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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信息资料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收集
%""8

年
!"

月
!

日至
%"!!

年
3

月
#"

日重庆市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数据!描述围产儿出生缺陷

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其动态变化趋势$方法
!

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监测方法收集资料$调查对象为孕
%8

周至生后
$%0

随访的围

产儿!包括活产%死胎和死产$结果
!

共收集围产儿
%%%&"

例!出生缺陷儿
!//

例$围产儿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
'$2/!

'万$男性

发生率为
8#2'&

'万!女性为
/!2/&

'万&城市为
3'2""

'万!农村为
/32%"

'万$出生缺陷儿中早产儿占
!&2"/P

!低出生体质量儿占

!/2%'P

!围产期病死率为
!%2"&P

$结论
!

加强孕产妇孕期保健和产前检查是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的有效措施&合理配置农村

医疗保健资源!提高基层人员的产前诊断水平!加强基层监测人员生后诊断能力的培训对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

关键词"流行病学&胎儿监测&数据收集&出生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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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需要适宜的人口环境#这包括适当的人口数量)

合理的人口结构以及良好的人口素质'在我国#随着人口数量

得到基本控制#提高人口素质已成为一个十分急迫和重要的人

口问题'我国已发现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

数月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出生缺陷儿每年高达
8"

万
!

!%"

万#

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
$P

!

/P

*

!

+

'因此#利用出生缺陷监

测掌握)控制先天畸形的发生#是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环节之

一*

%

+

'本文收集了重庆市部分地区出生缺陷人群监测上报数

据#分析出生缺陷
%""3

!

%"!!

年度$按照
#S!

模式的统计年

度#即
%""8

年
!"

月
!

日至
%"!!

年
3

月
#"

日%的动态变化及

其流行病学特征'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收集
%""8

年
!"

月
!

日至
%"!!

年
3

月
#"

日

重庆市渝中区
!%

个街道和垫江县
%&

个乡镇出生缺陷的监测

数据'对居住在监测地区$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产妇

所分娩的妊娠满
%8

周的胎婴儿$孕周不详的#参考出生体质量

达
!"""

=

及其以上%#收集从出生到生后
$%0

内首次确诊的

出生缺陷病例'

=2>

!

方法
!

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监测方法#以重庆市渝中区

!%

个街道和垫江县
%&

个乡镇为监测点#渝中区设定为城市监

测点#垫江县设定为乡村监测点'由各监测点根据0中国出生

缺陷监测方案1

*

#

+

#按照其中的
%#

类出生缺陷定义)特征及诊

断标准进行监测#将有关的项目填入0出生缺陷儿登记卡1#每

季度按时上报重庆市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为保证监测数据

的质量#控制出生数漏报率低于
!r

#报表主要监测项目错误

率低于
!P

#数据录入错误低于
!r

'要求监测点人员每季度

进行自查#每一年重庆市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负责进行全年的

数据质量检查'出生缺陷诊断参照国际出生缺陷监测情报交

换所的定义*

$

+

'出生缺陷发生率定义为每万名出生人口中的

出生缺陷发生例数*

&

+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TZZ!/2"

软件进行资料分析#特征

别发生率的比较用
)

% 检验#出生缺陷儿一般特征别发生率的

比较采用
:

检验#以
A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出生缺陷年度发生率
!

%""3

!

%"!!

年度出生缺陷人群

监测中随访到围产儿合计
%%%&"

例#出生缺陷儿合计
!//

例#

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
'$2/!

"万#其中
%""3

年度发生率最高#

为
3!2$8

"万'

%""3

!

%"!!

年度连续
#

年的数据观察#未发现

"#/%

重庆医学
%"!%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医学科研资助项目$

%""'"%%!!

%'

!

#

!

通讯作者#

);A

!

!#"#/#3333"

&

W7J>1A

!

I?>6

==

0

"

!%/2B-J

'



出生缺陷发生率的明显变化趋势'见表
!

'

表
!

!!

%""3

!

%"!!

年度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的年度变化

年度 围产儿$

$

% 畸形$

$

% 发生率$"万%

%""3 '#%$ /' 3!2$8

%"!" '%83 $8 /&28&

%"!! '/#' &! //2'8

合计
%%%&" !// '$2/!

>2>

!

出生缺陷特征别发生率
!

监测的出生缺陷儿中男性高于

女性#城市高于乡村&母龄别出生缺陷儿发生率为!

