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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中国早产发生现状：2012-2018年全国 900多万孕妇监测数据的研究 

 

摘要 

背景：在过去一段时期，早产的发生率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呈现显著的升高趋势。但目

前，中国有关早产发生率和流行现状的研究仍然很少。本研究首次利用 2012-2018年

全国危重孕产妇监测系统的数据，全面报道了中国的早产率，并分析了近年来早产的

变化趋势以及相关的危险因素。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于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全国危重孕产妇监测

系统。研究对象为至少生育 1 个活产儿（孕周≥28 周或出生体重≥1000 克）的孕妇。

本研究分别对单胎和多胎妊娠孕妇中的总早产率（＜37 周）、极早产率（28-31 周）、

中期早产率（32-33周）和晚期早产率（34-36周）等进行了估计，并分析了相应的变

化趋势。研究主要采用 Logistics 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学因素和产科合并症与早

产的关系，并采用间断时间序列模型评估了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早产发生的影响。 

主要发现：2012-2018年间，至少生育 1个活产儿的孕妇累计有 9,645,646例，其中，

发生早产的孕妇有 665,244例，早产率约 6.1%。总早产率呈现小幅增加，从 2012年

5.9%增加到 2018年的 6.4%，增加约 8.8个百分点。同期，晚期早产率和极早产率分

别增加了 8.8和 13.3个百分点，但中期早产率没有显著增加。在单胎妊娠中，总早产

率呈现小幅增加，约 6.4个百分点。在多胎妊娠中，总早产率的增加更为明显，从 2012

年 46.8%增加到 2018年的 52.7%，增加约 12.4个百分点。相较于 2012年，2018年

的高龄产妇（≥35岁；7.4% vs 15.9%）、多胎妊娠（1.6% vs 1.9%）、产检次数 7次及

以上者（50.2% vs 70.7%）、妊娠合并症者（17.9% vs 35.1%）的比例相对更高，但是，

剖宫产分娩者（47.5% vs 45.0%）的比例相对更低。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中国

的早产率有所增加。 



研究意义：2012-2018年间，中国的早产率无论在单胎和多胎妊娠中均呈现轻度上升

趋势。我国政府在妇女和儿童保健方面的政策实施，对于预防早产的发生尤为重要。

由于近年来社会人口学特征和产科特征的急剧变化（如高龄产妇、妊娠合并症、多胎

妊娠等比例增加），特别是在二孩政策实施之后，我们需要付诸更多努力来降低早产

的疾病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