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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青春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月经，在这个时期，女孩在生理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常引起其

思想情绪的不稳定，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及学习；月经保健是青春期保健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着重综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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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research status of common adolescent menstrual abnormalities and correlation factors L／Xue，L／U

M啊ng．Department ofC,ynecologyandObstetrics，thePeople’sHospital ofGuangxiZhuangAutonomousRegion，Nan-

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of female puberty is the emergence of menstrualtion．During this pefi—

od，#rb have great physiological changes that cause their thinking and emotional instablility，and affect their learning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Menstrual healt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dolescent health．The article focus on the

present research status of e,ommon adolescent menstrual abnormalities and correlation factors．

[Key words]Puberty；Menstrual abnormalities；Correlation factors

青春期是指从儿童期至成年期的过渡时期，具

体地说就是从性器官开始发育、第二性征出现至生

殖功能完全成熟、身高增长停止的时期。在青春期

会出现一些重要的生理变化，如第二性征出现、性器

官成熟及体格生长加速等⋯；在这个时期，女孩在

生理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常引起其思想情绪的不稳

定，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及学习；女性青春期最显著

的特征是出现月经。因此青春期保健是妇女保健的

重要内容之一，而月经保健是青春期保健的一项重

要内容。但近十多年来国内对女性青春期月经异常

的系统调查文献报道甚少。本文对常见的青春期异

常月经表现及相关因素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1月经初潮异常及相关因素

当少女出现第一次生理性子宫出血时，称为月

经初潮，这是女孩性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志。我国女

性的月经初潮年龄为11—18岁。根据1980年北京

等5大城市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各地区初潮年龄相

差不大，平均为13．7岁旧J。月经初潮异常包括lo

岁以前月经来潮(性早熟)或16岁时仍无初潮(青

春期延迟或性成熟延迟)。青春期月经初潮的早

晚，与成年后的许多疾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如肥

胖、乳腺癌甚至肝癌等[3“】。国内外多项研究[7埘】

表明初潮年龄的早迟与生长发育程度、遗传、营养状

况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

1．1遗传与月经初潮的关系女性月经初潮乃至

整个青春期发育的复杂过程都在遗传因素的高度影

响下。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对双生子研究和母女初

潮年龄的关联证明女性月经初潮年龄与遗传有

关【7】。母亲初潮年龄越早，其女儿发生早潮的可能

性越大。虽然母女初潮年龄的正相关不排除存在共

同环境的影响，但在多数研究中仍然将此作为遗传

传递的证据。Towne等哺3利用家族研究数据获得女

性月经初潮年龄遗传度为(0．49 4-0．13)，认为发达

国家女孩月经初潮年龄约有50％归因于遗传因素

的作用。有研究提示[93月经初潮年龄组内相关系

数单卵双生子显著高于二卵双生子，遗传度为

·997·

0．78，提示女性月经初潮年龄主要受遗传因素控制。

1．2体重、体脂与初潮的关系 Frisch【l训曾提出，

在女性月经初潮到来或获得成熟的生育能力之前，

应该达到一定数量或比重的体脂。这一假说广为流

传，尽管也有许多研究结果得出不同的结论¨¨，但

在多数的研究中，体重和(或)体脂都与初潮年龄呈

负相关，一般肥胖的女孩较同龄人提前来潮【1l’12J。

Tanner【l纠在研究中还发现，晚发初潮的女孩体型倾

向于细长型，而早发初潮的女孩倾向于矮胖型。但

也有人认为早发初潮只与提前的身体发育有关，与

其体型或身高体重比等无关口】。

1．3社会经济状况、营养、家庭结构与初潮的关系

多数研究报道【83社会经济状况会影响女性月经初

潮年龄，经济情况较好的家庭的女孩较经济情况较

差的女孩来潮更早，一般将此解释为营养条件的差

异。有研究报道小家庭的女孩与大家庭女孩相比，

初潮年龄更早些。这可能涉及营养和父母关照等因

素。国外有研究认为缺少父亲家庭中的女孩较完整

家庭中的女孩来潮更早【l 4|。

1．4心理社会因素与初潮的关系 近年来一些研

究提出自儿童期起的心理社会因素与女孩的初潮年

龄有关。如有研究认为初潮前的紧张性生活事件发

生率高与女孩初潮年龄提前有联系¨引。国外一些

研究提出不良家庭关系可以使女性的初潮年龄提

前¨2·141。Moffitt等【141假设的社会生物学“条件适

应”模型认为不良的家庭关系引发了女孩心理和行

为问题，进而导致个体采取提前性成熟和提前生育

的生殖策略。Graber等u副提出不良的家庭关系可

导致女孩心理应激反应，并通过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

腺(HPA)轴影响女孩的性发育。国内有人研究气

质与生长发育关系时发现抑郁质女生月经初潮年龄

较其他三种气质女生更早u引。

1．5母亲学历与初潮的关系单因素分析显示母

亲学历较低与女孩早潮有关[1引。其原因可能是通

过遗传因素中介，如母亲来潮较早，来潮早者易早恋

和早孕，难以完成高的学业。在Wang¨¨、dos San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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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a【l引等人的研究中指出，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女孩

