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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女大学生原发性痛经的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女大学生原发性痛经的防治提供参

考。 方法：采用问卷方式对桂林某高校 ３３３ 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女大学生原发性痛经的发生

率，分析女大学生原发性痛经的影响因素。 结果：女大学生原发性痛经发生率为 ８０．８％，其中轻度、

中度、重度分别为 ６６．２％、２９．０％及 ４．８％。 单因素分析发现母亲痛经史、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生活习

惯等是女大学生原发性痛经的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家庭环境、母亲文化程度、经

期辛辣饮食、经期卫生等为女大学生原发性痛经发生的影响因素（Ｐ＜０．０５）。 结论：原发性痛经在女

大学生群体中的发生率较高，遗传、环境等因素均可对其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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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痛经是单纯的功能性痛经，是指行经前

后或行经期间出现下腹部疼痛，伴有头晕、乏力等不

适症状，无其他明显的盆腔疾病。 原发性痛经通常

在月经初潮后 １ ～ ２ 年内出现，发生在 １５ ～ ２５ 岁之

间，女大学生正是原发性痛经发病高峰的对象。 近

年，各地区女大学生原发性痛经的发生率为 ７０％ ～

８０％［１］。 据临床统计，长期遭受痛经的女性可能会

引起早衰，且注意力受影响，精神变弱，痛经不及时

治疗，也容易诱发一些妇科疾病［２］。 原发性痛经发

病机制主要与内分泌有关，大部分学者认为痛经不

仅由病理生理机制引起，环境、生活习惯、心理、遗传

等因素对原发性痛经也会产生影响［３－６］。 基于此，本

研究旨在探索原发性痛经在女大学生群体中的发生

情况及影响因素。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桂林某高校的

女大学生（在校女大学生，入校时健康体检合格，无

盆腔生殖器病变史）进行调查，参与者年龄 １８ ～ ２５

岁，平均（２０．３±１．４）岁。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３５０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３３３ 份，回收率为 ９５．１％，其中发生过

痛经者 ２６９ 人，未发生过痛经者 ６４ 人；原发性痛经

发生率为 ８０．８％，其中轻度、中度、重度痛经分别占

６６．２％、２９．０％及 ４．８％。

１．２　 调查问卷

在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自行编制女

大学生原发性痛经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①一般信

息：年龄、ＢＭＩ、家庭背景等；②月经信息：初潮年龄、

月经周期、经血量、月经天数、痛经症状、痛经程度；

③与痛经有关的因素：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个人卫

生等；④痛经管理和缓解措施。

１．３　 方法

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正式调查前进行预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完善自编的调查问卷；正式分发问卷，

向调查对象解释调查目的和意义，说明调查要求和

注意事项，确保调查对象的隐私并获得其知情同意；

回收调查问卷并进行整理与分析。

１．４　 诊断标准

①初潮后数月，疼痛常在月经即将来潮前或潮

后开始出现，并持续在月经期的前 ４８ ～ ７２ ｈ，疼痛常

呈痉挛性，通常位于下腹正中，可放射至腰骶部和大

腿内侧；②伴有恶心、呕吐、头晕、乏力等症状，严重

时出现面色发白、出冷汗等症状；③盆腔检查无异

常。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以描述性和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评估不

同变量之间的关联。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母亲情况、ＢＭＩ、家庭环境与原发性痛经的相关

性分析

痛经组和正常组女生的母亲文化程度及痛经

史、家庭环境、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比

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母亲情况、家庭环境及 ＢＭＩ 比较（ｎ，％）

相关因素 正常组（ｎ＝ ６４） 痛经组（ｎ＝ ２６９） χ２ Ｐ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４１（１６．１） ２１４（８３．９）

高中及以上 ２３（２９．５） ５５（７０．５）
６．９１７ ＜０．０５

母亲痛经史

是 １１（４．６） ２２６（９５．４）

否 ５３（５５．２） ４３（４４．８）
１１２．５２９ ＜０．０５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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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关因素 正常组（ｎ＝ ６４） 痛经组（ｎ＝ ２６９） χ２ Ｐ

家庭环境

农村 １７（１１．０） １３７（８９．０）

城镇 ４７（２６．３） １３２（７３．７）
１２．３４８ ＜０．０５

ＢＭＩ
偏瘦 ２１（６１．８） １３（３８．２）

正常 ４２（１４．５） ２４７（８５．５）

超重 １（１０．０） ９（９０．０）

３４．６０３ ＜０．０５

　 　

２．２　 生活习惯与原发性痛经的相关性分析

痛经组与正常组女生经期是否吃辛辣食物、使

用卫生巾前洗手、体育锻炼、节食减肥等相关，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饮食情况、生活习惯情况比较（ｎ，％）

