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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年龄的变化与遗传力的研究

王力群 杜若甫
5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6

翁 自 力
5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6

关键词 绝经年龄 7 遗传力

内 容 提 要

8 9 年 8 月至 8 : 年 ; 月
,

调查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8 , < 9 名汉
、

蒙
、

回族妇女的绝经年

龄
。

市区平均绝经年龄汉族为 如
0

< : 士  
0

= 岁
,

蒙族为 <  
0
; : 士  

0

岁
,
回族为 <  

0

: 9 士。
0

! 

岁
,

三民族间无显著差异
。
呼市郊区汉族为 , 。

0

: 士  
0

: 岁
,

与市区汉族5<  
0

, : 士 。
0

= 岁6无

显著差异
。

汉族平均绝经年龄在近 = 年间推迟约 ; 年左右
,

平均每  年延迟
0

= 岁
。

母女

成对对比表明
,

女儿平均绝经年龄比母亲推迟 0 8 岁
。

母女 间绝经年 龄 有显著 相 关
> ‘  

0

斗< ,

遗传力为  
0

:   9 。 每人的初潮年龄与绝经年龄无显著相关
。
子女多的妇女平

均绝经年龄晚
。

绝经是妇女月经的最后停止
,

它是卵巢滤泡功能丧失的 结果 5?,
一≅ Α# 4 ) ,Β ) Χ  0

,

8 ; 6
。

因此
,

绝经与妇女的内分泌
、

生育能力
、

寿命等密切相关
,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 口

素质指标
。

它受营养
,

环境因素和疾病等影响
,

同时也可能与不同种族的遗传素质有关
。

: 8 年
,

我国曾对 ! 个省
、

沛
、

自治区妇女的绝经年龄以回顾法进行过一次大规模

的调查5全国妇女月经生理常数协作组
, 8  6

。

但是对于我国妇女绝经年龄的变化
,

至

今尚无报道
。

国际上对绝经年龄变化的研究
,

尚未见有确切的结论 53, ΔΕΧ
,

: 9 6
。

对瑞典妇女

所进行的研究
,

没有得出绝经年龄在  8 至 ! ! 年出生的妇女之间有明显变化的结论

5Φ
# Ε Γ ΧΗ Η ) Ε 。, 。

0 ,

: 6
。

≅ > Ι Β 5 : 96 认为过去绝经年龄是否有变化的研究
,

方法上不

够精确
,

因此在欧洲人中尚无可靠的证据
,
能证明绝经年龄有明显的延迟

。

但是由于一般

推测营养及生活水平改善可能会使绝经延迟
,

所以还不能完全否定近百年中绝经年龄有

延迟的可能性 53,ΔΕ Χ
,

: 96
0

对于绝经年龄是否有种族间差异的报道也极少
。

有少数研究认为黑种人的绝经比白

种人早
,

但是他们所调查黑种人的人数都很少
。

南非的一份报告只是对 == 名黑人妇女调

查的结果
,

而美国的一份报告也只是对 9 名黑人妇女调查的结果 53, ΔΕ Χ
,

: 97 世界

卫生组织科学小组
,

8 , 6
。
而对印度的旁遮普人和巴布几内亚人的调查则无当地 白种

人作对照
。

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绝经的研究科学小组 8 年的报告中
,

特别建议要



; 9 人 哭 字 字 张
,

石

一
,

ϑ
0

一

一一
Κ

0

一
0

一
一一加强对非欧洲籍妇女绝经年龄的调查研究5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小组

, 8 , 6
。

对于外界环境和各种因素对绝经年龄影响的研究中
,

比较肯定的是经产对绝经年龄

有影响
,

经产者可能比未生育者绝经迟
,

胎次多的可能比胎次少的绝经迟 53, ΔΕ Χ
,

: 9 7

≅ > ΙΒ
,

: 9 Λ 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小组
, ! 8 < 7 Μ Ν Ο ΔΕ ,Ι Β

