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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于
、 、

年份 次调查了呼和浩特地区 个群体的月经初潮年龄
,

并按出

生年份和初潮年份分组研究了 个群体月经初潮年龄的变化趋势 研究结果显示  ! 至

年出生的蒙
、

汉族女性平均初潮年龄 提前速度较快
,

年后出生的城市女性

提前速度 已减慢
,

农村女性提前速度仍较快   ! 至 ” 年出生的农村女性

提前速度略快于城市 蒙古族女性 常早于同一环境中生活的汉族  

年调查资料现状法与回忆法统计表明
,

呼和浩特城区蒙
、

汉族 值已降至我国经济发达地

区大城市的水平
,

已接近遗传因索所控制的 值下限

关键词 初潮年龄
,

蒙古族
,

汉族

月经初潮是女性青春期发育的重要标志 女孩平均初潮年龄 提前是我国当

代青少年生长 发育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个群休的 受环境 文化生活环境
、

营

养状况
、

地理气候环境等 和遗传因素的制约而变化 目前
,

国内关于不同群体现时

研究报道很多
,

而对社会生活条件急剧变化情况下群体的 提前幅度
、

变化

特点和今后发展趋势的预测报道较少 崔梅影等 报道了北京市区 年代至 年

代出生的妇女初潮年龄的变化 席焕久等 在报道西安市
、

辽宁开原县女学生

文章中分析了这两个群休的 提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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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地区位于内蒙古高原西部
,

包括市区
、

郊区及所属两个旗县
,

地势较高
,

气

候较为干早
、

寒冷
,

是汉
、

蒙古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 关于呼和浩特地区蒙古
、

汉族近年

来月经初潮资料未见报道 为研究这一地区蒙
、

汉群体女性 的变化趋势
,

我们于

 年
、

年
、

年 次在市区和郊区调查了有关资料
,

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调查对象和方法

调查均在当年的 一 月进行 调查的学校包括大学
、

中专
、

技校和中学 中学调查

在初三以上的学生中进行 为用现状法统计目前各群体 值
,

年调查在小学

四
、

五
、

六年级及中学中进行 调查时记录出生年月 日
、

民族
、

父母民族
、

户籍所在地
、

初潮来否以及初潮年月 调查时要求被调查者不得互相商量
,

若记忆不清则写明记忆不

清 统计时摒除记忆不清的资料
、

非呼和浩特户籍资料和父母为异族通婚资料 次调查

共获有效资料 例 其中城市蒙古族 例
,

农村蒙古族 例
,

城市汉族
例

,

农村汉族 例 为分析 变化趋势
,

我们将各群体资料按出生年份分为六个

组 一 年组
、

一 年组
、

一 年组
、

一  年组
、

一

”年组和 一 年组
,

一  年出生者因来潮人数很少
,

故未列组统计

我们按初潮年份也将资料分为 个组 一 一 年组
、

一 年组
、

 一

年组
、

一  年组
、

一 年组和 一 年组 对各组资料的 按

算术平均数法求得
,

每例资料的初潮年龄按公式 初潮年龄 岁 初潮年份一出生年

份 初潮月份一出生月份 计算 我们还分别用现状法
、

回忆法对 年调查资

料进行了统计

个群体资料的出生年份分布见表

表 个群体资料的出生年份分布 总人数 来潮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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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群体各组别 M M A 统计结果见表 2 和图 1一 2
.

对 1993 年 4 个群体资料按初潮年龄进行累计频率计算
,

再由累计频率换算成概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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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确认 4 个群体资料均呈正态分布
.
我们采用现状法 (概率单位回归法计算半数月经初

潮年龄) 和回忆法统计了 199 3 年的调查资料
.
统计结果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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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呼和浩特地区 4 个群体 M M A (1993 年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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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析

无论按出生年份分组统计
,

还是按初潮年份分组统计
,

M M
A 均呈提前变化趋势

,

这与多数研究报道相同 (崔梅影等
,

1 9 8 6; 席焕久等
,

1 9 8
7)

,

而与刘建中
.
报道上海女大

学生按出生年份分组资料呈提前趋势
,

而按初潮年份分组资料呈推迟趋势不同 (刘建中
,

1 9 8 9
)

.

