卷经过调查

员现场审核，遇有漏填现象要求调查对象当场补

充，并由医院现场负责人再次审核，剔除有 5%题

目漏填或逻辑矛盾的不合格问卷，保证调查问卷的

质量．

1.4 数据的录入与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建立数据库进行双录双输，运用

SPSS11.0进行描述性分析、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分

析．

2 结果

2.1 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性行为发生情况

研究对象年龄（27.70±5.99）岁．30.5%文化

程度为初中及以下，28.0%为高中或中专，41.6%

为大专及以上;无业人员占 14.1%，服务业人员占
8.1%，个体经商占 15.1，有固定职业（包括干部、

职员、教师） 占 31.5%，不愿意报告职业的占

21.7%，其余为工人等．

婚姻状况中，已婚占 60.7%，未婚 38.0%，离

异占 1.3%．目前与配偶或男友居住在一起的占

81.1%．首次性行为年龄为 （20.93±2.76） 岁．

30.7%在 20岁前发生首次性行为．

2.2 重复人工流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57.7%的研究对象曾做过人工流产，其中

27.0%≥2次人工流产史，最多为 6次人工流产．

在有重复人工流产史的女性中，发生在 20岁之前

占 28.9%．为探讨重复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引入

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稳定性、避孕决定权、获取

避孕药具的途径、首次性行为年龄、是否获得过避

孕或流产方面知识等因素进行二分类 logistic逐步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大、文化水平低、不是从医院获

取避孕药具的育龄妇女更易发生重复人工流产，见

表 1．

2.3 避孕措施使用情况

对于本次妊娠前的避孕措施和避孕行为，

36.3%（144人）为未采用过任何避孕措施，45.3%

为避孕方法失败，9.1%为改变妊娠计划，9.3%为

医学或生活原因．在采用过避孕措施的研究对象

中，只有 33.5%每次性行为都坚持使用避孕方法．

在使用的避孕方法中，选用过避孕套的人数最多，

为 44.1%，其次为安全期避孕占 23.8%，口服避孕



药 13.7%，体外排精 8.4%，放置 IUD为 6.6%，以

及其他方法．

研究对象自我报告的避孕失败理由中，主要是
避孕套失败 35.2%，安全期计算错误占 22.9%，体

外排精失败占 10.6%，以及口服避孕药失败 5.7%

和紧急避孕失败 5.7%，另外还是带器妊娠 6例和

结扎失败 1例．

2.3.1 选择避孕措施考虑的因素 在各类常见的

避孕措施中，对于选择使用哪种避孕措施，研究对

象考虑的因素依次是避孕措施的有效性（35.7%）、

使用简单（31.3%）、无副作用（25.6%）和不影响

性生活质量，只有不到 1%的调查对象考虑到价格

或获取方便．

2.3.2 男伴对避孕措施参与和影响 在决定选择

避孕措施时，76.2%是双方协商决定，17.6％由妇

女本人决定，但是有 6.2%为男性决定．有 22.5%

的研究对象认为避孕主要是女性的责任，70.5%的

研究对象认为男性也应该担负责任，而 7.1%报告

不知道是该由谁负责．

2.3.3 避孕及人工流产相关知识认知情况 仍然

有 11.0%的研究对象认为“人工流产可以作为一种

避孕方法使用”，29.1%的人认为“偶尔一次性交

不会怀孕”，23.3%认为“安全期是适合青少年使

用的避孕方法”；分别有 34. 6%和 37.1%的研究对

象认为体外排精或安全期避孕更比避孕套更有效；

76.7%知道紧急避孕药在房事后作为补救方法，但

55.9%认为可以长期每次性生活都使用;只有 7.0%

的人仍不知道避孕套应在性行为开始时使用．但

是，对于上述问题能全部回答正确者不到 1%．

3 讨论

婚前性行为、不安全性行为现象大幅度增加，

首次性行为及人工流产年龄低龄化，重复流产率高

等特征将导致生殖健康问题日益严峻[3]．本研究中，

首次性行为年龄 20岁以下者占三成，人工流产妇

女中有近四成为未婚，这与肖燕军等在北京开展的

城市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研究结果接近[4]．本研究重

复流产占被调查人群的近六成，与其他近期地区研

究结果相一致[5，6]，影响因素包括年龄、低文化水平

和是否到医院等专业机构获取避孕药具等，这与研

究对象的避孕相关知识正确认知率低是一致的．同

时，这也解释了在避孕失败原因中，主要是未避孕
比率高（36.3%），或者采取的避孕方法主要为那

些使用失败率高（由于不能坚持和正确使用所致的

失败）的需自行使用的避孕方法，例如本研究显示

避孕方法中，避孕套的人数最多，其次为安全期避

孕、口服避孕和体外排精．
另一方面，虽然昆明地处西南边陲，居住在城

市的育龄妇女依然存在多个导致人工流产甚至是重

复流产的危险因素，但是对于男性在避孕中的参与

和义务的认知度却较高，与任姗姗等人在北京、上

海等发达城市研究的结果相同[7]，这为未来开展流

产后避孕节育服务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已有研究表明，人工流产的高危因素中，可预

防的因素占 72.2%[8]．因此，根据人工流产数量大、

人工流产妇女中不避孕、较少咨询医生而采用自行

使用避孕方法者比例高的特点，需采取多种形式干

预．例如，20世纪 90年代初，国际上提出流产后

服务（PAC） 的概念，其包括 5个基本成分:流产

后社区服务、流产后咨询服务、流产后并发症治疗

服务、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和流产后生殖健康及其

他保健综服务[9]．这将有效避免非意愿妊娠，降低

人工流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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