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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某院产后抑郁症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
!

薇!张海燕%

!何
!

丽!顾华妍!朱
!

欣!吕虹洁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重庆
2&##$&

$

!!

摘
!

要"目的
!

调查该院产妇产后抑郁症"

ZZJ

$的发生率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

对
$&#'

年
#X"

月

在该院进行产后
"

周检查的女性!予以爱丁堡产后抑郁表"

VZJW

$对
ZZJ

进行筛查!采用自行设计的
ZZJ

影响

因素调查表分析
ZZJ

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

产妇
ZZJ

发生率为
$&%&&a

%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家庭平均

月收入&分娩方式&分娩孕周&喂养方式&丈夫对胎儿性别期望&夫妻关系&居住关系产妇中!

ZZJ

发生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该院产妇
ZZJ

的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且年龄&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

入&分娩孕周&分娩方式&喂养方式&丈夫对胎儿性别期望&夫妻关系满意度&居住关系均是
ZZJ

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产后抑郁症#

!

发生率#

!

影响因素

中图法分类号"

/'21%1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2..

"

$&#+

$

#.!$$&&!&2

O:9F569-?95-@:+,BQ5?A8:,8Q

>

8,A

>

5:A;<@9

>

:9,,+8-+-5=8,

>

+A568QI=8-

PR

+-

P

"

P,0+P&*

#

M.,0+.2*

>

2'

%

#

.Q"*

#

+D.)2

>

2'

#

M.DJ*'

#

"R.;'

(4

*&

$

6&

7

289:&'9;

<

P;:&'.&2=9%$28&

#

$%;'

(H

*'

(

.&2=9%$&'9&8

<

;8P;:&'2'?

$%*=?8&'

#

$%;'

(H

*'

(

2&##$&

#

$%*'2

&

4E,A:5?A

!

"E

*

9?A+F9

!

3456789:5

;

<:8:=8

D

A87<?86>8<6E<6<?

F

R8:=8A59G@<>:4A94@

D

49:

D

<A:BCE8

D

A899546

$

ZZJ

&

56K=46

;f

56

;

-<:8A6<?<6EK=5?EM8<?:=!K<A8M49

D

5:<?%G9A=8@,

!

J8?578A

F

I4C86@A4CO<6B<A

F

:4

OB6856$&#'56K=46

;f

56

;

-<:8A6<?<6EK=5?EM8<?:=!K<A8M49

D

5:<?I8A89>A8868EI5:=:=8K=56898S8A9546

4@VE56PBA

;

= Z49:6<:<?J8

D

A899546 W><?8%3=8A59G@<>:4A9 I8A887<?B<:8E P

F

98?@!C<E8

f

B89:5466<5A8%

H9,;6A,

!

3=8

D

A87<?86>84@ZZJI<9$&%&&a%3=856>5E86>8A<:84@ZZJ46E5@@8A86:<

;

8

#

8EB><:546

#

=4B98=4?E

56>4C8

D

8AC46:=

#

E8?578A

F

C4E8

#

;

89:<:546<?I88G9

#

@88E56

;D

<::8A69

#

I=8:=8A56@<6:L9

;

86E8AI<956>46959!

:86:I5:==B9P<6EL98H

D

8>:<:546

#

>46

g

B

;

<?A8?<:5469

#

?5756

;D

<::8A69I5:=P4:=

D

<A86:9=<E95

;

65@5><6:E5@@8A!

86>89

$

!

#

&%&.

&

%I8-?6;,+8-

!

3=856>5E86>8A<:84@ZZJ56K=46

;f

56

;

5946<=5

;

=A<:8

#

<6E<

;

8

#

8EB><:546

#

=4B98!

=4?E56>4C8

D

8AC46:=

#

;

89:<:546<?I88G9

#

E8?578A

F

C4E8

#

@88E56

;D

<::8A69

#

I=8:=8A56@<6:L9

;

86E8AI<956>46959:86:

I5:==B9P<6EL98H

D

8>:<:546

#

>46

g

B

;

<?A8?<:5469

#

?5756

;D

<::8A69I5:=P4:=

D

<A86:9<A8A59G@<>:4A94@ZZJ%

J9

7

D8:@,

!

D

49:

D

<A:BCE8

D

A899546

%

!D

A87<?86>8

%

!

A59G@<>:4A9

!!