,

: ! Λ −) 4 # > ) Ε # Χ Ι ,
0 ,

9 9 6 7

而吸烟则使绝经提前 5+ ΔΕ Π Γ Α ΗΧ Ι Ε Π Φ# Ε Γ ΧΗ Η ) Ε ,

: 7 Ο Ι Α ΘΡ Ι Ε 。 Χ Ι ,
0 ,

<  6
。

对于初

潮年龄是否与绝经年龄有相关则未得出肯定结果 5Φ
# Ε ΔΙΡ ΔΕ

,

9  7 3 ,ΔΕ Χ
,

: 9 Λ ≅ > Ι Β
,

: 9 Λ Μ #Ο ΔΕ ,Ι Β # Χ Ι ,
0 ,

: ! 6
。

为了研究绝经年龄是否随生活改善而有变化
,

绝经是否有民族及种族间的差异
、

初潮

年龄与绝经年龄是否有相关
、

以及绝经年龄早晚是否遗传等
,

我们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各族妇女的绝经年龄进行了调查
。

调查对象与方法

所调查的民族为汉
、

蒙古承回
。

调查地点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区及郊区 5榆

林
、

太平庄及黄河梢庄6
。

调龄寸间为 89 年 8 月至 8 : 年 ; 月
。

用现状法与回忆法两种方法进行调查
。

对市区 =8 岁至 < 岁的汉族 ! ! ;  人
、

蒙古族

! 8 ! 人
、

回族 !  ; 人及郊区的汉族 = 人的平均绝经年龄用现状法进行调查 7 对市区

汉族不同年龄及不同年份的平均绝经年龄5分别为 ! = 9 及 ! < 9 8 人 6
、

母女绝经年龄对比

5! 9 对 6
、

绝经年龄与初潮年龄的相关 5! ! ! 人 6
、

子女数与平均绝经年龄的相关 5 ;

人 6等
,

则用回忆法进行调查
。

总的被调查人数为 8 , , 9 人
,

部分被调查者在不同目的分析

中是共同的
。

被调查者都在当地已居住多年
,

三代之内均属同一民族
。

被调查者是随机的
,

只剔除

了子宫肌瘤等妇科疾蒲
、

器质性高血压
、

恶性贫血
、

癌症经放射治疗等明显对绝经有影响

的疾病患者
。

共计被剔除者约占全部被询问者的 ! 多
,

而其中因患子宫肌瘤而切除子宫

者占半数 以上
。

被调查者均能进行良好合作
,

回答调查者提出的问题
。

询间调查时 由调查人员当时填写表格
。

调查项 目包括姓名
、

籍贯
、

民族
、

居住地址
、

出

生年月
、

初潮年月
、

末次月经年月
、

子女数
、

调查年月等
。

用每人的初潮和末次月经年月减

出生年月
,

得出其初潮年龄与绝经年龄
,

精确到多少岁多少个月
。

绝经与否以正常停经

! 个月以上为标准
、

尚不到 ! 个月者不作为绝经统计
。

在进行现状法统计分析时
,

将 =8 岁至 < 岁妇女分为 !! 组
,

每岁 组
。

=8 岁这一年

龄组包括 =8 岁 。个月至 个月
,

= 岁组包括 = 岁 。个月至 个月
,

余类推
。

天数不

足一个月者不算一个月
。

每一年龄组汉族为   人左右 7 蒙古族与回族为 < 至 = 人 7有

少数年龄组为 =! 一 ; 人
,

一般是高年龄组
。

现状法的统计方法如下 Λ

将百分数转换为 Σ> )4 ΔΧ 值
,

便将累积的正态分布曲线变为直线 53Δ ΕΕ
#Β

,

< ! 6
。

设

某组平均年龄为 .
,

该年龄的绝经妇女比例为 ∗
,

其 Σ>
)4 ΔΛ 值为 Τ ,

则有下列关系成立 Λ

。 , >丫
一 , 一

头
5. 一 , 6!口Λ

> 一 , 下于 Υ
ς ς “ ‘

>

『 / 乙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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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户是该年龄组 < 多的妇女达到绝经的年龄
。

积分上限之所以取 Τ 一 < 是为了

避免 Σ> )4 ΔΧ 值出现负数
。 Β 与 . 间有下列方程式存在 Λ

Τ 一 , Ω 生 5. 十 产6

所以只要我们求得年龄 . 与绝经比例的 Σ> )4 ΔΧ 值 Τ 间的直线回归方程
,

即可求 得

<  多 的妇女达到绝经的年龄 科。 其标准误 5<
0

?
0

6 的求法为
Λ

令 Ξ ϑ Ψ ‘
ΖΣ[ 5Ξ 为加权系数

,

Ξ
# ΔΓ ∴ ΧΔΕ Γ ] ) #ΘΘΔ#Δ# Ε Χ6

其中 。一 一 7
, ⊥ 一

书
。一“, 一 , ,

!