)

#&

岁)

%&

!&

#"

岁年龄组高于其他年龄组&一年
$

个季度中#出生缺

陷发生率无明显波动'母亲产次与出生缺陷发生有关$

A

&

"2"&

%#见表
%

'围产儿随访人数母亲年龄不详的
%%

例#随访

围产儿性别不明的
&

例#出生缺陷儿性别不明的
#

例&孕次和

产次不详的均为
!&

例'

表
%

!!

%""3

!

%"!!

年度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的特征别发生率

项目 围产儿$

$

% 畸形$

$

%发生率$"万%

)

%

A

性别

!

男
!!'"% 38 8#2'& #2'%%"2"&$

!

女
!"&$# /& /!2/&

出生地区

!

城市
$##" $% 3'2"" #2/$""2"&/

!

乡村
!'3%" !%$ /32%"

孕妇年龄$岁%

!&

%" !!#$ / &%23! &2'/'"2%!8

!

%"

!&

%& 83!& /$ '!2'3

!

%&

!&

#" /!'' &$ 8'2$%

!

#"

!&

#& %88" !$ $82/!

!)

#& #!%% %8 832/3

季节

!

第
!

季度
&'!! $& '288 "2#/8"23$'

!

第
%

季度
$3"/ #$ /23#

!

第
#

季度
&$8$ $% '2//

!

第
$

季度
/!$3 $& '2#%

母亲孕次$次%

!

! 8!$! &8 '!2%$ "23"""2/#3

!

% /3&" $3 '"2&"

!)

# '!$$ &3 8%2&3

母亲产次$次%

!

! !#!"# !"/ 8"23" '2$#!"2"%$

!

% '$!$ $! &&2#"

!)

# !'!8 !3 !!"2&3

>2?

!

出生缺陷儿不同畸形类型发生率
!

畸形类型中发生率由

高到低前
/

位分别是!总唇裂$包括了唇裂)腭裂)唇裂合并腭

裂%)外耳其他畸形)多指"趾)先天性心脏病)马蹄内翻足)神经

管畸形$包括了无脑畸形)脊柱裂)脑膨出%'其中有
3

例患儿

存在多发畸形#具体类型见表
#

'

>2@

!

出生缺陷儿的一般特征
!

出生缺陷儿的母亲年龄平均为

%'2!%

岁#孕次平均为
%2%%

次#产次平均为
!2$3

次#孕周平均

为
#82#'

周#出生体质量平均为
#"8"2#/

=

'早产儿占

!&2"/P

#低出生体质量儿占
!/2%'P

#多发畸形占
/2/#P

'出

生缺陷儿的孕周小于非出生缺陷儿$

A

&

"2"&

%#出生缺陷儿出

生体质量低于非出生缺陷儿$

A

&

"2"&

%#见表
$

'本次监测结

果还发现#

!//

例出生缺陷儿中#有
!$#

例是生后诊断的#占总

数的
8/2!$P

'产前诊断存在出生缺陷的
%#

例$

!#28/P

%中#

有
'

例是
#'

周之后才诊断的#有
!"

例是临产前诊断的$诊断

畸形的孕周与分娩孕周相同%'而这
%#

例产前诊断的出生缺

陷儿随访至
$%0

时#仅有
#

例$

!#2"$P

%存活'

!$#

例生后诊

断为出生缺陷儿中
!#&

例为本地户口#有
!"$

例为垫江县监测

上报'

表
#

!!

%""3

!

%"!!

年度出生缺陷人群监测

!

不同畸形类型的发生情况

畸形类型
畸形

$

$

%

发生率

$"万%

畸形类型
畸形

$

$

%

发生率

$"万%

总唇裂
#3 !'2&#

先天性脑积水
' #2!&

!

唇裂合并腭裂
%/ !!2/3

腹裂
& %2%&

!

腭裂
!" $2$3

外生殖器畸形
$ !28"

!

唇裂
# !2#&

尿道下裂
# !2#&

外耳其他畸形
#& !&2'#

唐氏综合征
# !2#&

多指"趾
%! 32$$

肾脏畸形
# !2#&

先天性心脏病
!8 82"3

直肠肛门闭锁或狭窄
% "23"

马蹄内翻足
!" $2$3

并指"趾
% "23"

小耳
3 $2"$

肢体短缩
% "23"

神经管畸形
' #2!&

脐膨出
% "23"

!

无脑畸形
% "23"

食道闭锁或狭窄
! "2$&

!

脊柱裂
$ !28"

先天性膈疝
! "2$&

!