相关因素 正常组（ｎ＝ ６４） 痛经组（ｎ＝ ２６９） χ２ Ｐ

吃辛辣食物

是 ２８（５７．１） ２１（４２．９）

否 ３６（１２．７） ２４８（８７．３）
５３．２２３ ＜０．０５

使用卫生巾前洗手

是 ２９（１１．３） ２２７（８８．７）

否 ３５（４５．５） ４２（５４．５）
４４．４０４ ＜０．０５

经期睡眠质量

很差 ５（１２．２） ３６（８７．８）

一般 ５１（２１．８） １８３（７８．２）

很好 ８（１３．８） ５０（８６．２）

３．４０３ ＞０．０５

体育锻炼情况

从不 ０ ７（１００．０）

偶尔 ２７（２３．３） ８９（７６．７）

经常 ３４（２２．８） １１５（７７．２）

每天 ３（４．９） ５８（９５．１）

１２．１７４ ＜０．０５

节食减肥

经常 ３（５．２） ５５（９４．８）

偶尔 ４２（２０．０） １６８（８０．０）

从不 １９（２９．２） ４６（７０．８）

１１．６５０ ＜０．０５

　 　

２．３　 心理压力与原发性痛经的相关性分析

痛经组与正常组女生学习和生活压力的情况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 ５６０，Ｐ＜ ０． ０５），见

表 ３。

表 ３　 两组学习和生活压力情况比较（ｎ，％）

学习和生活压力 正常组（ｎ＝ ６４） 痛经组（ｎ＝ ２６９）

较大 ０ ３２（１００．０）

一般 ２８（２０．０） １１２（８０．０）

较小 ３４（２３．３） １１２（７６．７）

几乎没有 ２（１３．３） １３（８６．７）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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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原发性痛经的多因素分析

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赋值，再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女大学生原发性痛经与家

庭环境、经期辛辣饮食、使用卫生巾前洗手、母亲痛经

史、体育锻炼、节食减肥等因素有关 （Ｐ＜０．０５） ，见

表 ４。

表 ４　 影响原发性痛经的多因素分析

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Ｗａｌｄ ＯＲ
９５％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Ｐ

家庭环境 １．５６９ ０．５９１ ７．０４６ ４．８０３ １．５０８ １５．２９８ ＜０．０５

辛辣饮食 １．７２０ ０．７３５ ５．４８１ ５．５８４ １．３２３ ２３．５６１ ＜０．０５

使用卫生巾前洗手 －１．６００ ０．６１６ ６．７３４ ０．２０２ ０．０６ ０．６７６ ＜０．０５

母亲痛经 －３．８３１ ０．６２６ ３７．４５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５

体育锻炼 －２．３９７ ０．９２６ ６．６９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５ ０．５５９ ＜０．０５

节食减肥 ４．２３１ １．１９５ １２．５３２ ６８．７９３ ６．６１０ ７１６．０１４ ＜０．０５

　 　

３　 讨论

痛经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痛经严重者会影

响日常生活及生活质量。 本调查显示，３３３ 名调查对

象原发性痛经发生率为 ８０．８％，其中轻度、中度、重

度分别为 ６６．２％、２９．０％、４．８％，该结果与以往统计结

果相近［７－９］。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亲痛经史是危险因素，其与

鲁静雅等［１］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痛经具有一定的遗

传倾向，尤其是母女有相似的生活习惯和环境［１０］。

国外研究发现，母亲痛经相关遗传基因可以通过染

色体传递给女儿，影响其性情，使其容易受刺激，导

致激素不稳定［１１］。 家庭环境对原发性痛经的发生

也有一定影响，可能是城镇教育相对农村教育而言，

在女性生理健康知识教育方面更完善，能传授更多

的女性生理学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可预防并改善痛

经。

本研究结果显示，原发性痛经发生还与以下因

素有关：经期辛辣饮食、使用卫生巾前洗手、体育锻

炼及节食减肥。 辛辣饮食具有刺激性，所以月经来

潮时或月经期间受刺激，可导致盆腔血管过度收缩，

引起痛经和月经紊乱［１２］。 使用卫生巾前洗手是良

好的卫生习惯，月经期的女性身体抵抗力较弱，应注

意个人卫生，重视私处清洁，可避免经期受到感染。

体育锻炼能使人体血容量相对增加，改善微循环，使

子宫动脉血流量增加，改善子宫缺血、缺氧，缩短子

宫收缩时间，可解除或缓解痛经的症状［１３］。 而节食

减肥的后果除可导致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

外，还会引起内分泌功能失调，如月经不调、闭经等，

使身体机能发生紊乱。

单因素分析中 ＢＭＩ、学习和生活压力与原发性

痛经的发生有差异，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ＢＭＩ、学习

和生活压力与原发性痛经没有关联。 但有研究对

４５０ 名女生进行调查，发现低 ＢＭＩ 和高 ＢＭＩ 与痛经

之间有统计学差异，得出痛经的严重程度与 ＢＭＩ（体

重不足和超重）有相关性［１４］。 如经常节食减肥导致

营养不良，或暴饮暴食、长期运动等都会影响内分泌

系统。 而确保摄入健康平衡的饮食来改善 ＢＭＩ，可

能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痛经。 有研究表明，心理压

力是原发性痛经的危险因素，痛经时女大学生在一

定程度上会情绪不稳定，内分泌系统易受外界因素

影响，导致内分泌失调［１４－１５］。 ＢＭＩ、学习和生活压力

对原发性痛经发生的具体原因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原发性痛经在女大学生中的发生率

较高，学校应重视对女大学生的健康教育，制定女性

经期预防保健措施，对其进行相关指导，改变经期不

良行为，如注重膳食平衡、体育锻炼、卫生保健及缓

解痛经的方法，以加强女大学生对痛经保健的认识，

提高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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