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应自动将违约号源重新投放到门诊窗口号源。这样就不

会由爽约造成闲置。

3. 7 扩展网络视频探视功能 自从我院新生儿科开通了院内

视频探视功能，得到了患者一致好评，目前，仅限于来院探

视，为进一步方便患者，我院即将利用医院网络，输入合法

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宝宝。

3. 8 推行就医“一卡通” 现在不少市民都在使用 “医保

卡”，但大多数医院依然拥有独立信息系统，所以无法在医院

使用时查看患者健康档案、之前病史以及检验结果，我院即

将推行的“一卡通 ( 市民卡) ”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通过

以市民卡为统一载体，实现一次性办卡，终身可以使用，具

备医疗自助服务功能 ( 挂号、缴费、打印检查单、查询既往

记录、电子钱包、预约挂号等) 。真正实现将医院各科室、各

部门、各环节的信息统一到平台上，方便信息的传播与查询，

有助于沟通反馈，大大地缩短患者用于等候的时间
〔5〕。

通过医院信息化系统建设，优化就诊流程，减少患者排

队挂号等候时间，实行挂号、检验、交费、取药等一站式、
无胶片、无纸化服务，简化看病流程，杜绝“三长一短”现

象，有效解决了群众“看病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医疗错误、提高了医疗质量、抑制了医疗费用增长。我院将

继续完善信息化建设，为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提供科学、客观

的参考和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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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人工流产女性生殖健康知识及影响因素研究

赵生霞 甘肃省定西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 743000

中国图书分类号 R1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11 (2011) 14-2097-02

【摘 要】 目的: 了解未婚人工流产 ( 简称人流) 女性生殖健康掌握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对来定西市第一人民医院

妇产科要求终止妊娠的未婚女性进行匿名访谈，收集、整理信息，分析相关因素。结果: 未婚人流女性平均年龄 ( 22. 0 ± 1. 7)

岁，生殖健康知识平均分 ( 21. 2 ± 8. 4) 分，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来源主要是书刊、网络、影视、学校教育、父母教育和医院咨

询; 对生殖健康保健知识的需求依次为避孕知识、性生理知识、性传播疾病的危害与预防、人工流产危害等; 不正确的性观念

和性行为、初恋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医疗机构指导、男友交流是影响未婚人流女性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重要因素。结论:

未婚女性生殖健康知识水平较低，妇幼保健工作中要提供更多、有效的生殖健康知识宣教。
【关键词】 未婚女性 人工流产 生殖健康知识 影响因素

随着青少年的性观念的变化，未婚人流日益增多，未婚女

性在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和需求凸显
〔1〕。笔者从如何增强健

康教育的角度，对来定西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要求实施人流

的未婚女性进行了一次生殖健康知识状况的专项调查，旨在分

析影响未婚人流女性掌握生殖健康知识的因素，探索行之有效

的生殖健康知识教育途径，以提高女性的生殖健康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在定西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终止妊娠的患者中

选择未婚且乐意配合者作为调查对象，共 362 名。

1. 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进行匿名访谈，先选择 30 名

对象在 3 天内 2 次回答，计算出信度、效度是 0. 89。问卷内

容包括 3 个方面: 一是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社会人口学

特征; 二是生殖健康知识测试。从避孕知识、性生理知识、

人流危害、生殖系统感染的危害、性传播疾病的危害与预防

等方面列举 50 个题目，由调查对象回答按正确、基本正确、

不正确分别记 2 分、1 分和 0 分，满分 80 分。三是生殖健康

知识的影响因素，包括获取途径和需求。

1. 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5 软件包将所得资料进行统计

学处理，采用 χ2 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P ＜ 0. 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生殖健康知识测试结果 362 名调查对象年龄 15 ～ 26
岁，平均 ( 19. 47 ± 2. 75) 岁。平均得分仅 ( 21. 2 ± 8. 4 ) 分。

其中，低年龄、低文化程度和没有职业者得分更低。见表 1。

2. 2 未婚人流女性生殖健康知识获取途径及期望知识需求

362 名调查对象 获 取 生 殖 健 康 知 识 的 主 要 途 径 依 次 为 书 刊

( 39. 23%， 142 /362 ) 、网 络 ( 24. 03%， 87 /362 ) 、影 视

( 18. 04%，66 /362) 、学 校 教 育 ( 9. 67%，35 /362 ) 、父 母 教

育 ( 6. 35%，23 /362) 、医院咨询 ( 2. 49%，9 /362) 。对生殖

健康保健知识的需求愿望依次为避孕知识、性生理知识、性

传播疾病的危害与预防、人工流产危害等。

2. 3 影响未婚人流女性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因素 多元分析

·7902·赵生霞 未婚人工流产女性生殖健康知识及影响因素研究 第 14 期



结果表明，影响未婚人流女性获得生殖健康知识主要包括性

观念开放、性行为随便，初恋年龄提早，文化程度低，无业

或职业不好，医疗机构指导不够，社会缺乏重视和与男友交

流少等 6 个因素。见表 2。

表 1 362 例未婚人流女性人口学特征及生殖

健康知识测试分类统计

类别 n( % ) 平均分数 χ2 P 值

年龄( 岁)