甲 ! 二

贝。<
0

?

一洲育蕊
式中

, 、

, 分别为各年龄组的调查人数及加权系数
。

结 果

0

不同民族的平均绝经年龄

用现状法调查得出的呼和浩特市区各族每一年龄组中调 查妇女数5分母 6与已绝经妇

表 用现状法调查的各族妇女各年龄组的被调查人数与绝经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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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数5分子 6见表

,

汉族
、

蒙古族
、

回族的平均绝经年龄分别为<江<: 士  
0

= 岁
,
<  

·

;: 士  
·

岁及 < 
0

:9 士  
0

! 岁
。

他们彼此间均无显著差异5表 ⊥6
。

0000 Υ_

!
0

城乡汉族妇女平均绝经年龄之比较

呼市市内汉族妇女的平均绝经年龄 5< 
0

< : 士 
0

= 岁6 与郊区汉族妇女的平均绝经年

龄 5< 
0

: 士 。
0

: 岁6并无显著差异
。

从绝对数字看农村妇女的绝经年龄甚至还晚一点
。

可

见在呼市
,

市内与郊区的生活水平和营养差异对绝经年龄已无明显影响5表 ! 6
。

表 ! 用现状法调查的蒙古
、

汉
、

回族的平均绝经年龄

地 区

市

区

民 族 调查人数 绝经年龄范围
平均绝经年龄
又士<

0

?
0

蒙古

汉

回

! 8 !

! ! ;  

!  ;

= ;
0

  一 < :
0

:

= <
0

  一< :
。

  

= ;
0

!一 < :
0

:

<  
0

; : 士 
0

:

<  
0

< : 土 
0

=

<  
0

: 9 士 
0

!  

郊区 = 9
0

  一 < :
0

  <  
0

: 士  
0

:

=
0

不同年份的平均绝经年龄

为了比较不同年份的平均绝经年龄
,

我们把在呼市市内所调查的 ! < 9 8 名年龄在 <

岁以上的汉族妇女按她们绝经年份分别统计了平均绝经年龄 5表 = 6
。

结果表明在 <:

至 89 这 阳 年间
,

平均绝经年龄有越来越推迟的趋势
,

尽管中间有一些波动
,

比较明显

的是 < 一 9  年及 9 8 年的绝经年龄提前
。

这种波动有可能反映
“

大跃进
” 、 “

文化大

革命
”

等政治运动与此有联系的社会经济状况所产生的对妇女营养与心理状况的 影 响
。

也可能是因为有的年龄组调查人数过少所造成的
。

= 年 间平均绝经年龄延迟四年左右
。

表 = 市区汉族 <: 一 8 9 年各年的平均绝经年龄5回忆法调查6

年份 ⎯调查人数
绝经年龄
又士<

0

?
0 年份 调查人数

绝经年龄
又士<

0

?
0 年份 调查人数

绝经年龄
又士<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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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按不同年龄统计了妇女的平均绝经年龄
,

其规律和按年份统计结果是一致的
,

即有越来越延迟的趋势
。

不过从 /. 岁到 /+ 岁这些年龄小的组的平均绝经年龄也还都在

(.
、

, 。岁以下
,

变化不明显
,

这是因为年龄小的这些组中没有包括绝经分别晚于 /.
、

, 1
、

, 0
、

/+ 岁的那些妇女所造成的;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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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市区汉族不同年麟妇女的平均绝经年龄

年 龄 调查人数
绝经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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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平均绝经年龄的对比

