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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广西汉族、壮族、瑶族女生月经初潮年龄的影响因素ꎬ为开展学校青春期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依

据ꎮ 方法　 运用序列研究法ꎬ在广西 ３ 县分别抽取汉族、壮族、瑶族 ７ꎬ１０ꎬ１３ 岁女生ꎬ连续 ３ 年进行身高、体重等体格指标

的测量ꎬ并询问月经来潮情况ꎬ最终选取 ３ 年连续监测的相同有效样本 ４４８ 例ꎮ 使用生长发育影响因素调查表进行调查ꎮ
结果　 女生的月经初潮半数年龄为 １１.８３( ９５％ ＣＩ ＝ １１. ６９ ~ １１. ９６) 岁ꎬ汉族、壮族、瑶族依次为 １１. ８７( ９５％ ＣＩ ＝ １１. ６４ ~
１２.０９)、１１.４４(９５％ＣＩ＝ １１.２５~ １１.６４)和 １２.４２ 岁(９５％ＣＩ＝ １２.１４~ １２.７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１２ꎬ１３ 岁组月经已

来潮女生的身高、坐高、体重等均高于未来潮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月经

初潮年龄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坐高、胸围、海产品的摄入、夜间睡眠时长和在校运动时间(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广西女生月

经初潮半数年龄有民族差异ꎬ与运动情况和膳食结构有关ꎮ 应在小学四年级开始进行女生青春期健康教育ꎬ可侧重于健康

生活模式的教育ꎬ培养学生均衡的膳食习惯和作息的规律ꎬ促进学生的健康生长ꎮ
【关键词】 　 月经初潮ꎻ年龄因素ꎻ生长和发育ꎻ学生ꎻ女(雌)性ꎻ少数民族ꎻ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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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儿童生长发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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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经初潮预示个体的女性功能初现ꎬ是女性青春

期发育的最重要指标[１] ꎮ 国内研究显示ꎬ过去几十年

中国青少年女性平均月经初潮年龄呈下降趋势[２] ꎮ
宋逸等[３－５]发现ꎬ月经初潮年龄受民族、环境、营养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ꎮ 但迄今为止ꎬ对中国青少年月经初

潮年龄的研究几乎都是横断面设计研究[６－８] ꎮ 由于纵

向随访设计研究的实施难度较大ꎬ本文采用两者相结

合的序列设计研究法分析广西汉族、壮族、瑶族女生

的月经初潮年龄ꎬ并探讨其影响因素ꎬ从而为学校青

春期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３ 年在广西汉族、壮族、瑶族聚居县

(依次为合浦、武鸣、恭城县)分别抽取相应民族 ７ꎬ１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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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岁的健康中小学女生为研究对象ꎬ追踪调查 ３ 年ꎬ
获得 ７ ~ １５ 岁的序列设计研究资料ꎮ 首年调查前经学

校配合发动ꎬ符合年龄和民族条件的学生由家长签署

知情同意书后成为正式研究对象ꎬ汉族、壮族、瑶族获

得观察对象依次为 １５８ꎬ１７２ 和 １１８ 名ꎬ合计 ４４８ 名ꎮ
有效追踪率分别达 ９２％ꎬ９８％和 ９５％ꎮ 民族的认定标

准是汉族、壮族为父母双方均为同一民族ꎬ瑶族为父

母至少有一方为瑶族ꎮ 研究已经过广西医科大学医

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ꎮ
１.２　 内容与方法

１.２.１　 体格发育指标 　 包括身高、坐高、体重、胸围、
上臂皮褶厚度以及肩胛皮褶厚度ꎬ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每

年 ４—５ 月测量 １ 次ꎬ测量方法按«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

质健康调研工作手册»进行[９] ꎮ
１.２.２　 月经初潮情况 　 每年对上一年尚未来潮的调

查对象由专人进行询问ꎮ
１.２.３　 生长发育影响因素　 在调研的首年(２０１３ 年)
采用自行编制的儿童生长发育影响因素调查表ꎬ由调

研人员主持ꎬ班主任配合组织ꎬ由学生和家长共同填

写完成ꎮ 内容包括民族、家庭类型、经济情况、出生体

重、食物摄入情况、运动情况等 ２０ 个分类变量和夜间

睡眠时长ꎮ
１.３ 　 统计方法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录入数据ꎬ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采用概率单位回归法