产后抑郁症$

ZZJ

&是指产后
"

周内第
#

次发病#

以抑郁+悲伤+沮丧+哭泣+易激惹+烦躁为主要表现#

严重者出现幻觉或自杀等一系列精神紊乱(

#

)

#是一种

常见的产妇严重的精神障碍#好发于产后第一年内'

ZZJ

危害严重母婴健康#一方面
ZZJ

产妇可能出现

精神障碍+自杀#甚至杀婴倾向#另一方面
ZZJ

产妇

所产婴儿在语言+认知+行为+情绪方面更容易发生障

碍(

$

)

'由于评估工具+诊断标准+筛查时间+经济条件

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ZZJ

的发生率在不同文献中

的报道差异较大#国外报道
ZZJ

发生率约为
*a

!

#1a

(

*

)

#钱耀荣等(

2

)报道 我国
ZZJ

的发生率为

#*%#a

!

#"%*a

'尽管
ZZJ

的病因目前还不明确#

但已明确有不少影响因素#包括生物学+社会+遗传+

产科+新生儿+心理因素等(

.

)

'本研究旨在调查重庆

市妇幼保健院产妇
ZZJ

的发生率#以及分析相关影

响因素#为
ZZJ

的防治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X"

月在重庆市妇幼

保健院进行产后
"

周检查的女性
$&$&

例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

#

&意识清醒+具有一定阅读能力#并

自愿配合参与本研究女性%$

$

&既往无确诊的抑郁+焦

虑等精神疾病史及家族精神疾病史的女性%$

*

&无妊

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女性%$

2

&妊娠结局好#无母婴分

离的女性'本研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8EK?56

!

,B

;

B9:$&#+

!

S4?%#.

!

T4%#.

"

基金项目!重庆市医学科研计划项目$

$&##!$!*&'

&'

!!

作者简介!王薇#女#医师#主要从事妇女保健方面研究'

!

%

!

通信作者#

V!C<5?

!

R=<6

;

E4E4#1'.

%

#$"%>4C

'



$%/

!

方法
!

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表$

VZJW

&对符合

以上入选标准的
$&$&

例女性进行
ZZJ

筛查#并采用

笔者自行设计的
ZZJ

影响因素调查表分析
ZZJ

的相

关影响因素#要求产妇在
*&C56

内独立完成'

!!

VZJW

是目前诊断
ZZJ

使用最广泛及被认为最有

效的评估工具'该表共
#&

个条目#分别涉及心境+乐

趣+自责+抑郁+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哭泣和自伤

等'每个条目依据症状严重程度分为
2

级#分别赋值

&

!

*

分#即!

&

分$从未&+

#

分$偶尔&+

$

分$经常&+

*

分

$总是&#总分范围为
&

!

*&

分#以
VZJW

得分
#*

分作为

筛选
ZZJ

的临界值#

&

#*

分为
ZZJ

阳性患者'

!!

在参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笔者设计了
ZZJ

影响因素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

$

#

$.

+

$.

!#

*.

+

&

*.

岁&#职业$有+无&#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高中+大学及以上&#家庭平均月收入

$

#

.&&&

+

.&&&

!

#&&&&

+

$

#&&&&

元&+分娩方式$顺

产+剖宫产+阴道助产&#分娩孕周$足月+早产&#分娩

体质量$

#

$.&&

+

$.&&

!

2&&&

+

$

2&&&

;

#喂养方式

$母乳喂养+混合喂养+人工喂养&#居住关系$与公婆

同住+仅与丈夫同住+与父母同住&#夫妻关系$满意+

不满意&#丈夫对胎儿性别的期望$相符+不相符&'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

D

5E<:<*%&&

进行双份录入#

应用
WZWW#'%&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用
GUA

描述#

ZZJ

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ZZJ

发病情况
!

共发放调查问卷
$&$&

份#回

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为
11%&#a

'产妇

年龄为
#1

!

2$

岁#平均$

$.%$U.%*$

&岁'

VZJW

得

分
&

#*

分的有
2&&

例#

ZZJ

发生率为
$&%&&a

'

/%/

!

ZZJ

影响因素分析
!

$&&&

例有效调查对象中#

2#%.&a

的产妇年龄为
$.

!#

*.

岁#

$$%&&a

的产妇

年龄
&

*.

岁'一半以上$

.+%&&a

&产妇有职业#且大

部分产妇$

2'%'&a

&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家庭平

均月收入方面#

2"%#.a

的产妇
$

#&&&&

元#仅

#*%'.a

的产妇
#

.&&&

元'一半以上的产妇选择剖

宫产#且为足月产'而所分娩新生儿体质量方面#仅

*#%&.a

的产妇所分娩新生儿体质量为
$.&&

!