2 ∋+ 对母女的对比调查结果表明
,

女儿的平均绝经年龄 ; (1
%

1. 士 &
,

2( 岁< 比母亲的平

均绝经年龄 ; (0
%

&1 士 &% 3∋ 岁 <推迟了 ∋
%

1∋ 岁
。 ,

检验结果表明母女平均绝经年龄的差异

是很显著的 ; ≅ Α 。
%

& ∋ <
。

女儿的平均年龄 ; //
%

∋. 士 &
%

3+ 岁 < 比母亲的 ; 00
%

∋+ 土 &
%

3. 岁<

小 2 ∋% .0 岁
,

所以从母女比较得出
,

妇女绝经年龄平均每 ∋& 年延迟 &
%

1 岁左右
,

比从不同

年份的平均绝经年龄得出;每 ∋& 年 ∋
%

3 岁左右 <的要少些
。

/
%

母女平均绝经年龄相关

成对母女间的绝经年龄相关系数达 &
%

( / . .
,

母女有一半基因是相同的
,

所以母女!’ΒΧ

某些数量性状的相关系数最高应达到 &
%

/
,

我们实际得到 &
%

( / . .
,

是与予期相当符合的
。

可是母女间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的相关
,

因此其营养条件及生活水平与方式有一定

的相似
,

所以其绝经年龄间的相关不能看作完全是其全部基因有一半相同的结果
。

但在

母女对比的研究中要区分环境相似与基因部分相同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
,

甚至几乎是不

可能的
。

如按遗传力

2

卜
7 !窟7 Δ‘一

令;“Ε
Φ Γ
< ;‘Ε

Δ才
,

艺7 圣Γ 一 生 ; 7
Η Γ
<

,

;试中 Ε!
Γ 、

瓜
‘
分别为第 Χ 对母女的绝经年龄 < 的公式计算

,

则绝经年龄的 遗 传 力 为

&
%

0 & & +
&

+
%

绝经与子女数的相关

我们将呼市汉族 ∋. (∋ 名 /+ 一1& 岁的妇女按其子女数从 。一 0 个分为 1 个组
,

计算各

组的平均绝经年龄
。

表 / 中所列结果表明
,

绝经有明显随子女数增加而延迟的趋势
,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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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子女数对平均绝经年龄的影响

子女数 调查人数

⎯

=

= ! :

呼! !

= =

8

: !

绝经年龄 5. 士 <
0

?
0

6

; 9
0

: 8土  
0

< =

; 9
0

=士  
0

= <

; :
0

; :土  
0

! 9

; :
0

: 斗士  
0

! <

; 8
0

; !土  
0

!  

; 8
0

8 <士  
0

! =

; 8
0

! Ω  
0

= ;

斗
0

! 8士  
0

; 8

最少的和子女最多的妇女的绝经年龄平均可以差两年左右
。

:
0

初潮年龄与绝经年龄的相关

我们根据 ! ! ! 名 <9 一 ! 岁的汉族妇女每人的初潮年龄与绝经年龄
,

分析了初潮与

绝经年龄的相关
。

由于 = 多年来初潮年龄和绝经年龄都正在同时变化
,

初潮年龄在提

前
,

而绝经年龄在延迟
,

于是较年轻的妇女
,

初潮较早而绝经较晚
,

而较年老的妇女则相

反
,

初潮年龄较晚
,

而绝经较早 7 因此如果把全部被调查者合在一起分析
,

则必然会得出初

潮年龄与绝经年龄有显著负相关的假结果
。

为了避免这种误差
,

我们将全部被调查者按年

龄分组
,

每 < 岁一组
,

然后再计算每组中被调查者的初潮年龄与绝经年龄的相关
,

结果见

表 9 。 从表 9 可以看出
,

各组的相关系数都很小
,

在 Ω  
0

 : 9 ; 至 一  
0

! ; 9 之间
,

但以负

数为主
。

各组平均的相关系数为 一  
0

 9 9  。 其中相关系数较大的是 8 岁以上的两个组
,

但是这两个组的人数很少
,

并无实际意义
。

所以可以认为
,

我们并未能发现每个人的初潮

年龄与其绝经年龄有什么负相关或者正相关
。

这个结论与以往的研究相同
。

表 ‘ 初潮年龄与绝经的相关系数

年 龄

< 9一 9  

9 一 9 <

9 9一 :  

: 一 : <

: 9一 8  

8 一 8 <

8 9一 !

调查人数

; <

<  8

略8

=  

! = <

8

! =

相关系数

一  
。

  =

一  
0

斗; !

Ω  
0

 :

Ω  
0

 : 9 ;

Ω  
0

 9 9 :

一  
。

: < 8

一  
。

! 斗9

讨 论

0

关于绝经延迟的趋势

从本研究可以明显看到
,

中国妇女绝经年龄从 < 年代以来迅速地延迟了
。

无论从不

同年份和不同年龄绝经妇女的平均绝经年龄
,

以及母女平均绝经年龄的比较
,

都可以肯定

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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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根据 : 8 年 月至 8  年 ! 月对全国的 = 万多妇女绝经的回忆调查结果
,