脑膨出
! "2$&

鞘膜积液
! "2$&

表
$

!!

%""3

!

%"!!

年度出生缺陷儿与非缺陷儿的

!!

一般特征比较$

IQ?

%

组别
$

孕周$周% 出生体质量$

=

%

出生缺陷儿组
!// #82#'Q%288 #"8"2#/Q/'&2$"

非出生缺陷组
%%"8$ #32!#Q!2&# #%#$2/8Q$/"23$

: M/2#&# M$2%'3

A "2""" "2"""

?

!

讨
!!

论

重庆市部分地区
%""3

!

%"!!

年度连续
#

年的出生缺陷人

群监测数据观察#未发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本次出生

缺陷人群监测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为
'$2/!

"万#低于重庆市

%""3

!

%"!!

年度出生缺陷医院监测的出生缺陷发生率

!"%2#8

"万#也低于全国出生缺陷人群监测
%""'

年的发生率

$

!#'2$!

"万%和
%"!"

年的发生率$

!'32/8

"万%

*

/

+

'目前重庆市

出生缺陷人群监测中的数据收集由社区随访医生$多数为护

士%)乡镇卫生院妇幼人员及村医来完成#只能发现一些明显的

体表畸形#出生缺陷信息不完整)不准确以及漏报等情况在所

难免#对人群监测数据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监测结果显示出生缺陷儿中早产和低出生体质量分别占

!&2"/P

)

!/2%'P

#且孕周和出生体质量在出生缺陷儿和非出

生缺陷儿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早产儿与低出生体质量儿

因其宫内发育迟滞或母亲孕期营养状况不佳等各种原因#造成

其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远高于正常孕周和出生体质量的胎儿'

另外#本次监测结果提示男女之间)城乡之间出生缺陷发生率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

%

"2"&

%#与多数研究结果不一

致*

'73

+

#可能与监测数据的稳定性受到样本量大小的直接影响

有关'目前重庆市纳入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的只有渝中区和垫

江县#不能代表全市总体水平#更多的反映了监测区县的基本

情况'同时监测结果还提示#总唇裂)外耳其他畸形)多指"趾

占据了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前
#

位#出生缺陷儿的孕周小于非出

生缺陷儿#出生体质量低于非出生缺陷儿#这与国家妇幼卫生

监测中心的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结果及国内多数研究一

!#/%

重庆医学
%"!%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致*

/

#

!"7!%

+

'

本次监测到的
!//

例出生缺陷儿中#生后诊断的出生缺陷

儿占
8/2!$P

&产前诊断的占
!#28/P

#其中有
'

例是
#'

周之

后才诊断的#有
!"

例是临产前诊断的'而产前诊断的出生缺

陷儿随访至
$%0

时#存活率仅为
!#2"$P

'平均出生孕周的大

小可以间接反映对某种畸形的产前诊断水平'随着产前诊断

的水平提高#理论上平均孕周应当向
%8

周靠近'美国
!388

!

!33"

年 无 脑 畸 形 的 平 均 孕 周 $

%8

周%诊 断 符 合 率 为

!32/"P

*

!#

+

#产前诊断无脑的敏感性可达
!""P

'多数先天畸

形#可以通过产前检查早期诊断*

!$7!&

+

#避免分娩后给家庭带来

精神上的痛苦和治疗上的经济负担'故加强孕产妇孕期保健

和产前检查的意识十分必要#同时基层人员的产前诊断水平也

亟待提高'

生后才诊断出生缺陷的
!$#

例孕产妇中
!#&

例为常住人

口#其中
!"$

例为垫江县监测上报数据'

&

例腹裂儿中#有
$

个是生后诊断的#也均为垫江县监测数据'垫江县是人群监测

的农村监测点#相对渝中区#垫江县的医疗资源明显呈弱势'

在产前即可发现的明显缺陷#却直至产后才诊断#一方面与农

村孕产妇孕期保健意识较差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基层产

科人员对出生缺陷的产前诊断水平有限'故加强农村医疗保

健资源的配置与基层人员的产前诊断水平#有利于早期发现胎

儿畸形#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以提高人口素质'

总之#开展多渠道孕期保健健康宣传#加强孕产妇孕期保

健和产前检查是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的有效措施&合理配置农

村医疗保健资源#提高基层人员的产前诊断水平#大力实施出

生缺陷干预工作#进一步强化和健全出生缺陷监测工作#加强

基层监测人员生后诊断能力的培训对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的开

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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