1 1 按出生年份分组

1978一1980 年组因有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尚未来潮 (见表 1)
,

故导致该组 M M A 值

偏低
.
所以研究 M M A 变化趋势时不宜用该组资料

.
按组年份中值计算

,

其余 5组年龄

相距 12 岁
.
4 个群休每 10 年 M M A 提前的速度 由快到慢依次为农村汉族 (12

.
1个月)

、

城市汉族 (11
.
0 个月 )

、

农村蒙古族 (10
.
7 个月 )

、

城市蒙古族 (9
.
3个月)

.
汉族提前速

度略快于蒙古族
,

农村提前速度略快于城市
,

反映出民族间
、

城乡间一定的差异
.

从图 1可以看出城市汉族
、

农村蒙古族均以 196 6一 1971 年间出生的女性提前的速度

最快
,

城市蒙古族以 19 69一 1974 年问出生的女性 M M A 提前的速度最快
,

农村汉族则从

1963 至 1977 的一直以较为匀速地提前
.
图 1显示 出 1972 年后出生的城市蒙古族

、

汉族

女性月经初潮年龄的提前速度已开始放慢
,

提前趋势仍会持续若干年
.
农村汉族

、

蒙古族

女性月经初潮 的提前速度 尚未见 明显放慢
·

1 9 63 一 19 “ 年出生的蒙古族女性城乡间
M M A 之差为 0

.
47 岁

,

到 1975一 1977 年差值减少为 0
.
33 岁 ; 同期汉族女性城乡向

M M A 之差值由 0
.
38 岁减少为 0

.
27 岁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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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按初潮年份分组

因 19 6 3一 1965 年出生者中初潮较迟的资料多归人 1979一1981 年初潮组
,

而初潮较早

的资料多归人 1976一 1978 年初潮组
,

所以使得 1976一 19 78 年初潮组的 M M A 值偏低
.

197 5一 1977 年出生组中初潮较迟的资料归人了 1991 一 1993 年初潮组
,

而 1978 一 1980 年

出生组中初潮较早的资料多归人 1988一 1990 年初潮 组
,

未能归人到 1991 一 1993 年初潮

组
,

同时 1981 一 1983 年出生组中来潮率又很低
,

归人 1991 一 1993 年初潮组的资料很少
.

因此
,

19 91 一 1993年初潮组的 M M A 值偏高
.
故本文利用初潮年份分组资料计算 M M A

提前速度时
,

舍弃了 1976一 1978 年初潮组和 1991 一 1993 年初潮组的资料
.
其余 4组年距

9 年
.
以每 10 年 M M A 提前的月数为指标

,

四个群体由高到低顺序依次为农村汉族

(l 4. 9 个月)
、

农村蒙古族 (14
.
7 个月)

、

城市蒙古族 (13
.
5个月)

、

城市汉族 (12
.
0 个

月)
.
这也反映农村女性 M M A 提前速度快于城市女性的特点

.

图 2 表明城市蒙古族
、

汉族均以 19 82 一 1987 年间初潮者 M M A 提前速度最快
,

农村

蒙古族
、

汉族均以 1985一 1990 年间初潮者 M M A 提前速度最快
.
从初潮年份来看

,

城市

M M A 提前高峰略早于农村
.

已有研究证实食物中纤维素摄人量与初潮年龄有极显著的正相关
.
纤维素摄人量少则

初潮年龄早
.
有人认为农村女孩初潮年龄比城市女孩晚可能与她们纤维素摄人量较多有

关
.
有学者认为近百年欧洲国家初潮年龄明显提前与食物中纤维索摄人量下降有关

.
动物

实验证实高纤维食物中胆固醇含量低
,

可降低大鼠和小鼠体内雌二醇的合成量
,

从而延迟

性器官的发育 (哪深
,

1 9
86 )

.

传统上蒙古族人食用肉类
、

乳类较多
,

而摄人纤维素量较

少
,

这可能是其女性 M M A 早于同地 区汉族的原因之一 当然
,

遗传素质的差异也起一

定的作用
.
有学者 (沈悦等

,

1 9 8 8) 认为
,

家庭文化水平高
,

则女儿初潮年龄低
.
有的学

者(M arti
n ,

1 9 8 5) 指出
,

充足的营养有利于提高休脂重与体重 的 比值
,

从而使初潮提前
.

近 20 年来
,

生活水平的提高
,

文化生活的丰富
,

社会平均文化水准的上升等因素加速了

女性青春发育
.
由于呼和浩特地区农村文化环境

、

生活质量改善速度超过城市
,

使得农村

女性 M M A 提前幅度高于城市女性
.
城乡间 M M A 差值逐渐减小

.
城市居 民生活水平仍

优于农村
,

这是城市女性 M M A 仍早于农村的主要原因
.