计算月经初潮半数年龄ꎻ采用 ｔ 检验进行初潮与否两

组间的体格发育水平比较ꎻ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法进行月经初潮的影响因素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月经初潮情况　 女生最早的月经初潮年龄为 １０
岁ꎬ在调研结束时 １５ 岁组的汉族 ２ 人、瑶族 １ 人仍未

发生月经初潮ꎮ 全样本的月经初潮半数年龄为 １１.８３
(９５％ＣＩ ＝ １１.６９ ~ １１.９６)岁ꎬ汉族、壮族、瑶族女生的月

经初潮半数年龄依次为 １１. ８７ ( ９５％ ＣＩ ＝ １１. ６４ ~
１２.０９)、１１.４４(９５％ＣＩ ＝ １１.２５ ~ １１.６４)、１２.４２(９５％ＣＩ ＝
１２.１４ ~ １２.７０)岁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 ＝ ８.１８ꎬＰ<
０.０５)ꎮ 各民族各年龄组女生月经来潮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龄组 ３ 个民族女生月经来潮发生率

年龄 / 岁
汉族

人数 初潮人数

壮族

人数 初潮人数

瑶族

人数 初潮人数

合计

人数 初潮人数
７ ４８ ０ ５９ ０ ４７ ０ １５４ ０
８ ４８ ０ ５９ ０ ４７ ０ １５４ ０
９ ４８ ０ ５９ ０ ４７ ０ １５４ ０
１０ ４８ ２(４.１７) ６０ ３(５.００) ３１ １(３.２３) １３９ ６(４.３２)
１１ ４８ ９(１８.７５) ６０ ２３(３８.３３) ３１ ３(９.６８) １３９ ３５(２５.１８)
１２ ４８ ２７(５６.２５) ６０ ４２(７０.００) ３１ １１(３５.４８) １３９ ８０(５７.５５)
１３ ６２ ５４(８７.１０) ５３ ４８(９０.５７) ４０ ２４(６０.００) １５５ １２６(８１.２９)
１４ ６２ ５９(９５.１６) ５３ ５２(９８.１１) ４０ ３８(９５.００) １５５ １４９(９６.１３)
１５ ６２ ６０(９６.７７) ５３ ５３(１００.００) ４０ ３９(９７.５０) １５５ １５２(９８.０６)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２　 月经初潮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以月经初潮

率 ５０％所在的 １２ꎬ１３ 岁组(分属 ２ 个年龄序列ꎬ每个

年龄组依次为 １３９ꎬ１５５ 人)为分析样本ꎬ分析行为生

活习惯和体格发育水平与月经初潮的关联性ꎮ
２.２.１　 行为生活方式的比较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行为生活方式女生月经来潮发生率比较

行为生活方式 选项 人数 已来潮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牛奶摄入 几乎不喝 ３７ ２７(７２.９７) １２.２３ ０.０１

很少喝 ８２ ５３(６４.６３)
有时喝 ９８ ６２(６３.２７)
经常喝 ６７ ５８(８６.５７)

青菜摄入 很少吃 ３４ １７(５０.００) １４.３５ ０.００
有时吃 ７３ ４５(６１.６４)
每天都吃 １７７ １３８(７７.９７)

水果摄入 很少吃 ５６ ３６(６４.２９) ７.０４ ０.０３
每星期 １~ ２ 次 １１３ ７３(６４.６０)
几乎每天都吃 １１５ ９１(７９.１３)

　 注:()内数字为来潮率 / ％ꎻ部分项目存在人数缺失ꎮ

　 　 在所调查的 ２０ 个分类变量中ꎬ不同牛奶、青菜、水
果摄入频率女生间月经来潮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月经已来潮组与未来潮组的夜间睡

眠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８.４５±０.９４) (９.０９±０.８２)
ｈꎬｔ ＝ ５.４２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２　 体格发育水平的比较　 １２ꎬ１３ 岁组均表现为月

经已来潮组体格发育水平高于同年龄的未来潮组ꎮ
见表 ３ꎮ
２.３　 月经初潮影响因素的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调查表所有条目的变量和体格发育指标为自变量ꎬ
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ꎬ剔除存在共线

性关系的身高和体重ꎬ以是否月经来潮为因变量(０ ＝
未来潮ꎬ１ ＝已来潮)ꎬ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法进行