15 ～ 18 48( 13. 26) 13. 2 ± 9. 5

19 ～ 21 212( 58. 26) 23. 7 ± 8. 1 11. 87 0. 0092

22 ～ 26 102( 28. 18) 27. 2 ± 7. 4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254( 70. 17) 19. 7 ± 9. 1

高中( 中专) 72( 19. 89) 21. 4 ± 8. 7 7. 57 0. 0242

大专以上 36( 9. 90) 28. 7 ± 7. 2

职业

学生 65( 17. 96) 19. 6 ± 9. 2

无业 72( 19. 89) 18. 8 ± 9. 4

农民 84( 23. 21) 20. 5 ± 8. 7 5. 47 0. 0386

企业职员、工人 12534. 53 22. 8 ± 7. 8

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员 164. 42 30. 6 ± 6. 9

表 2 未婚人流女性生殖健康知识影响

因素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变量赋值 回归系数 OR P 值

性观念、性行为 1 = 开放随便 0 = 不开放不随便 1. 541 7 1. 639 0. 000 2

初恋年龄 1 = 小 0 = 正常 1. 213 7 0. 824 0. 000 1

文化程度 1 = 低 0 = 高 1. 035 3 1. 316 0. 013 2

职业 1 = 无或差 0 = 好 1. 457 3 2. 398 0. 000 1

医疗机构指导 1 = 差 0 = 好 1. 253 2 0. 614 0. 024 3

社会关注 1 = 不重视 0 = 重视 0. 970 4 1. 538 0. 002 1

3 讨论

未婚人流妇女年龄日益降低，与生殖健康知识缺乏有直

接关系。本组未婚人流女性平均年龄 ( 19. 47 ± 2. 75) 岁小相

关文献
〔2〕

报道，且低年龄越小，生殖健康知识知晓率就越低，

在 48 名 15 ～ 18 岁的未婚人流女性中，有 36 名是首次性行为

致孕，可见低龄女性大多缺少生殖健康知识，而缺乏性与生

殖健康的相关知识和正确认识，就不可能建立安全的性行为。
影响未婚人流女性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因素也是未婚人

流的产生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性观念开放、性行为随便，初恋

年龄提早，文化程度低，无业或职业不好和与男友交流少等都

是影响未婚人流女性获得生殖健康知识主要因素。据访谈了

解，在 362 名调查对象中，73. 48% 的研究对象由于未采用避孕

措施而导致本次怀孕，事先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怀孕问题，有

20. 4%的人甚至从未使用过避孕工具。受法律限制和我国社

会文化观念约束，婚前妊娠大多以人工流产为结局
〔3〕。调查

中，避孕知识、性生理知识是调查对象对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

排在第 1 位和第 2 位，而性传播疾病的危害与预防、人工流产危

害却再次之，说明过分开放的性观念和不加约束的性行为不仅

仅是导致未婚人流的直接原因，也是制约未婚人流女性获得正

确生殖健康知识的障碍。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除年龄外，受

教育程度低、无业的职业差增添了获得生殖健康知识困难，正

因为他们不知道人工流产存在着并发症，甚至会对妇女的一生

产生影响。才导致他们成为未婚人流者。
全社会要高度关注未婚女性的生殖健康知识教育，医疗

机构要充分满足未婚人流女性的生殖健康服务需求。调查中，

调查对象获取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主要是书刊、网络、
影视等媒体，占 81. 3%，而 学 校 教 育 和 父 母 教 育 分 别 仅 占

9. 67%和 6. 35%，医院咨询更少，只占 2. 49%，现代社会媒

体传播面广，而调查对象生殖健康知识水平低，说明大众传

媒在进行性和生殖健康知识教育时要进一步提高科学性、准

确性和全面性。有的媒体只片面宣传当前人工流产技术十分

成熟，很少宣传人流有害，讲解生殖系统感染与人工流产关

系; 宣传反对婚前性行为和婚前人工流产，只从伦理道德角

度，缺少从卫生保健常识教育，还有许多影视作品和网络在

性解放、性自由方面的渲染和暗示，对正确的生殖健康知识

教育更是贻害无穷。调查对象从学校教育、父母教育和医疗

机构获取生殖健康知识少的重要原因在学校教育、父母和医

疗机构对婚前性行为和婚前人工流产表现出冷漠、严厉和鄙

视，没有及时提供全面详细的咨询。而未婚先孕者大多有害

怕、恐惧、害羞的心理，不敢与老师父母和医生交流，因此

对未婚女性强化生殖健康知识教育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注意方法、策略，既要加强伦理道德教育，又要多进行科学

的性生理知识、性传播疾病的危害与预防、人工流产危害知

识教育，还要有提高未婚女性的避孕意识，帮助和促使其正

确掌握避孕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
〔4〕。医院及专业人员要在研

究对象心目增强权威性、改善生殖健康服务范围的质量，提

供全面的生殖健康知识咨询服务。
总之，生殖健康知识缺乏，必然增加了生殖感染和不安

全人流的机会。要通过做好生殖健康知识教育遏止不利因素，

寻找、促进有利因素，打破恶性循环，这是降低未婚女性人

流率、提高未婚女性生殖健康水平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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