全国平均是 ;
0

 岁
,

华北地区是 ;
0

< 岁
,

城市平均绝经年龄为 ;
0

< 岁
,

农村平均绝经年

龄为 ; :
0

, 岁5全国妇女月经生理常数协作组
,

8。6
。

这些数字与我们此次调查的汉族结

果相比
,

也可以看出绝经年龄在近  年中仍在推后
,

而且农村妇女的绝经推后更多
。

当

然这一比较是不很准确的
,

因为在该调查中
,

是用回顾法
,

不是用现状法
,

而且
,

调查地区

广
,

被调查者年龄组成也不详
,

至少统计的不都是 < 岁以上的妇女
。

从我们的母女绝经年龄的比较得出的绝经年龄延迟是每  年  
0

8 岁
,

而从不同年份

绝经妇女的平均绝经年龄得出的是每  年
0

= 岁左右
。

尤其前  年提前幅度似乎更大

些
。

这两者之间差异
,

主要是母女对比调查中女儿的平均绝经年龄偏低造成的
。

在母女

对比调查中女儿的平均年龄是 <<
0

岁
,

所以她们的绝经多数应发生在六
、

七年之前即

8  年左右
,

而据不同年份的绝经年龄统计
, 8  年左右呼和浩特市妇女的平均绝经已

在 < 岁以上
。

但在母女对比调查中
,

女儿的平均绝经年龄却只有 ;8
0

8 岁
,

因此是明显

偏低的
。

所以造成女儿的平均绝经年龄偏低
,

是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并没有把所调查女儿

的年龄限制在   多 绝经的年龄 5例如 <9 岁6以上
,

这样就有一小部分女儿绝经较晚的母

女对实际上被剔除了
。

所以近 = 年内绝经提前的实际岁数以根据不同年份绝经平均年

龄所得出的更接近实际
。

过去在国际文献中尚没有确实可靠的调查结果证明由于营养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绝

经延迟
。

这是因为过去报道的主要是对发达国家 白种人调查的结果
,

而欧美白种人发生

绝经年龄显著延迟应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
,

从那以后
,

初潮年龄
、

身高及绝经年龄已均

无显著的变化
。

可是关于 白种人绝经年龄的研究却主要是对 < 年代以后才绝经的妇女

5Φ
# Ε Γ ΧΗ Η ) Ε ) Χ Ι ,

0 ,

: Λ 3,ΔΕ Χ
,

: 9 7 Μ #Ο ΔΕ ,Ι Β : 9 Λ ≅ > Ι Β
,

: 9 6
,

自然
,

他们不可

能观察到平均绝经年龄的变化
。

而我们调查中所观察到的绝经年龄的变化和我们过去对

身高 5徐玖瑾等
, 8 < 6初潮年龄 5崔梅影等

, 8 : 7 Φ # Ε
Δ
Ι Ρ ΔΕ ,

9  6 在近 =  年内的变

化是完全一致的
。

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
,

人民生活水平与营养在解放后 5特别

是近 ! 年中发生了显著的改善
,

因此
,

反映在绝经年龄
、

初潮年龄及身高上
,

其变化就十

分显著
。

根据我们的结果
,

可以肯定地认为
,

妇女的绝经随着生活水平与营养的改善比过去有

明显的延迟
,

其延迟幅度平均每  年可达一年以上
。

但发生这种变化的时间
、

变化速度

等
,

随各国经济发展情况而异
。

我们的研究正好遇到在我国最适于发现这 种变化的时间
,

因此获得了妇女绝经年龄随生活与营养水平提高而延迟的确凿证据
。

中国古代《黄帝内经
·

素向篇》中说
Λ “
女子⋯⋯七任脉虚

,

太冲脉衰少
,

天癸竭
,

⋯ ”
5南

京中医学院
, 9 6

。

如果当时按虚 岁计算年龄
,

则绝经年龄是 ;8 足岁
。

当然
,

这是一般

奴隶主
,

贵族家庭中妇女的情况
。

但现在与过去这种估计 5;8 足岁 6比较
,

仍推迟了两岁
。

不过绝经年龄不可能无限地推后
,

从世界各国得出的妇女绝经年龄看
,

我国妇女的平均绝

经年龄至多还能比我们得出的 < 
0

; : 至 < 
0

:9 岁推迟几个月
。

一般说来
,

如果达到平均 <

岁至 <! 岁
,

就会超过大多数 白种人
,

因为荷兰人 9 年平均绝经年龄为 <
0

; 岁
,

是 目前

各国人群平均绝经年龄最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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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数与绝经年龄的相关