的初潮年龄有关，认为受良好的教育以及对月经有

关问题较早正确认知者可能与早的月经初潮有关。

1．6宫内环境和女性在儿童期的发育情况对初潮

年龄的影响宫内环境因素和儿童早期的发育可能

在日后启动女性青春期过程中起一定作用，

Adair【l州的研究中发现，出生时体重轻并且身长大，

尤其是在2—7岁期间生长快的女孩月经初潮早。

从某种程度上讲，儿童时期的发育生长轨迹在子宫

内就已经确定了。

1．7其他相关因素 田琳啪1研究表明，我国汉族

女生的月经初潮仍然存在城乡差异，城市组的初潮

年龄早于乡村组，但城乡的差异在逐渐缩小，1985

年城乡学生初潮年龄相差约0．7岁，而在2000年城

乡之差只有0．44岁了。地区之间的差异不但仍然

存在，而且差异越来越显著了。1985年城市组学生

平均月经初潮相差0．9岁，乡村组女生平均月经初

潮年龄相差了1．46岁；到2000年，城市组相差近3

岁，乡村组相差2．31岁。

2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及相关因素

简称青春期功血，属于无排卵性功血，好发于月

经来潮2年内的患者。青春期子宫异常出血中，

90％为功血啦!1，研究报道营养失调、紧张与压力过

重、情绪影响等是青春期功血的相关病因。国内有

报道提示精神因素、经期参加剧烈运动、洗冷水浴及

不良卫生习惯等与月经失调有直接关系，而经期饮

食与月经失调无直接关系嗌】。

2．1精神、心理因素精神紧张、压力过重、情绪波

动均可在中枢抑制GnRH，影响下丘脑-垂体一卵巢

轴田J。焦虑时可抑制睾酮、雌激素分泌，刺激催乳

素分泌ⅢJ。据资料报道，心理因素如焦虑、精神紧

张、睡眠不好等都可通过大脑皮层的神经递质导致

下丘脑性月经失调。这是由于一系列刺激而导致儿

茶酚胺、肾上腺皮质激素升高，致使性腺激素水平降

低，排卵障碍，致月经紊乱哺J。

2．2饮食、运动与营养因素经期适度的锻炼可减

少对月经过度关注带来的负性情绪，创建愉快的情

景感受，减少月经反应的痛苦和不适m】。长时间、

大强度运动后激素代谢的廓清率加快、性腺本身分

泌能力下降，导致雌二醇、孕酮水平降低，从而影响

正常的月经周期田J。有关研究还表明，月经期做剧

烈、大强度或震动大的跑跳动作及使腹内压明显增

高的用力动作会使经血量增多汹】。调查旧1发现，

在月经失调的原因中，环境改变居首位，其次是身

高、体重、营养状况等，其中有22．09％的女生体重

低于正常体重的2个标准差，5．81％体重超过正常

体重的2个标准差，分析可能与女生过分节食，追求

苗条身材以及内分泌紊乱有一定的关系。

2．3卫生习惯因素经期不良的个人卫生习惯、洗

冷水浴、参加剧烈运动等也是引起月经失调的诱因

之一。盲目减肥造成的营养不良、贫血、代谢紊乱。

致使卵巢功能紊乱。另外，现在学生普遍喜欢高热

量的洋快餐，易引起肥胖，而青春期肥胖的少女，常

伴有月经失调，极易发展为多囊卵巢综合征而致闭

经。平时月经正常者当健康情况减退时，也可发生

月经失调旧1。

2．4遗传及其他因素 月经异常者与其母亲的月

经异常、高血压和肥胖有关m】，月经失调与人的气

质特征也有一定的关系。根据心理学家艾森克理

论H¨，胆汁型和抑郁型是属于不稳定性气质。著名

的生理学家巴浦洛夫研究认为，不稳定的气质类型

与不平衡神经活动类型相对应，气质特征的不稳定

是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不平衡的外在表现，这种不平

衡容易产生丘脑下部一垂体一卵巢轴动态平衡失调，

导致月经失调的发生怫J。

3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及相关因素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P-

COS)是育龄期妇女常见的内分泌疾病，是女性无排

卵性不孕症最常见的内分泌原因，多起病于青春期

初潮后，也是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T2DM)的

主要危险因素。所以，早期诊断和干预治疗对预防

远期并发症至关重要。目前，PCOS发病是遗传和

环境共同作用的多基因遗传性疾病的观点已被普遍

接受。遗传因素尤其是来自母系的遗传基因对青春

期的PCOS有一定的作用m】。有报道，PCOS与低

出生体质量和阴毛出现时间早有关Ⅲj。近年人们

发现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生殖能力、排卵障碍及生

殖内分泌功能的影响令人担忧，认为它们可能与P．

COS的发生有关旧1。

4痛经及相关因素

痛经是青春期妇女中最常见的妇科疾病之

一【35l。痛经发生率高达54．2％，痛经的女性常伴发

其他的自觉症状，如腰背痛、全身乏力、情绪改变等，

严重的可出现冷汗、腹泻、恶心、呕吐等躯体症状。

月经周期不规则、月经稀发、闭经可能反映潜在的内

分泌紊乱，月经频发、经血过多可引发或加重贫血。

有研究表明初潮年龄、月经周期、经期暴饮暴食及抽

烟喝酒与痛经无直接关系。而经期参加不适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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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期冷水淋浴、经期不良情绪、经期吃生冷食物

与痛经有直接关系。经期紧张和不舒服的发生率分

别为61．1％、70．5％，说明精神因素在痛经中起重

要作用m1。

总之，分析与月经异常表现有关的因素，消除青

春期少女对月经的顾虑和不必要的精神负担，引导

她们进行自我调节，进行有计划的干预，使其顺利度

过青春期，从而预防成年后某些疾病的发生，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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