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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农村地区孕妇孕前健康检查工作开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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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四川省农村孕妇孕前健康检查工作的开展现状，发现该项工作在农村开展可能存在的重难点，为推进此

项工作在全省农村地区的广泛开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四川省的成都、内江、南充等８个地市，在妇幼保健机构对农村孕

期妇女进行调查。结果　农村地区孕妇孕前健康检查率为３３．２６％。调查对象中意外怀孕现象普遍，意外怀孕率近４０．００％。在

计划怀孕的人群中，进行了孕前健康检查的比例不高，仅为５５．２９％。计划怀孕和个人对孕前检查的态度是影响农村孕妇是否进

行孕前健康检查的因素。结论　孕前健康检查在四川农村孕妇中开展情况不佳，孕检率低，出生缺陷预防意识不强，参与主动性

差，对孕前健康检查工作应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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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前健康检查（以下称“孕检”）是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

少出生缺陷发生的保健服务［１］，作为有效的出生缺陷一级干预

措施，它是保证优生优育的重要环节。２０１０年免费孕检项目

在全国开始试点，将孕检作为婚前保健的延续和孕产期保健前

移的重要方式［２３］，农村地区是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开展相对滞

后的地方，本研究通过现况调查欲掌握免费孕检工作在全国广

泛铺开之后四川省农村地区的进展情况，为进一步加强孕检工

作在四川省农村地区的开展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四川省的成都、内江、南充、资阳、眉山、自贡、

乐山、遂宁等８个地市，在妇幼保健机构对在农村连续生活半

年以上的农村孕期妇女进行调查。本次共调查农村孕妇９７４

人，９８．４６％为汉族，平均年龄（２５．２９±４．５８）岁，≤２０岁、２１～

２５岁、２６～３０岁、≥３１岁的比例分别为８．７３％、４６．８２％、

３３．７８％和１０．６７％。学历构成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占调查总

数的４６．２０％，其次为高中及大专，占４５．７９％，本科及以上学

历者较少，仅７８人（占８．０１％）。孕妇家庭人均月收入处于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元、３０００～４９９９元的较多，达到５３．０８％和

２０．３３％，低于１０００元或大于５０００元者均较少。绝大多数孕

妇距离最近的妇幼保健机构较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所需时间

在１ｈ以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四川省科技厅支撑计划项目

（２０１１ＳＺ０１３２），即“四川省出生缺陷一级预防的管理策略研究”

这一课题。

１．２．２　调查方法和内容　由有医学背景且经统一培训的人员

对孕妇进行一对一的调查，并进行复核，确保问卷的完整性和

合理性。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孕妇的基本信息、一级预防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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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等。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

据，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孕妇孕前情况及参与孕检的情况　所有的农村孕妇中，

近亲结婚的比例达到４．３１％，有家族遗传病史者占１．５４％，曾

有病毒感染史（如流感、乙型肝炎、梅毒等）的孕妇较多，占调查

总数的１６．３２％，饲养宠物或接触家畜和接触化肥、油漆、农药

等危险因素的孕妇占 ２５．２２％。９７４ 名孕妇的孕检率为

３３．２６％，所有调查对象中意外怀孕的孕妇较多（３８８人），约占

４０．００％，５８６名计划怀孕的孕妇中仅３２４人进行孕检。

２．２　影响农村孕妇孕检的单因素分析　以农村孕妇的年龄、

文化程度等因素（详见表１中的“变量名称”）作为自变量，进行

孕检与否作为因变量，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对各自变量进行

分析，探寻可能影响农村孕妇进行孕检的因素。经分析发现可

能影响农村孕妇孕检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是

否计划怀孕、个人对孕检的态度，见表１。

２．３　影响农村孕妇孕检的多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影响农

村孕妇孕检的真实因素，基于专业知识和统计学知识的双重考

量，以α＝０．２０为检验水准将表１中有意义的单因素入选作为

自变量，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详见表２。根

据分析结果，影响农村孕妇孕前检查的因素有：是否计划怀孕

和个人对孕前检查的态度。其他条件不变时，计划怀孕相对于

与非计划怀孕者更可能参加孕前检查，支持孕前检查的孕妇参

加孕检的概率是不支持者的６．７５倍。

表１　　影响农村孕妇是否参加孕检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犘 犗犚 ９５％犆犐

年龄（岁）

　＜２０

　２０～＜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５ ０．９９０ ０．８４３～１．１６４

　２５～＜３０ ０．２５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５ １．２８６ ０．９７１～１．７０４

　≥３０ ０．１３１ ０．１６４ ＞０．０５ １．１４０ ０．８２７～１．５７１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高中及大专 ０．５０９ ０．２３０ ＜０．０５ １．６６３ １．０６０～２．６０８

　本科及以上 ０．２４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５ １．２８２ １．０３５～１．５９０

