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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重庆市区
!

月龄婴儿的睡眠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婴儿早期睡眠质量提供

理论依据(方法
!

从在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进行系统健康管理的
!

月龄婴儿中随机抽取
#&&

例进行

睡眠调查!受试婴儿的母亲在严格质量控制下接受自制睡眠问卷调查!结果应用
9T99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
!

!

月龄婴儿平均睡眠总时间%白天睡眠时间%夜间睡眠时间分别为
!'C'B

%

#CE&

%

BC#B7

(就寝和晨醒

时间为
AA

*

$B

和
#

*

!!

(入睡潜伏期为
A#C'!J5/

(夜醒次数为
AC$

次(重庆市区
!

月婴儿睡眠问题总患病率

为
$BC"L

!常见睡眠问题为入睡困难%昼夜节律紊乱%肢体抽动和打鼾!发病率分别为
!BC#L

%

!ACBL

%

'CEL

%

ACBL

(婴儿腹泻%母亲失眠%混合喂养%需要外界安慰入睡的婴儿更容易出现睡眠问题(结论
!

重庆市区
!

月

龄婴儿睡眠问题发生率较高!需要加强父母睡眠健康知识的宣传工作!预防婴儿睡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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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是婴儿最主要的生命活动之一&婴儿体格

生长%行为发育%亲子关系等多方面健康发展离不开

良好的睡眠健康&睡眠状况好坏的影响不仅体现在

人体生命早期#婴儿早期的睡眠问题有可能持续到学

龄前期和学龄期而形成成年睡眠障碍+

!?A

,

&然而目前

婴儿睡眠问题在国内外研究中均提示较高的发生

率+

$

,

&

!

月龄婴儿由于出生时间较短#其自身的睡眠

模式%睡眠周期%睡眠环境等与大年龄婴幼儿不完全

相符#具有其独有的年龄特征#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

资料较少&因此#亟待搜集
!

月龄婴儿的睡眠质量资

料#研究睡眠问题发生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早期婴儿

睡眠相关保健制订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C!

!

一般资料
!

选择
A&!'

年
F

月至
A&!F

年
E

月愿

#F''

重庆医学
A&!E

年
!A

月第
'B

卷第
$F

期

&

基金项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研究项目!

A&!'SVP&&!

"&

!

作者简介!李正!

!"EF%

"#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儿童发

育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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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重庆市区不同性别
!

月龄婴儿睡眠模式&

>cE

(

性别 入睡潜伏期!

J5/

" 就寝时间 晨醒时间 夜醒次数!次" 夜间睡眠总量!

7

" 白天睡眠总量!

7

"

男
AFC"FcA&CB! AA

)

$$c!C'B #

)

&Bc!CB' ACABc&CB' BC#AcAC&E #CBBcACF$

女
A#CE#cA&C$' AA

)

'!c!C'! #

)

!Fc!C"& AC$Fc&C"& BCB$c!CEB #CE$cACA"

C !C$E !CAA &CF$ !C!# &C#B &C$&

! &C!#E &CAA' &CF"B &CA'# &CF&F &CB##

意在本院保健门诊行系统健康管理的
#&&

例
!

月龄

婴儿的母亲&母亲孕期%产时均无异常#婴儿情况和

家族史无异常&

!C"

!

研究方法

!C"C!

!

根据
!

月龄婴儿的实际情况#参考国际睡眠

障碍分类标准以及中国婴儿睡眠监测研究组的诊断

标准+

'

,

#对睡眠问题的定义)!

!

"入睡困难&入睡所需

的平均时间超过
$&J5/

*!

A

"睡眠节律紊乱&白天睡

眠难以控制#夜间清醒*入睡过早#甚至傍晚人睡*!

$

"

异态睡眠&用口呼吸%呼吸暂停%打鼾%抽搐等&以上

情况每周至少发生
$

次#持续时间至少
!

个月#上述

情况存在者即诊断为睡眠问题&其中将夜醒问题不

作为
!

月龄婴儿患病情况研究&

!C"C"

!

本研究在查阅参考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

上#经专家咨询修订后制订完成统一自制的.

!

月龄婴

儿睡眠状况及家庭情况问卷/

+

F

,

&本科儿童保健医师

经过统一培训后#对婴儿母亲逐项说明问卷填写方

法#当场发卷当场收卷#要求入选的被调查婴儿母亲

根据婴儿出生后
'

周的睡眠情况填写#问卷内容涉及

一般情况%婴儿睡眠情况%抚养行为%家庭信息%父母

心理及睡眠健康状况等#填写后对问卷现场核查#以

免错漏&所有问卷经过复核由专业人员统一进行数

据录入&

!C#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

,

5=.6.$C&

软件建立数据

库#双人双次录入核对#采用
9T99!BC&

软件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
>cE

表示#比较采用
C

检验*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

A 检验#以
!

"

&C&F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C!

!

一般状况
!

