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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情况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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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科摩罗刖Wo【厄N(昂岛)女性尿失禁的患病情况。方法按照整群随机抽样的方

法，随机抽取生活在昂岛M0lUZAMOI脚U(目杂目督)区、}玎二NB0(洪波)区的2696位女性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调查显示，尿失禁的患病率为27．8％，5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患病率高达51．1％，其中压力性、急迫

性、混合性尿失禁的患病率分别为13．7％、3．6％、10．5％，构成比为49％、13％、38％。各类尿失禁中以轻

度尿失禁为主。在被调查者中80％的患者不知应该去就诊，20％的患者不知该去何处就诊。结论尿失禁

是科摩罗ANJoUEN(昂岛)妇女的常见疾病，老年女性患病率高，就诊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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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with Questionnaire incontinence in Anjuoen，Cxxnolos，Africa． Methods Two th0I哑训six hundred

and ninety-six xvolglen who live in～I。咄强n如ucIou and Henho in this a瑚wel'e investigated．R酬臼 It six．red

that general rate of urinary incontinence was 27．8％．Among them．51．1％were dder than 50 who suffered

from stresa urinary incontinence，urge urinary incontinence and mixed urinary incontinence with the disease rate of

13．7％，3．6％and 10．5％respectively，occupied 49％，13％and 38％．Mild urinary incontinence w鹤the Im—

ior．In the survey，踟％of the respondents did not know how to go tO a doctor，20％did not know where tO get

a medical advice．tT_1mdm Urinary incontinence is a oonⅡn∞d／sease happened in wornell．with a higher dis—

ease rate in old fd】nale，but a very lower rate for medical tr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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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失禁是妇女常见的疾病，特别是在非洲这样

一个女性早生、多生的状态下更为多见。为了了解

科摩罗√删OUEN(昂岛)妇女尿失禁的患病情况，
我们对MOUZAMOUDOU区(目杂目督)和HON．

BO区(洪波)15岁以上已婚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并

根据国际尿控制协会(international continence sod．

ety，ICS)对尿失禁的定义(形成社会及卫生问题，且

能被客观检测出来的尿液不自主流出来的状态)【l J

和1998年ICS召开的第一届尿控制研讨大会确定

的尿失禁流行病学调查的定义、方法及诊断标准【2]

进行诊断。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为2008—07～2008—09

MoUZAMoI肪oI 7区和HON】30区常住居民15岁

以上女性24000人，按照整群随机抽样办法抽取

2696人，年龄为15～55岁，平均(30±11)岁，职业

以家庭妇女为主，部分为教师、医务人员、办公室职

员等。

1．2调查方法及内容发放女性尿失禁症状调查

问卷，问卷的设计参考国际上广泛采用的“不利斯托

女性下尿路症状调查问卷(bfistol female lower uri—

nary tract symptoms questionnaires)[3]及亚洲和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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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地区尿便控制协会制定的问卷”，并根据当地生活

习惯和社会背景进行了调整。如去除“性生活次

数”、“性快感”等方面的调查内容外，增加“便秘”、

“人工流产”等项目。问卷的设计经流行病学专家指

导，逐一问卷并填写完成。调查内容包括30个问

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基本情况；(2)与分娩有

关的因素；(3)绝径状况及激素使用情况；(4)尿失禁

患病情况，包括患病年龄、诱因、发病时伴随症状

(夜尿、尿频、尿痛、尿急)及发病频率等；(5)下尿

路其他方面的症状；(6)对生活质量的影响；(7)对尿

失禁的认识和就诊情况等。

1．3诊断标准按照ICS 1990年的标准[4 J，分为：

(1)压力性尿失禁：当咳嗽、打喷嚏、大笑、运动或体

位改变时发生的尿液不自主流出。(2)急迫性尿失

禁：尿急、尿频、夜尿次数多、尿量减少，不能自主控

制或来不及上厕所而引起的尿湿。(3)混合性尿失

禁：上述两种情况都存在。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分

为轻度：偶尔发生(<6次／年)；中度：平均发生1—4

次／月；重度：1次／N。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0．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所有数据行Y2检验。