2&&&

;

#

*.%&.a

的产妇所分娩新生儿体质量
#

$.&&

;

#

**%1&a

的产妇所分娩新生儿体质量
$

2&&&

;

'本次

研究调查中#纯母乳喂养产妇仅占
$$%'&a

#

2+%+.a

的产妇为人工喂养'

+.%"&a

产妇的丈夫对胎儿性别

的期望与实际情况相符#但有
"&%*.a

的产妇对夫妻

关系不满意'居住关系方面#

*1%+&a

的产妇与父母

同住#

$"%&.a

的产妇与公婆同住'

!

$ 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家庭平均

月收入+分娩方式+分娩孕周+喂养方式+丈夫对胎儿

性别期望+夫妻关系+居住关系产妇中#

ZZJ

发生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ZZJ

影响因素分析%

'

#

a

$&

变量 抑郁 无抑郁
!

$

!

年龄$岁&

#&2%&&

#

&%&.

!#

$. #+&

$

1%&&

&

..&

$

$'%.&

&

!

$.

!#

*. +&

$

2%&&

&

'.&

$

*'%.&

&

!&

*. #2&

$

'%&&

&

*&&

$

#.%&&

&

职业
$%#'

$

&%&.

!

有
$2.

$

#$%$.

&

1#.

$

2.%'.

&

!

无
#..

$

'%'.

&

"+.

$

*2%$.

&

教育程度
".%.$

#

&%&.

!

高中以下
#$&

$

"%&&

&

*&2

$

#.%$&

&

!

高中
"&

$

*%&&

&

."$

$

$+%#&

&

!

大学及以上
$$&

$

##%&&

&

'*2

$

*"%'&

&

家庭平均月收入$元&

*$1%$1

#

&%&.

!#

.&&& #"*

$

+%#.

&

##$

$

.%"&

&

!

.&&&

!

#&&&& #21

$

'%2.

&

".*

$

*$%".

&

!$

#&&&& ++

$

2%2&

&

+*.

$

2#%'.

&

分娩方式
$&%#1

#

&%&.

!

顺产
#"'

$

+%*.

&

"&&

$

*&%&&

&

!

剖宫产
#'$

$

+%"&

&

+..

$

2$%'.

&

!

阴道助产
"#

$

*%&.

&

#2.

$

'%$.

&

分娩孕周
#&2%#+

#

&%&.

!

足月
#*2

$

"%'&

&

1+1

$

21%2.

&

!

早产
$""

$

#*%*&

&

"##

$

*&%..

&

分娩体质量$

;

&

&%*2

$

&%&.

!#

$.&& #2.

$

'%$.

&

.."

$

$'%+&

&

!

$.&&

!

2&&& #$*

$

"%#.

&

21+

$

$2%1&

&

!$

2&&& #*$

$

"%"&

&

.2"

$

$'%*&

&

喂养方式
$#+%."

#

&%&.

!

纯母乳喂养
#+'

$

1%*.

&

$"'

$

#*%*.

&

!

混合喂养
#*2

$

"%'&

&

2*.

$

$#%'.

&

!

人工喂养
'1

$

*%1.

&

+1+

$

22%1&

&

丈夫对胎儿性别期望
+1%$'

#

&%&.

!

相符
#2$

$

'%#&

&

1+'

$

21%*.

&

!

不相符
$.+

$

#$%1&

&

"#*

$

*&%".

&

夫妻关系
#"%..

#

&%&.

!

满意
#$*

$

"%#.

&

"'&

$

**%.&

&

!

不满意
$''

$

#*%+.

&

1*&

$

2"%.&

&

居住关系
#&2%#.

#

&%&.

!

与公婆同住
#'+

$

+%1&

&

*2*

$

#'%#.

&

!

仅与丈夫同住
#**

$

"%".

&

..&

$

$'%.&

&

!

与父母同住
+1

$

2%2.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8EK?56

!

,B

;

B9:$&#+

!

S4?%#.

!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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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ZZJ

的发病率正在逐年递增'本研究调查

了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

例产妇#

ZZJ

发生率为

$&%&&a

#高于钱耀荣等(

2

)报道的我国
ZZJ

的发生率

$

#*%#a

!

#"%*a

&'

)(N

等(

"

)报道
ZZJ

的发生率为

#*a

!

#1a

#

[M,)(Q,

等(

'

)报道产后
*

月产妇
ZZJ

的发生率为
1%$a

#但也有文献报道
ZZJ

发生率高于

$&%&a

(

+

)

#此外#有文献综述发现#发达国家中
ZZJ

的发生率为
#%1a

!