本研究在儿童保健门诊现场调查#

实际发放问卷
#&&

份#收回有效问卷
FBE

份#回收问

卷的有效率为
"#C$L

#其中男女比例为
!C&"h!

#按

有无睡眠问题分为两组#睡眠问题组
A!!

名#男婴
!!$

名#女婴
"E

名#无睡眠问题组
$#B

名#男婴
!EE

名#女

婴
!B"

名&

"C"

!

!

月龄婴儿睡眠状况
!

重庆市区
!

月龄婴儿平

均睡眠总时间为!

!'C'BcAC!$

"

7

&白天%夜间睡眠总

时间分别为!

#CE&cAC'B

"%!

BC#Bc!C"B

"

7

&就寝和

晨醒平均时间为!

AA

)

$Bc!C''

"时和!

#

)

!!c!CEA

"

时&平均入睡潜伏期为!

A#C'!cA&CFF

"

J5/

&夜醒平

均次数为!

AC$&c&CEE

"次&不同性别婴儿白天睡眠

总量%夜间睡眠总量%入睡潜伏时间%就寝时间%晨醒

时间%夜醒次数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C&F

"#见

表
!

&

"C#

!

不同性别婴儿常见的睡眠问题及发生率
!

在

FBE

名婴儿中有
$#CFL

!

A!!

例"出现睡眠问题#其中

常见睡眠问题发生率由高到低为入睡困难
!BC&L

!

"E

例"%睡眠昼夜节律紊乱
!AC$L

!

B!

例"%肢体抽动

'CBL

!

AB

例"%打鼾
AC#L

!

!F

例"&不同性别婴儿上

述各睡眠问题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C&F

"#见表
A

&

表
A

!!

!

月龄不同性别婴儿睡眠问题发生率#

'

&

L

($

性别 入睡困难
昼夜节律

紊乱
肢体抽动 打鼾 合计

男
F&

!

A$CB&

"

$"

!

!EC'E

"

!F

!

BC!!

"

"

!

'CAB

"

!!$

!

F$CFF

"

女
'E

!

AACBF

"

$A

!

!FC!B

"

!A

!

FC#"

"

#

!

ACE'

"

"E

!

'#C'F

"

!

A

&C&F$ &CA#A &C!'' &C$"$ &CA"A

! &CE!E &C#&B &CB!! &CF$' &CF"&

"C$

!

!

月龄婴儿睡眠问题的影响因素
!

在本次调查

中#研究因素包括母亲孕期情况%婴儿疾病情况%喂养

情况%睡眠行为%家庭居住环境%父母睡眠情绪等多个

方面&首先以有无睡眠问题进行单因素分析#为进一

步探讨各因素对婴儿睡眠问题的影响#降低各混杂因

素的影响#对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非

条件
K+

:

5>658

分析&本研究发现婴儿患有腹泻%母亲

失眠%混合喂养%需要外界安慰入睡的婴儿更容易出

现睡眠问题#见表
$

&

表
$

!!

婴儿睡眠问题与否的多因素非条件
K+

:

5>658

!!!

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J =?I Q&:G ! .8

!

"FL1*

"

婴儿腹泻
!CAA! &C'!E ECF!! &C&&' $C$"$

!

!C'"A

!

BCB!!

"

母亲失眠
&CBFF &CA#$ ECA$B &C&!" AC!AE

!

!CAB&

!

$CF#F

"

混合喂养
&CF"F &C!BF !!CFB! &C&&! !CE!'

!

!CAEB

!

ACFF#

"

入睡方式
&C$BF &C!AE ECBB$ &C&&$ !C'F'

!

!C!$#

!

!CE#&

"

#

!

讨
!!

论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月龄婴儿平均总睡眠时间%白

天睡眠总时间%夜间睡眠总时间分别为
!'C'B

%

#CE&

%

BC#B7

#与中国城市
&

!

F

岁儿童睡眠状况调查结果的

时间
!FCB

%

BC!$

%

ECF#7

+

#

,相比#分别减少了
!CA$

%

BF''

重庆医学
A&!E

年
!A

月第
'B

卷第
$F

期



&C$$

%

&CE"7

*与赵妍等+

B

,研究重庆城区婴儿睡眠时间

得出结果
!EC&F

%

EC'E

%

"CFB7

相比#睡眠时间也有大

幅度的减少&由于婴儿平均晨醒时间为
&#

)

!!

#与其

他调查结果接近#而平均就寝时间延迟到
AA

)

$B

#提示

婴儿睡眠时间的减少主要是在夜间睡眠总时间&全

国
!A

个省市大样本的婴儿睡眠研究结果显示#早期

婴儿晚上就寝时间多集中在
A&

)

$&

左右+

#

,

&本次研

究中
!

月婴儿就寝时间明显延迟&这些差异#一方面

考虑可能与调查对象的地域区别有关#由于城市人群

生活节奏快#成人平均就寝时间相对较晚#成人的作

息节律使得婴儿的就寝时间受到间接影响*另一方

面#本研究的发现与国外
@MKWY9<(@N

等+

E

,研究相

一致#对不同年代出生的
$

组队列人群的睡眠$觉醒

模式比较发现#

!