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向前逐步回归分析ꎮ 当入选界

值为 α<０.０５ 时ꎬ入选变量为坐高(连续型变量)、胸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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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型变量)、夜间睡眠时长(连续型变量)、在校运

动时间(１ ＝ <３０ ｍｉｎꎬ２ ＝ ３０ ~ ６０ ｍｉｎꎬ３ ＝ >６０ ｍｉｎ)和海

产品摄入频率(１ ＝很少吃ꎬ２ ＝每周吃 １ 次ꎬ３ ＝ 每周吃

２ 次及以上)ꎬ其中坐高和胸围与月经初潮呈正相关ꎬ
夜间睡眠时长、在校运动时间及海产品摄入频率与月

经初潮呈负相关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１２ ~ １３ 岁年龄组是否月经来潮女生体格发育指标比较(ｘ±ｓ)

年龄 / 岁 是否来潮 人数 统计值 身高 / ｃｍ 坐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胸围 / ｃｍ

肩胛部皮褶

厚度 / ｍｍ

上臂部皮褶

厚度 / ｍｍ
１２ 是 ８０ １５２.８±５.１ ８１.８＋２.５ ４４.８±６.９ １９.２±２.７ ７５.５±５.８ １７.５±６.５ １８.９±５.７

否 ５９ １４８.５±５.８ ７８.８＋２.６ ３６.７±５.９ １６.６±１.９ ６８.４±４.９ １１.６±３.６ １４.２±４.９
ｔ 值 ４.６６ ６.８９ ７.２６ ６.７２ ７.６１ ６.７９ ５.１９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 是 １２６ １５３.９±５.５ ８２.９＋３.１ ４３.７±７.６ １８.４±２.６ ７４.１±５.６ １２.８±４.４ １４.３±４.７
否 ２９ １４８.２±６.１ ７８.６＋３.６ ３７.３±４.８ １６.９±１.４ ７０.２±３.９ ９.０±３.５ １０.７±４.０

ｔ 值 ４.８８ ６.４４ ４.３２ ４.３０ ３.５４ ４.３４ ３.７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表 ４　 广西女学生月经初潮发生的影响因素分析(ｎ ＝ ２９１)

自变量 β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坐高 ０.４０ １.４９(１.２７ ~ １.７４) <０.０１
胸围 ０.１３ １.１４(１.０５ ~ １.２４) <０.０１
夜间睡眠时长 －０.６０ ０.５５(０.３７ ~ ０.８２) <０.０１
在校运动时间 －１.２０ ０.３０(０.１３ ~ ０.６８) <０.０１
海产品摄入 －１.５０ ０.２２(０.０９ ~ ０.５５) <０.０１

　 注:有 ３ 人数据缺失ꎮ

３　 讨论

月经初潮是女性生殖功能发育的重要指标ꎬ女生

月经初潮年龄的提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水平对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影响ꎮ 有数据显

示ꎬ欧洲国家在过去的 １５０ 年里ꎬ初潮年龄有明显的年

轻化趋势ꎬ从 １９５８—１９７５ 年德国女生月经初潮年龄约

每 １０ 年提前 ３.６ 个月[１０] ꎮ 丹麦的一项队列研究则发

现ꎬ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出生的女童月经初潮年龄较其母亲

提前 ３.１ ~ ４.２ 个月[１１] ꎮ 自新中国成立后ꎬ我国女生月

经初潮年龄不断前移ꎬ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间ꎬ全国汉族

城、乡女生的月经初潮平均年龄分别提前了 ３.３６ 和

３.９６个月ꎬ广西汉族城市女生月经初潮平均年龄未发

生变化ꎬ乡村女生月经初潮平均年龄提前了 ３.９６ 个

月[１２－１３] ꎮ
本次研究中ꎬ研究样本全民族女生的月经初潮半

数年龄为 １１. ８３ 岁ꎬ 早于同为西南地区的重庆女

生[１４] ꎮ 且汉族、壮族、瑶族女生的月经初潮半数年龄

也低于 ２０１４ 年广西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结果ꎮ 笔者

认为ꎬ以上差别不排除研究方法不同带来的差异ꎬ上
述参照结果均来源于横断面设计的研究ꎬ而本研究采

用的是序列设计方法ꎬ具有半纵向研究的性质ꎬ研究

结果偏倚小于横断面设计的研究ꎬ质量更为可靠ꎮ 同

时与广西体质健康调研结果的差距也可能包含了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影响ꎮ 因为本研究的样本分