2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2696份问卷，填写基本完整，

结果如下：

2．1尿失禁患病率2696例中共有749人有尿失

禁存在，总患病率为27．8％，其中压力性为13．6％

，急迫性为3．6％，混合性为10．6％，3种尿失禁构

成比例为49％(367／749)、13％(97／749)、38％

(285／749)。

2．2年龄与尿失禁患病的关系 2696例中(有

2372人知道自己的年龄，有324人不知道自己的真

实年龄)，尿失禁患病数为660人，患病率28％，其中

压力性有314人，急迫性有84人，混合性有262人。

年龄为15～65岁之间，按照每10年1个等级分5

个年龄段，65岁以上为老年人，共分为6个年龄段。

不同年龄段尿失禁的总患病率为28％，其中压力性

为14％，急迫性为3．6％，混合性为10．4％，患病率

随年龄增加而增加。见表1。

2．3尿失禁程度 根据尿失禁发生频率分度，749

例中，轻度尿失禁为526例，占总尿失禁发病的

70．3％(526／'／49)；中度尿失禁为190例，占25．4％

(190／749)；重度尿失禁为33例，占4．3％(33／749)。

尿失禁程度越重，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越大。见表2。

表I不同年龄女性尿失禁患病情况

表2不同程度尿失禁女性患病情况

2．4尿失禁患者就诊情况749例尿失禁患者中

有600例(80％)不知道需要就诊，112例(15％)不

知道该到何处就诊，仅有4例(5％)到妇产科就诊。

3讨论

3．1尿失禁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各家报道不一致，

美国15～65岁女性尿失禁的患病率为2％一

46％(53；英国15904例>40岁女性的问卷调查显

示，患病率为34％，患病率和严重程度随年龄增加

而增加，60岁以上达69％⋯。挪威全国范围的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尿失禁的患病率为25％，75岁以上

老年人患病率35％【71；澳大利亚41岁以上女性人

群中尿失禁的患病率为61％⋯；意大利患病率为

26％，95岁以上为73％，长期卧床者达82％191；我

国北京、吉林、佳木斯、新疆、福建等地，成年女性尿

失禁的患病率为18．9％～50．9％[10-14J。各家报道

不一的主要原因，可能与调查采取的定义和方法不

同有关，ICS于1998年召开第一届国际尿控制研讨

会，规范了尿失禁的定义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和诊

断标准，为保证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的准确性、统一

性、可比性提供了依据。

3．2本调查区女性患病基本情况：此次调查情况显

示，该区女性尿失禁总患病率为28％，发生率随年

龄的增加而增／Jn(且该地区以早生多生为现状，绝大

部分生育6～7个小孩，生育年龄在15岁开始)。患

病类型以压力性尿失禁为主，各类型均以轻度为主。

压力性尿失禁主要由盆底组织解剖方面的改变引

起，女性常见；急迫性尿失禁贝IJ主要由神经系统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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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引起，老年人和小孩常见；混合性尿失禁是同时存

在上述两种情况。本次调查显示绝大部分患者未就

诊，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病情轻可以忍受；(2)