人均月收入（元）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０．２３２ ０．３０２ ＞０．０５ １．２６１ ０．６９７～２．２８０

　３０００～４９９９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１ ＞０．０５ １．１７７ ０．８５９～１．６１４

　≥５０００ ０．１８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５ １．２０４ １．０２０～１．４２２

有无遗传病史 －０．０８２ ０．５６２ ＞０．０５ ０．９２１ ０．３０６～２．７７１

家庭成员有无出生缺陷 －０．１８７ ０．４５５ ＞０．０５ ０．８２９ ０．３４０～２．０２１

是否生育出生缺陷患儿 －０．２９２ ０．５３１ ＞０．０５ ０．７４７ ０．２６２～２．１１３

是否计划怀孕 ０．８５４ ０．１３８ ＜０．０５ ２．３４９ １．７９１～３．０８１

孕前病毒感染史 －０．０３８ ０．１８２ ＞０．０５ ０．９６３ ０．６７３～１．３７７

交通便利情况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５ ０．９３４ ０．８０１～１．０８９

家人有无建议孕检 ０．１８９ ０．１４１ ＞０．０５ １．２０８ ０．９１７～１．５９２

是否首次怀孕 ０．１６４ ０．１３６ ＞０．０５ １．１７８ ０．９０３～１．５３７

个人对孕检的态度 １．９４６ ０．１７４ ＜０．０５ ７．００３ ４．９８１～９．８４７

表２　　农村孕妇是否参加孕检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犘 犗犚 ９５％犆犐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高中及大专 ０．１７６ ０．１５８ ＞０．０５ １．１９３ ０．８７５～１．６２６

　本科及以上 ０．２４２ ０．３１３ ＞０．０５ １．２７３ ０．６８９～２．３５３

人均月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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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农村孕妇是否参加孕检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犘 犗犚 ９５％犆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６ ＞０．０５ １．２１４ ０．８２６～１．７８３

　３０００～４９９９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１ ＞０．０５ １．２６８ ０．７９０～２．０３５

　≥５０００ ０．３９０ ０．３４２ ＞０．０５ １．４７８ ０．７５６～２．８８７

是否计划怀孕 ０．６５８ ０．１５０ ＜０．０５ １．９３２ １．４４０～２．５９２

家人有无建议孕检 ０．２５０ ０．１６３ ＞０．０５ ０．７７８ ０．５６５～１．０７２

个人对孕检的态度 １．９１０ ０．１８５ ＜０．０５ ６．７５０ ４．６９７～９．７００

３　讨　　论

孕检是出生缺陷一级干预的重要途径，其成本低廉，是预

防和控制出生缺陷发展的新方向［４６］。本研究显示，四川省农

村孕检率为３３．２６％，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是否计划怀孕和个

人对孕前检查的态度是影响孕检行为的主要因素，个人的态度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自身的行为，而有计划进行怀孕的人进行孕

前检查的可能性更大，意外怀孕将会丧失孕检的机会。

四川省农村孕妇孕检率较低，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１）农村妇女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出生缺陷一级预防意

识薄弱，相关知识的获取能力较差；（２）农村地区地处偏远，宣

传教育要在农村地区深入落实存在困难；（３）农村地区经济实

力相对薄弱，购买孕检服务的能力较差；（４）调查时免费孕检工

作在四川省尚在逐步铺开，农村孕期妇女对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服务知晓度不够高，进行过孕检的孕妇较少。

孕检针对性强、实用性好，免费孕检可惠及农村所有的已

婚待孕群体，是减少全省出生缺陷率的重要措施。四川省是人

口大省，农村人口较多，如能在农村地区落实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工作、大力提倡计划怀孕、增强孕妇出生缺陷预防意识

和参与的主动性，将大幅降低四川省的出生缺陷率。为此，笔

者建议：（１）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可以将孕检作为一项强制

性的政策来贯彻执行，强制性和极高的检查率是减少出生缺陷

的重要保证；（２）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力支持，实行全民的免费孕

检；（３）孕检在各地区广泛铺开，凡有需求的人群均可享受免费

的孕检服务；（４）卫生行政部门、计生机构、医疗机构、民政部门

等高度重视并通力配合，提高针对孕检的监督能力、服务能力

和执行能力；（５）加大宣传教育，通过计生人员下乡入户、进工

地、进企业、进流动人口聚集区等开办讲座，增加其对出生缺陷

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和对孕前检查的了解［７］，卫生计生部门也可

以通过开通语音电话、人工电话热线等，２４ｈ提供服务，接受

群众的咨询、意见和建议，此外还可以开设计生网站或增设相

关的电视节目，宣传免费孕前检查项目和一级干预相关知识，

提高优生优育意识［８］，及时解决他们的疑难问题，从而达到宣

传教育的目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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