子女数和绝经年龄的关系在我们的调查中十分明显
,

子女越多的
、

绝经也越晚
。

但两

者有密切相关
,

不等于证明子女多是因
、

绝经晚是果
,

即这不等于证明子女多是绝经延后

的原因
。

也可能恰恰相反
,

绝经延迟
,

才使子女数有可能多
。

或者更可能的是两者都是妇

女身体健康
、

生育机能 良好的结果
。

国外已报道的资料
,

也 比较肯定子女数与绝经年龄有

正相关 5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小组
、

8 < Λ 3 ,ΔΕ Χ
,

: 9 Λ ≅ > Ι Β
,

: 9 Λ Μ #Ο ΔΕ ,Ι Β
,

: ! 6 Λ

αΙ Η ⊥ Ρ Ι Ε Ε #‘ Ι ,
·

, 9 7 − ) 4 # > ) Ε # , Ι ,
0 ,

9 9 6
。

在可能影响绝经年龄的其他因素中
,

目前比较肯定的是吸烟能使绝经提前5+Δ
Ε Π χ Α ΔΗ Χ

Ι Ε Π Φ # Ε Γ ΧΗ Η ) Ε ,

: 7 Ο Ι Α ΘΡ Ι Ε # , Ι ,
0 ,

8  6
。

此外
,

瘦型妇女绝经比胖型妇女早 5≅
> Ι Β ,

: 9 6
,

高海拔地区绝经年龄早于低海拔地区 5赵秀英等
, 8 8 7 3, ΔΕ Χ

,

: 9 6
,

当然体

型胖瘦和住地的海拔高度这两个因素实际上均可能与经济及营养状况交叉在一起
。

;
0

绝经年龄的种族与民族差异

从本研究结果看
,

汉族
、

蒙古族与回族之间在平均绝经年龄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

而且

这些民族与白种人之间在平均年龄上也无显著差异
。

过去文献曾报道黑种人的平均绝经年龄比白种人早 53, ΔΕΧ
,

: 9 6
,

除了上面 已 提

到的过去报道中对黑种人调查人数太少 之外
,

他们也没有明确指出所调查的黑人妇女与

5绝经人致

图 1 呼和浩特市汉族 ! ! ! ; 人绝经年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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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妇女的经济状况的差别
。

但是黑种人与白种人的妇女在进行调查的南非
、

美国这样

的国家中社会经济地位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的
。

所以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可以怀疑的
。

究竟黑种人妇女的绝经年龄是否比白种人早
,

还值得进一步深人研究
。

<
0

关于绝经年龄的调查方法与计算方法

用现状法与回忆法相比
,

现状法有其明显的优点
。
一是避免了记忆不准可能造成的

误差
,

二是避免了被调查人群的年龄组成偏小可能造成的误差
,

三是现状法中得出的 < 多

妇女绝经的年龄
,

比回忆法中将全部被调查者绝经年龄加起来以调查总人数除得出的平

均年龄
,

更接近实际
。

这是因为绝经年龄的分布不是正态曲线
,

在绝经年龄偏早的一端分

布的尾巴拖得相 当长5见图 6
。

所以如果用全部被调查的绝经年龄加起来后以调查总人

数来除得出平均年龄
,

绝经早的这部分人所 占的比重就偏大了
。

而用 Σ> )4 ΔΧ 法得出 < 多

妇女绝经年龄则更有代表性 5≅
> Ι Β

,

: 96
。

回忆法有时仍是需要用的
,

例如在进行母女对比调查和不同年份绝经的平均年龄的

调查时往往仍需要用回忆法
。

当然
,

对不同年份绝经年龄也可以在不同年份都进行一次

现状法调查得出
,

或在逐年统计当年绝经的妇女的平均年龄得出
,

但这种系统调查所需要

的时间将是几十年
,

而且对过去的年份已无法再补行调查
。

在用回忆法调查时
,

为了求得每一被调查者准确的绝经年龄
,

应该登记被调查者的出

生年月与末次月经年月
。

这样就使绝经年龄准确到
“

月
”。

如果问 Λ “

你多少岁绝经δ’’则

按实际年龄算时
,

容易不计月数
,

只报足岁
,

结果使平均绝经年龄减小 7 如果被调查者按虚

岁报
,

则会使平均绝经年龄增大
。

5 < , 年 9 月 =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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