对疾病认识不够，绝大多数认为，尿失禁不是一种疾

病，是老年和分娩后的必然现象或无法治疗，对其听

之任之；(3)宣教不够，很多妇女不知道该到何处就

诊，不知道妇产科可以就诊，可能与妇产科开展此项

治疗较少有关。

3．3问卷使用情况评价：我们的问卷涉及到女性下

尿路各种症状，如尿急、尿频、夜尿多、尿失禁、排尿

困难、排尿延迟、淋漓不尽、尿痛及其发生的诱因、伴

随症状、频率、不适程度等，同时还包括了职业、年

龄、嗜好、阴道分娩及难产情况，会阴侧切及感染情

况，体重、慢性病、便秘等各种相关和可能的因素等。

此调查除了能很好地区分各种类型的尿失禁外，还

能了解病因、发病因素、疾病程度及对患者生活质

量的影响等，问卷内容全面通俗易懂，便于统计分

析，问卷回收率高，问卷填写完整，适合于大样本流

行病学调查。

3．4流行病学研究中多数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有的

研究者采用问卷加身体检查、尿垫试验及尿动力学

检查等方法【15J，以提高调查的准确性。相比之下，

单纯问卷调查样本量大，容易进行，统计的患病率往

往较高；而结合客观检查，操作较困难，样本数一般

较小，统计的患病率往往也偏低。有学者报道了

1327例17～24岁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偶尔发

生尿失禁者达52％，但通过尿垫试验、身体检查等，

发生率仅为16％【15J，本次的问卷调查显示患病率是

否偏高有待今后实践进一步证实。

参考文献

1 Abrams P，Blaivas JG，Stanton SL，et a1．The standardisati∞of

terminology of lower urinary tract fimction．The International conti-

lo_扫rlce∞ciety committee on standardisation of tdr,linoLogy[J]．Scand

·155·

J Urol SupN，1988，114：5—19．

2 HumkⅢS。Arnold EP，lh'gio K，eds．Epidemiology and Ilatural his—

tory of urinary incontinence(UI)．In,Abrarm P，Khoury S，Wein A，

eds．IIlIx,ntinence[M]．Monaco：HealthPublication Ltd，1999：197—

226．

3 JacksonS，I]lonov'an J，BrookesS。et a1．The bristolfemalelower uri．

nary tract symptoms questionnaire：development and lcⅪyehometrie

testing[J]．Br J Urol。1996，77(6)．805～812．

4 Abmms P。Blaiv∞JG，Stamon SL．et aI．The standardisation of ter．

mirlolosy of lower urinary tract function recommended by the inter·

national continence 90ciety[J]．IntUrogynecot J，1990，1：453—465．

5 Ouslander JG．Urinary incontinence in i'lmillg homes[J】．J Am Geri·

all"Soc．1990，38(3)：289—291．

6 Perry S，Staw C，A,s,sa＆P，et a1．An epid∞．iological stuay tO estab—

lish the prevalence of urinary symptoms and felt need in the COITIfllIU—

nity：the leicestershire MRC incontinen_ce study team[J]．J Public

Health Med，2000，22(3)：427—434．

7 Hannestad YS．Rortveit G，Sandvik H，et a1．A ecmxmunity—based epi．

d既Ilio嘶caI survey of female Urinary incotatinence：the norwegian

epineoflt study．Epid‘maiology of incontinence in the County of nord-

tronddag[J]．Clin Epidemiol，2000。53(11)：1150—1157．

8 MuscateUo DJ，Rissei C，＆跚嘣G．Urinary symptoms nnd inconti—

rldrl(2e in∞urban community．．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olderl咖andw∞aen[J]．InternMed J，2001．31(3)：151—156．

9 Aggazzotti G，Pesce F．Grssi D，et a1．Prevalence of urinary inconti一

／lence among insdtutionalized patients：A cross-sectional eoidmaiolog—

ic study in a midsized city in rdahem Italy[J]．Umlogy。2000，56

(2)：245—249．

10段继宏，扬晨，吴士良，等．北京地区尿失禁发病率调查【J]．北

京医科大学学报，2000，32(1)：74—75．

11朱德淳。高国，柏 杰，等．成年女性尿失禁的流行病学调查

[J]．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报，1995，2l(6)：607—609．

12刘吉生，李爱顺，庄华彦．女性压力性尿失禁发病情况的调查报

告【J]．佳木斯医学院学报，1990．10(10)：65—71．

13古力米热．夏昊，杨勇，等．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群尿失禁发

生率调查[J]．中华泌尿外科杂志，2002，23(7)：422—423．

14宋岩峰，陈锦华，谭燕英．等．福建省部分地区女性尿失禁的流行

病学调查[J]．福建医药杂志，2002，24(5)：123—125．

15 Ndrnir A，Middleton RP．Stre∞incontinence in young nulliparous

womm[J】．Am J Obstet C,yne,d，1954，68(4)：1166—1168．

[收稿日期2008—10—10][本文编辑韦挥德黄晓红]

关于统计学中的对照原则

对照的意义在于使处理因素和非处理因素的差异有一个科学对比。处理因素的效应大小，重要的不是其本

身，而是通过对比所得出的结论才有意义。医学上有许多疾病是可以自愈的，至于能自行减轻和缓解的疾病则更

为多见。所以设立对照组是必不可少的。对照的形式包括空白对照、实验对照、标准对照、自身对照和历史对照等。

在本刊来稿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稿缺乏对照。许多作者喜欢采用历史对照，将自己的试验结果与他人文献报道的结

果相对比。采用历史对照可信性较差。由于时间、条件的变化，采用历史对照时，很难保证非处理因素能有一定的

可比性，所以应尽量少用。只有对那些非处理因素影响较少的少数疾病及公认的难以治愈的疾病才适于做文献历

史对照，使用时应特别注意资料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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