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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调查和分析西藏日喀则地区女性的月经初潮年龄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调查２０１０年７～１２月在解放军第

八医院初诊的２４９２例女性妇科患者，其中藏族１４９２例，汉族９４１例，分析初潮年龄与民族、海拔及城乡间的关系。结果　藏族

女性初潮年龄显著高于汉族女性［（１５．０９０±１．８９８）岁狏狊．（１３．９２０±１．５３８）岁，犘＜０．０５）］；不同海拔组间初潮年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１），随海拔增加，初潮年龄逐渐增大，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值为０．３２３；藏族女性居于城镇的初潮年龄显著小于乡村女性

［（１４．７６０±１．７８４）岁狏狊．（１５．５８０±１．８７３）岁，犘＜０．０５）］。结论　藏族女性初潮年龄晚于汉族女性，随着海拔增加初潮时间逐渐

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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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月经受民族、环境、营养、基因等多因素影响
［１６］，其初

潮年龄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不同人群中也具有差异性。

西藏日喀则地区地处世界屋脊，由于气候环境恶劣，居民饮食

起居等生活习惯、身体状态与平原具有较大差异［７］，对居住在

该地区的原住居民藏族女性的月经情况目前了解较少。为了

分析该地区女性的月经初潮情况，本研究基于医院，对妇产科

就诊的女性月经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该地区原住居民月经初潮

年龄及其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０年７～１２月在西藏解放军第八医院妇

产科第１次就诊的女性患者，在当地居住１年以上，共２４９２

例进行了调查。其中，藏族１４９２例，汉族９４１例，其他民族

（主要为回族）５９例；年龄１９～７６岁。

１．２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现况调查，调查内

容包括年龄、民族、职业、出生地和居住地、月经初潮、月经状

况、就诊原因等。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所有资料纳入Ｅｘｃｅｌ表，根据出生地查找

当地海拔高度，按海拔高度分为０～９９９、１０００～２９９９、３０００～

３９９９、≥４０００ｍ海拔组进行统计分析。最后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月经初潮年龄与民族间的关系　藏族女性平均初潮年龄

为１５．０９岁，其中２５岁及以下女性初潮年龄在１５．００岁左右，

而４５岁以上年龄女性初潮年龄接近１６．００岁，显著高于其他

年龄组。汉族女性初潮年龄平均为１３．９２岁，随年龄减少初潮

年龄逐渐提前下降，２５岁以下年龄组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而

４５岁以上组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藏汉两族各年龄组间初潮

年龄均有差异，藏族初潮年龄大于汉族。藏族初潮年龄４５岁

以上组与其他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１）；

其余３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汉族初潮年龄２５

岁以下及４５岁以上组与其他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９４７４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第４３卷第３５期



（犘＜０．０５），２５岁与及４５岁以上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藏汉两族间各个年龄段均有统计学差异（犘＜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月经初潮年龄与海拔高度之间的关系　随着出生居住地

的海拔高度增加，月经初潮年龄有逐渐延后的趋势，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值狉＝０．３２３（犘＜０．０１）。汉族女性初潮年龄与海拔高度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值狉＝０．１０３（犘＜０．０５），藏族女性初潮年龄与海

拔高度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值狉＝０．１０７（犘＜０．０１），均有显著相关。

见表２。

２．３　藏族女性初潮年龄与居住地间的关系　藏族女性居住在

城镇组与乡村组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居住

在乡村组初潮年龄大于城镇人群，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见表３。

表１　　藏族女性与汉族女性月经初潮年龄情况表（狓±狊）

年龄（岁）
藏族女性

狀 初潮年龄

汉族女性

狀 初潮年龄

＜２５ ２４７ １５．０２０±１．７３８ ２２１ １３．５１０±１．４１６

２５～３５ ８１７ １４．９８０±１．８７３ ４３４ １３．９８０±１．５５３

３５～４５ ２９８ １５．０６０±１．９１０ ２４４ １４．０５０±１．５１９

＞４５ １３０ １５．９９０±２．０８９ ４２ １４．７９０±１．５８６

合计 １４９２ １５．０９０±１．８９８ ９４１ １３．９２０±１．５３８

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２　　初潮年龄与海拔高度情况表（狓±狊）

海拔高度（ｍ）
汉族女性

狀 初潮年龄

藏族女性

狀 初潮年龄

全体女性

狀 初潮年龄

１～９９９ ８３１ １３．８６０±１．５２４ １ １２．００ ８３７ １３．８６０±１．５２５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 ７３ １４．２６０±１．５９０ ０ ８２ １４．２３０±１．６５８