别为沿海的合浦县、首府南宁市的武鸣区和桂北的恭

城县ꎬ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略优于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

样本来源ꎮ
本研究发现ꎬ相同年龄的女生ꎬ月经已来潮组的

体格发育水平高于未来潮组ꎬ与黄达峰等[５] 对云南汉

族女生的研究结果相似ꎬ也符合生长发育规律ꎮ 多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ꎬ坐高、胸围发育水平与女生月经初

潮呈正相关ꎬ是因为以身高为代表的体格发育指标在

青春早期出现第 ２ 次生长突增ꎬ而月经初潮发生于青

春中期ꎬ已来潮女生比未来潮女生更早进入青春期ꎬ
此时又尚未进入生长停滞期ꎬ故体格发育指标优于未

来潮者ꎮ
月经初潮年龄受遗传与环境两方面因素影响ꎮ

在环境因素中ꎬ比较肯定的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膳
食营养、疾病、气候等[１５－１７] ꎮ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本
组研究对象的月经初潮与膳食习惯的关联性较大ꎬ牛
奶、青菜、水果的摄入频率在是否来潮的两组间不同ꎮ
多因素分析则显示ꎬ较多的海产品摄入可抑制月经初

潮的发生ꎮ Ｓｚａｍｒｅｔａ 等[１８] 报道显示ꎬ地中海饮食模式

的女生较晚发生月经初潮及乳房发育ꎬ而地中海饮食

模式就是以蔬菜水果、鱼类及海产品、五谷杂粮、豆类

和橄榄油为主的饮食模式ꎮ Ｊａｎｓｅｎ 等[１９] 研究也发现ꎬ
以蔬菜和瘦肉蛋白为基础的饮食模式会使月经初潮

发生较晚ꎮ 在本研究地区的饮食模式中ꎬ海产品摄入

增多的同时通常会减少猪肉(红肉)的摄入ꎬ因而减少

脂肪摄入有利于控制体重ꎮ 因此ꎬ海产品摄入增加能

降低月经初潮过早发生的风险ꎮ 虽然本研究中ꎬ体质

量指数(ＢＭＩ)未能入选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ꎬ但有文献报

道ꎬＢＭＩ 增高可导致月经初潮较早发生[２０－２１] ꎬ与上述

推断相符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女生夜间睡眠时长及在校运动

时间是月经初潮的抑制因素ꎬ即夜间睡眠时间和运动

时间较长的女生不容易在 １２ꎬ １３ 岁前发生初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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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等[２２]研究发现ꎬ月经初潮年龄的延迟与睡眠的

持续时间增加有关联ꎮ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２３] 则发现ꎬ月经初

潮的发生会增加失眠的风险ꎬ女生在月经初潮前的失

眠风险与男生无差异ꎬ但在月经初潮后失眠风险高于

男生ꎮ 可能是很多内分泌组织的活动有昼夜节律性ꎬ
且睡眠良好是维持内分泌正常节律的重要条件ꎬ睡眠

的减少会扰乱内分泌节律使得月经初潮提前发生ꎮ
但两者间的确切关系及影响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ꎮ
关于运动时间与月经初潮的相关研究ꎬ Ｍｅｒｚｅｎｉｃｈ
等[２４]的研究发现体育活动增加与月经初潮延迟有关ꎬ
近期 Ｃａｌｔｈｏｒｐｅ 等[２５]的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发现运动员月经

初潮的年龄较非运动员延迟 １.１３ 年ꎮ 其原因可能与

体脂含量有关ꎬ运动时长的增加会使脂肪加速燃烧ꎬ
脂肪组织变少会减少刺激女性生殖激素轴、促发女性

生殖成熟的瘦素分泌ꎬ从而使女性月经初潮发生延

迟[２６] 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可知序列设计研究所得之月经

初潮年龄低于横断面设计研究ꎻ广西女生月经初潮年

龄的影响因素有民族、体格发育水平、膳食模式、运动

时间和睡眠时长ꎮ 提示女生青春期教育应在小学阶

段开始ꎬ重点在于培养健康的膳食模式和作息习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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