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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

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利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对全国有代表性的此次抽样调查资料
的10%样本，主要对少数民族的生殖健康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和探讨。由于资料内容的限制，不可能囊
括生殖健康的所有内容，仅从生育率、生殖力、节育、婴儿健康等若干方面进行研究。尽管如此，它
还只是少数民族生殖健康研究的起点，很多有价值的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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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概况第2章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率1．中国主要少数民族的平均初婚年龄分
析2．中国少数民族的平均生育数分析3．中国少数民族生育模式的研究4．中国主要民族人工流产率分
析5．中国少数民族生育率中间变量分析第3章 中国少数民族节育水平及效果1．中国少数民族避孕现
用率、效果及影响因素2．中国少数民族节育状况分析3．中国少数民族节育原因分析4．中国少数民族
常用节育措施的停用原因及节育效果分析5．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已婚育龄妇女未避孕原因分析第4章 中
国少数民族生育力1．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妇女月经初潮年龄分析2．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已婚妇女自然流
产率分析3．中国主要民族初婚妇女不孕率分析第5章 中国少数民族婴儿健康1．中国主要少数民族的
母乳喂养分析2．中国少数民族婴儿死亡率分析3．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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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摘要 根据“1988年中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对样本数较多的8个民族（汉族
、壮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苗族、满族和土家族）15-57岁已婚妇女的自然流产率进行分析。其
中汉族为10%的再次抽样资料。所分析的8个民族中，自然流产率以维吾尔族最高，达5.92%；壮族、
满族较低，分别为2.43%、2.28%；其他民族相近，在3%～4%之间。大多民族初婚年龄在25岁以上的妇
女自然流产率明显高于初婚年龄较低的妇女。不同妊娠年龄的自然流产率呈“U”型，“≤19岁”年
龄组和“≥35岁”年龄组较高；维吾尔族、彝族及土家族以20～24岁组最低，其他民族25-29岁最低。
汉族、苗族、满族自然流产率与月经初潮年龄有关，基本表现为初潮年龄较低（≤13岁）的妇女自然
流产率较高。不同文化程度者中自然流产率有差别，汉族中文化程度高者自然流产率高，彝族、满族
和土家族呈现文盲妇女自然流产率显著高于其他文化程度者。从职业看，除彝族外，所有民族的自然
流产率以国家干部最高；工人高于农民。各民族妇女的自然流产率均以春季最高；除土家族和维吾尔
族外，以秋季最低。各民族均随孕次的增加，自然流产率逐渐上升；大部分民族的自然流产率在第3
～5孕次后大幅度上升，彝、苗、满三个民族则在第6～7孕次后才有较大的上升。汉族、壮族和土家族
城市的自然流产率高于农村，其他民族在城乡间未见显著性差异。结果提示：不同民族间自然流产率
有明显差异，而各民族的影响自然流产率的因素基本一致。关键词：自然流产；少数民族；影响因素
自然流产是指胚胎或胎儿因某种原因于妊娠28周前自动脱离母体而排出，是一种常见的妊娠终止现象
。自然流产率是反映社会经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医疗卫生，特别是妇幼保健水平的重要指
标。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多种多样的婚姻形式、家庭类型、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都对
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以及人口素质，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作用。自然流产率的差异是其表现之一
。本文通过了解和分析8个主要少数民族已婚育龄妇女自然流产的状况及影响因素，为探讨其防治措
施、提高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的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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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生殖健康》由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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