２０００～２９９９ ２８ １４．８９０±１．５４８ ２４ １４．９６０±１．７５６ ９４ １４．７２０±１．７４４

３０００～３９９９ ８ １３．６３０±１．０６１ ９４９ １４．９６０±１．８９９ ９５８ １４．９４０±１．８９６

≥４０００ １ １５．００ ５１８ １５．３７０±１．７７７ ５２１ １５．３６０±１．７７６

合计 ９４１ １３．９２０±１．５３８ １４９２ １５．１００±１．８６５ ２４９２ １４．６４０±１．８３７

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３　　藏族居住于城镇和乡村不同女性的初潮

　　　年龄情况表（狓±狊，岁）

居住地 狀 平均年龄 初潮年龄

城镇 ８７９ ３１．５００±７．９０３ １４．７６０±１．７８４

乡村 ６１３ ３１．５３０±９．２２１ １５．５８０±１．８７３

合计 １４９２ ３１．５１０±８．４６６ １５．１００±１．８６５

３　讨　　论

　　月经初潮为女性青春期发育的重要标志，不仅是女性生长

发育成熟的重要指标，而且研究发现初潮年龄与女性身高、形

体发育、肥胖、绝经年龄、卵巢早衰、心血管疾病以及乳腺癌发

病率等均可能相关［８１１］。由于受民族、环境、教育程度、生活饮

食等因素的影响，每个地区或民族的平均初潮年龄具有差异

性［１６］，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初潮年龄也有相应变化。西藏日

喀则地区平均海拔４０００ｍ以上，其地理环境具有高海拔低气

压、低氧高寒、日照充足等特点。整个地区无大型工业，以农牧

业为主要经济来源。藏族作为原住民，对该地气候环境有较强

适应性，且饮食习惯也与内地有较多不同之处，但对于该地区

藏族女性其月经初潮以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研究甚少。本文

调查的藏族女性中农牧民占４１．１％，城镇居民为５８．９％。旅

居住在日喀则地区的其他民族则大多为青壮年女性，因工作、

经商或婚姻等原因旅居于当地至少１年以上，全部生活在城镇

地区或周边，无从事牧业者，对当地的地理条件有一定的适应

性。本文研究该地区女性月经初潮情况，希望探索该地区女性

的相关生理特点，可能更有利于探索高海拔地区女性的健康保

健，并进行相应的疾病预防控制指导。

调查发现居住在日喀则地区的汉族女性２５岁以下组女性

初潮年龄为１３．５１岁，显著小于其他年龄组，而４５岁以上年龄

组则显著高于其余年龄组，提示随着时代的变化，汉族女性初

潮年龄逐渐提前，近１０年则出现显著下降，虽然总体调查人数

不多，但与文献报道的女性月经初潮年龄提前的总体趋势相

同［４］，但较内地资料相比仍偏高［４５，１２］，考虑可能与这部分汉族

女性原住地接近青藏高原有关。

本调查发现日喀则地区藏族女性的平均初潮年龄为１５．０９

岁，显著高于汉族女性的１３．９２岁，证实藏族女性的月经初潮

与汉族具有巨大差异。在调查人群中４５岁以上藏族女性的初

潮年龄为１５．９９岁，而４５岁以下女性的初潮年龄则一直在

１４．９８～１５．０６岁，两者差异明显，说明在较长时间里日喀则地

区的藏族女性初潮年龄无明显改变，可能与农牧民生活方式变

化不大有关。具体哪些因素影响着藏族女性的月经初潮年龄

呢？作者以女性青春期以前的居住海拔作为指标，发现随着海

拔高度增加，月经初潮年龄逐渐延后，两者具有相关性，相关值

狉＝０．３２３，藏族与汉族间各自的相关系数相似（藏族和汉族相

关值狉＝０．１０７、０．１０３），提示海拔高度影响着女性的初潮

年龄。

同时本调查又统计了藏族女性城镇居民与农牧民之间的

初潮年龄差异，发现居住于城镇的藏族女性初潮年龄较乡村女

性提前约０．８年，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传统的

农牧民以青稞、奶制品和牛羊肉为主要食物，而城镇居民由于

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多种文化间的交流，开始食用蔬菜、水果

等，饮食结构更加多样化。同时城镇居民由于居住地较固定，

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可能更高，这些均可能影响女孩的生理心

理发育［１２］，导致城镇的藏族女孩月经初潮提前。孟巧绒等［１３］

研究显示在内地入学的藏族女大学生月经初潮年龄为１３．５

岁，与本文有较大差距，考虑可能仍与地区及受教育程度有关。

但本文资料由于基于医院进行调查，对正处于青春期学生的月

经初潮年龄未纳入本研究，将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探讨科学

社会发展对藏族女性月经初潮年龄的影响，并了解该地区目前

青少年的月经初潮年龄变化情况。　　　　（下转第４７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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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作者认为海拔高度影响着女性的初潮年龄，居

住于日喀则地区的藏族女性作为世界屋脊的原住民其月经初

潮年龄显著大于居住于低海拔地区的汉族人，而居住于城镇女

性的月经初潮年龄则相应提前，应该根据本地区的女性生理特

点制定健康宣教，疾病防控等卫生保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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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２，２２（１０）：７１７７２２．

［１２］陈起燕，张荣莲，黄欣欣，等．８０７例青春期女性的初潮现

况调查［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１，２６（６）：８９３８９４．

［１３］孟巧绒，冶省娟，党红梅，等．内地藏族女大学生月经及经

期保健的调查［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４，２９（７）：１０８６

１０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２９）

４５７４ 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第４３卷第３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