1 3 国内外部分群体 M M A 提前状况

西欧国家在 1830 一 1960 年这 130 年问月经初潮年龄每 10 年提前约 4 个月 (北京中医

学 院等
,

19 7 5
)

.

到 了 六 十年 代末 期
,

一 些 欧洲 国 家 M M A 提前 趋势 已 经 停止

(B ru
nd tland e, a

l
. ,

1
9 7 3

)

.

日本 自 1950 年开始至 197 0 年的 20 年中
,

M M A 提前7 1
.
5一

2. 0 年
,

自 19 70 年以后
,

初潮 年龄提前已趋缓慢 (胡虞志
,

19 8 2)

.

与欧美国家相比
,

我

国女性 M M A 提前现象出现较晚
,

但提前速度很快
.
一些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组

M M A 值已小于 13 岁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
,

19 8
7)

.

一般说来
,

近 加 年是我国

女性初潮年龄提前速度最快的时期
,

本文 调查时间正值这段时期内
,

故本文 4 个群体

M M A 提前速度较快
,

反映 了这一快速变化期的特点
.
国外一些 资料时 间跨度较大

,

主

要反映的是一个较长期内 M M A 平均变化的情况
,

而并不表明这个时期内各时间段均按

同一模式变化
,

因此调查跨度或长或短
,

均有各自的意义
.
本文 1993 年调查资料的现状

法
、

回忆法统计结果显示 (见表 3)
,

呼和浩特地 区蒙古
、

汉族女学生 M M A 已达到北

京
、

上海等地八十年代中期水平
.
据中国学生休质与健康研究组 1987 年发表的资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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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类 学 学 报 14 卷

M M A 现状法统计结果北京城市组为 12
.
62 岁

,

乡村组为 12
.
92 岁

,

而 1993 年呼和浩特

城市蒙古族为 12. 76 岁
· ,

农村蒙古族为 13
.
08 岁

.
由于 国内外关于 M M A 变化趋势的报道

的调查年代不同
,

调查方法有别
,

统计方法也不尽相同
,

所以彼此间很难精确比较
.
呼和

浩特市区初潮年份分组资料 (1980一 1989) 与图门市资料 (1982一 19 91) 调查时间相近
,

均采用回忆法统计
,

M M
A 提前速度亦较为接近

.

回忆法调查月经初潮年龄易产生系统误差
,

所以多数学者认为不如现状法好
.
如果注

意被调查者的年龄跨度及各年龄组的样本数量
,

则可将误差降至最小程度
.
此外

,

用 回忆

法统计资料时
,

可通过对各年龄组 M M A 的 比较来反映 M M A 的提前情况
,

这是现状法

资料难以显示的
.

表 4 国内外不同群体 M M A 的变化

V ariatio. ofM M A ofdiffe
rent即P

ulatlon l. diffe
reoteou.t口

群 体
PoPulation

时 间

T im e

M M A 变化 V ariation ofM M A

M M A 土 S 每 10年提前(月)

作 者

A utho比

北京市

北京市

上海市

图门市

朝鲜族

汉 族

美国

娜威

尼日利亚

瑞典

1943一1 9 7 8

19 6 4 一 1 9 8 8

19 5 1一 1 9 7 9

14
.
7 8 土 1

.
6 5一13

.
30 土 1

.
2 3

14
.
5一12

.
9

15
.
9一 13

.
9

5
.
07

8
.
1

8
.
57

崔梅影等(1956)

李静娟等(一9 8 8 )

唐锡从(19, 一)

1 9 8 2一1 9 9 1

1 9 8 2 一 19 9 1

1 9 3 4 一 19 6 6

1 9 2 8 一 19 5 2

1 9 6 2 一19 7 8

1 90 5一 19 4 Q

14
.
1 1土 1

.
1 8一 12

.
86 土 1

.
2 8

13
.
9 8 土 1

.
0 5一 12

.
83 土 1

.
1 5

13
.
5 3 士 1

.
10一 12

.
60 土2

.
20

14
.
1 8 土 1

.
1 5一 13

.
27 土 1

.
1 1

14
.
10一 13

.
54

14
.
60一 13

.
30

15
.
00

13
.
8

3
.
49

4
.
5

4
.
2

4
.
4 6

徐雪梅等(一9 9 3 )

徐雪梅等(1993)

za
eh盆dao 等(一, 6 , )

’

B
ru

d t l
an

d 等(1973)

U 比e( l979 )
B ru 山voU 等(1979)

.

·
美国与瑞典资料均转引自崔梅影文(1 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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