岁以内婴儿每
!&

年间隔早晨觉醒时

间基本不变#然而夜间就寝时间出现后移趋势&这提

示中国近年来突飞猛进的现代化发展#特别是大城市

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其中就体现在城市人口的睡眠

规律变化&

本次对重庆市区婴儿的调查发现其睡眠问题的

发生率为
$#CFL

#国外的研究报道得出婴幼儿睡眠问

题的发生率在
'&L

左右#这与国外的相关报道相接

近&王惠珊等+

#

,调查中国城市
&

!

A$

个月儿童睡眠

问题患病率为
A!C"&

#重庆市城区
&

!

F

岁儿童睡眠问

题的发生率为
$FCAAL

+

"

,

&入睡困难在
!

月龄婴儿期

睡眠问题发生率最高#其次按发生率由高到低为)昼

夜节律紊乱%打鼾和肢体痉挛性抽动等#这与其他研

究相似+

!&

,

&早期小婴儿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睡眠节

律尚未形成#睡眠相当脆弱#容易受环境干扰#自主入

睡能力缺乏&入睡困难作为早期婴儿最常见的睡眠

问题#有时候表现为单纯的入睡时间延长#更多时候

表现为婴儿需要某些外界的安抚如抖动%抱起或者安

慰物如奶嘴才能入睡#这样不仅会使婴儿入睡的潜伏

期增加#也会增加夜醒后再次入睡的困难+

!!

,

&因此婴

儿期的睡眠困难主要存在于难以建立稳定的睡眠规

律#培养婴儿建立起自我安慰的能力会帮助其养成良

好的入睡和持续睡眠习惯&

本研究发现罹患腹泻的婴儿睡眠问题明显较健

康婴儿更多&考虑婴儿在腹泻患病中肠蠕动%肠胀气

的情况增加#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导致皮肤不适#照顾

者频繁地更换尿布以及擦拭肛周#都会影响婴儿正常

的睡眠节律#另外患病的婴儿通常会获得家长更多地

过度的照顾和关注#增加了睡眠问题的发生&这提示

通过改善护理和喂养技能#避免新生儿期常见疾病对

于早期良好睡眠习惯养成有重要作用&同时本研究

显示母亲的睡眠状态与婴儿睡眠问题有相关性#母亲

的失眠导致不良情绪的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不但

会降低母亲对婴儿睡眠行为回应方式的正确率#而且

会导致亲子交流的互动性和积极性下降&大多数失

眠的母亲自身睡眠不足#导致情绪问题#从而常常给

婴儿过度的保护性干预#使得婴儿睡眠节律和睡眠行

为正常发展受到影响+

!A?!$

,

&那么母亲在产后保持良

好的睡眠状况%良好的情绪反应在亲子互动中具有重

要的作用&

正常睡眠过程中会有非快动眼睡眠期
?

快动眼睡

眠期不断交替循环的过程#婴儿期早期没有自主安排

生活规律的能力#家长通过对婴儿啼哭%吸允等身体

信号了解婴儿的需求状况#对信号的错误判断导致不

良的养育行为&部分养育者常常以拍抱%摇晃%吃奶

等方式安抚婴儿睡眠#在入睡阶段需要外界安慰的婴

儿大多数无法自行完成深浅睡眠的交替过渡#相反有

恰当睡前活动安排的婴儿#其睡眠问题会明显下降#

让每天的睡前活动尽量保证一致#比如先洗澡%再喂

奶%最后放轻音乐#能形成有效的睡眠暗示作用+

!'

,

#能

够在婴儿早期养成其自行入睡的习惯#避免睡眠时的

不良伴随行为&

国内研究报道混合喂养会导致婴儿生物节律差#

会干扰婴儿正常睡眠的建立#同时认为混合喂养的婴

儿易出现睡眠不安%频繁夜醒&混合喂养婴儿在新生

儿期更多地采取安抚奶嘴或吸吮其他物体的方式帮

助入睡#分别是完全母乳喂养及配方奶喂养婴儿的
A

倍和
!&

倍+

!F

,

&国外研究提示亲子之间较多的肢体接

触有助于降低婴儿入睡时的安抚需求+

!#

,

#本研究发现

混合喂养是婴儿睡眠问题影响因素#混合喂养婴儿安

抚需求高于完全母乳喂养人群#考虑与混合喂养婴儿

的乳头错觉导致的不安全感有关#同时从睡眠角度证

明婴儿早期纯母乳喂养的重要性&

良好的睡眠是正常生长发育的保证#新生儿期是

培养良好睡眠习惯的重要时期&婴儿早期睡眠习惯

的养成和睡眠问题的预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受到很

多因素影响!家长睡眠%家庭环境%家长认知%儿童的

疾病等"#需要加强医务工作者的宣教工作#使得父母

加强对睡眠健康知识掌握#从而建立起合理的养育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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