+$%#a

#而发展中国家
ZZJ

发生

率为
.%$a

!

'2%&a

(

1

)

'

ZZJ

发生率的差异可能与

评估工具+诊断标准+筛查时间+经济条件及社会文化

背景的差异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市产妇
ZZJ

的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而
ZZJ

对母婴可能导致极

其严重的危害#因此#应重视产妇
ZZJ

的筛查#并尽

早采取干预措施#降低
ZZJ

的发生率'

ZZJ

病因复杂#涉及遗传+生物+心理+社会等多

种因素'本研究调查发现年龄较小$

#

$.

岁&和年龄

较大$

&

*.

岁&的产妇更易发生
ZZJ

#与
$.

!#

*.

岁

产妇
ZZJ

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但
)(N

等(

"

)报道#

ZZJ

的发生率在
$.

! #

*&

岁

$

2&%'a

&产妇中最高#其次为
&

*&

岁组$

*1%&a

&#

#

$&

岁组$

$&%*a

&发生率最低#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笔者认为年龄较低产妇对母亲角色的不

适应#以及年龄较高产妇对母亲角色的过度焦虑都可

能会增加
ZZJ

的发生率'此外#发现教育程度较低

$高中以下&和教育程度较高$大学及以上&的产妇也

更易发生
ZZJ

#可能因为教育程度低的产妇缺乏孕产

期相关知识#面对产褥期一些生理和心理的变化无法

正确处理#而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在社会中承担一定

工作#在单位和家庭生活中同时担任重要的角色#其

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大多结婚+生育年龄较大#生产后#对孩子的照顾会因

为年龄较大而精力下降(

#&

)

'

)(N

等(

"

)同样发现#

ZZJ

在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产妇中发生率最高#但与

本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他们发现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

的产妇中发生率最低#而教育程度为高中的产妇
ZZJ

发生率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本研究中#不同家庭平均月收入的产妇
ZZJ

的

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新生儿的到来

本身就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加之一些突发事件比

如新生儿患病等#对于家庭经济收入处于低水平的产

妇#无疑会增加其精神和心理压力#从而增加
ZZJ

发

生的可能性'与足月儿相比#早产儿的产妇更易发生

ZZJ

#这与
Z])(K

等(

##

)的研究一致'早产儿由于各

器官系统发育不成熟#更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产妇

更易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本研究还发现纯母乳喂

养+混合喂养+人工喂养的产妇
ZZJ

发生率依次递

减#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可能因为母乳

喂养的产妇容易遇到母乳不足+新生儿喂养困难等问

题#导致产妇过度焦虑#进而诱发
ZZJ

'但也有部分

学者发现#混合喂养+人工喂养与母乳喂养的产妇相

比#更易发生
ZZJ

#他们认为母乳喂养通过增加母婴

接触机会增强母婴间的情感交流#从而降低
ZZJ

的

发生(

.

#

#$

)

'

`,T_

等(

#*

)研究发现#与公婆同住的产妇
ZZJ

的发生率高于仅与丈夫同住的产妇#而与产妇自己父

母同住的产妇
ZZJ

的发生率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本研究也得出同样的调查结果'这可

能因为与公婆同住的产妇在新生儿照顾方面容易与

其公婆发生分歧#而与自己父母同住的产妇更容易得

到来自父母的帮助与支持'此外本研究中#夫妻关系

不满意#丈夫对胎儿性别期望不相符也会增加产妇

ZZJ

的发生'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不同分娩方式的产妇
ZZJ

的

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2

)

#但本研究

调查结果显示剖宫产+顺产+阴道助产的产妇#

ZZJ

的

发生率依次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可

能因为剖宫产术后的疼痛及并发症会增加产妇紧张+

焦虑的情绪#从而诱发
ZZJ

'本研究中#不同分娩体

质量+职业的产妇
ZZJ

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一致(

#*!#.

)

'

综上所述#本院产妇
ZZJ

的发生率处于较高水

平#且年龄+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分娩孕周+分

娩方式+喂养方式+丈夫对胎儿性别期望+夫妻关系+

居住关系均是
ZZJ

的危险因素#而不同职业+分娩体

质量产妇
ZZJ

的发生率差异不明显'因此#应积极

争取政策支持#将产后心理保健纳入产后保健常规工

作#加强产妇
ZZJ

的筛查#尤其是对于早产+剖宫产+

母乳喂养+家庭平均月收入低+对夫妻关系不满意等

的这些高危人群#应于产后
"

周复诊常规筛查
ZZJ

#

尽早发现
ZZJ

#以便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保障母婴健

康#提高女性保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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