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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作者于  ! ∀ 年 斗月
,
用回忆法在医学院及护校作了 七百余例女生的初潮年龄的调 查并

作了统计分析
。

结果表明
,

父母的职业及学历对女儿初潮年龄有极显著的影响
。

按职业分
,

农民和家庭妇女组的初潮年龄最高 : 按学历分
,

文盲组的初潮年龄最高
,

且初潮年龄随父母文

化程度增高而递减
,

没有看出父母出生地对女儿初潮年龄的影响
。

另外
,

可以看到初潮年龄

提前的趋势
。

初潮年龄是少女发育的一项重要指标
。

多数学者认为月经初潮年龄的早与迟与许多

因素有关
,

如种族
、

社会阶层
、

经济状况
、

健康
、

营养及环境等
。

我国不少学者做过初潮年龄的调查
,

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人的研究
。

崔 海影

等 8 ! ∀ 9 研究了不同民族在相近生活环境下 以及同一民族在不同生活环境下初 潮 年 龄

的 差异
,

认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8主要指城 乡差异 9对初潮年龄 都 有 作 用
。

王 礼斌

8 ! 9
,

贾士淦 8 ! ; ! 9
,

陆树贤 8 ! ; ! 9 分别对四川省庐州
、

宜宾等城市以及上海市城乡

妇女的初潮年龄作了调查和分析
,

认为城市妇女初潮年龄显著地低于农村妇女
。

罗运茹

8 ! < < 9对西藏昌都地区的藏族市民
、

农民
、

牧民的初潮年龄进行了研究
,

也得出市民具有

最低初潮年龄的结论
。

通过对北京地区部分医学院校
、

护校女生初潮年龄的调查
,

本文旨在 了解家庭的社会

学因素 8父母职业
、

学历9对女儿初潮年龄的影响以及其他因素的可能影 响
。

材 料 和 方 法

笔者用回忆法 以发调查表的形式于  ! ∀ 年 斗 月份询问被调查者的出生年月
,

初潮年

月
,

父母职业
、

学历及出生地
。

初潮月份如记不清则以季节代之
。

被调查 者为医学院及护

校的女生
,

年龄分布  ∀ 一 岁
,

平均为 = 4> 岁
,

标准差 4 ? 岁
。

将父母职业分为七类
,

父母学历分为五级
。

父母出生地按纬度分为四区
。

分别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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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三类项目对所有被调查者分组
,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并计算了若千项目间的相关系

数
。

在分析中若遇有项目缺失的或有歧义的记录
,

将该项 目剔除但保留记录
。

初潮时间

若出现四季名称
,

则将春
、

夏
、

秋
、

冬分别定义为 ? , ,  = , 5 月份
。

少量被调查者对冬季的

说明不够明确
,

可能会引起错误
,

则删除该记录
。

初潮年龄由卞式算出
≅

初潮年龄一鑫3 8初潮年份一 出生年份 9 1  Α 8初潮月份一出生月份 9 Β
Χ 乙

故本文结果中的初潮年龄在十分位以及其以上各位的数值是可信的
。

结 果 分 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父母双方职业均对女儿初潮年龄有极为显著的影响 8∗ Δ =
4

=  9
。

表  不同职业的父母的女儿之初湘年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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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氏新复极差法 − . /0 1 检验表明
,

按父亲职业和按母亲职业分组中
,

各组初潮年

龄都显著地小于农民组 − 2 3 4
∋

4 5 1
。

父母学历对女儿初潮年龄的影响更加明显
,

关系亦更加清楚
。

方差分析表明
,

这种影

响是极为显著的
。

表 + 不同学历父母的女几之初湘年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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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按父亲分或按母亲分
,

两种方法的结果是相似的
8
除各相邻组外

,

其他组间均

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

学历越高
,

女儿的初潮年龄越低
。

从 目前样本看
,

父母出生地对女儿的初潮年龄没有什么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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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分析的结果看
,

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份与初潮年龄的相关系数为一 =
4

 壮 8∗Δ

=
4

=  9
,

表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

即年龄大者8出生年份低 9初潮年龄高
,

反映了初潮年

龄逐步提前的趋势
。

讨 论

由于父母职业及学历四个项 目彼此是相互关联的
,

上述有关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仅仅

是互相印证
。

但它们间的相关系数又非很高 8最大者不超过 。
4

; = 9
,

故我们也可以认为每

个项 目对初潮年龄都有单独的影响
。

从本文的统计结果看
,

父母的不同文化程度或职业都对女儿的初潮年龄有极显著的

影响
,

但这种影响的机制是怎样的呢 Λ 作者分析
,

这里有两种可能
。

第一
,

尽管从我国近

二十年来的经济状况分析
,

文化程度与经济收人关系不大
,

各个家庭的平均收人比较一

致
,

但知识层家庭将收入的较大比例用于食品
,

或者知识层家庭更注意营养的科学性
,

有

更合理的膳食结构
。

这样
,

知识层家庭的女儿仍然具有最好的平均营养水平
,

故发育较

早
,

有较低的初潮年龄
。

但是
,

本文得到的初潮平均年龄随家庭文化水平单调递减的统计数字以及某些研究

者的已有资料
,

都提出我们产生另外一种推测而更倾向接受另外一种机制
,

即目前北京市

少女初潮年龄的决定因素
,

既不是家庭经济收入
,

也不是通过某种方式体现的营养水平的

差异
,

而是文化因素 8对少女来说
,

首先是家庭文化背景9的影响
。

 
4

0 Μ7 ΝΧ Ο 8 !  9 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二十所学校的女学生分为三个社 会
一

经 济

组 : ∃ , ∃ 一 ,

及 Π 。

从该作者图示的膳食结构看
,

∃ 一

组的各种食物消耗与 Π 组较接近而

与 ∃ 组相差较多
。

但三个组的初潮年龄依次为  >
4

;!
、

 >
4

>!
、

 >
4

! <
,

∃ 一

组的平均初潮年

龄非但不高于家庭收人更丰
、

营养条件更好的 ∃ 组
,

反而略略低于 后 者 8本 文 作者 据

#Μ7 ΝΧ Ο 的数据估算
,

上述差异在 =
4

 ; 水平显著 9
。

从这里我们得到印象
,

在同一个社会环

境中
,

不同的营养水平并不一定导致不同的初潮年龄
,

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
,

甚至可能出

现与预想相反的情形
。

4

据 Π Ο Θ Φ Ρ 57 Φ Ρ 8 ! > 9 的研究
,

挪威首都奥斯陆女学生的初潮年龄自  ! ; 至  ! =

年没有变化
,

一直维持在  >
4

? 岁
,

与本文结果中知识层家庭中女儿的初潮年龄相仿
,

或

者说
,

本文样本中知识层家庭少女的初潮年龄已低于大多挪威奥斯陆少女的初潮年龄
。

实

际上
,

西欧社会
一
经济最高阶层少女的初潮年龄被认为是  >

4

= 岁 8& 7Φ Φ%
Ο ,

 ! < ! 9
,

考虑

到近三
、

四十年来我国与西北欧国家生活水平间的差异
,

并且假设关于初潮年龄人群间的

遗传差异可以忽略 8#Μ 7Ν ΧΟ 在做阿拉伯人与西欧人的比较时
,

默认了这一点 9
,

使我们更

愿意接受文化因素是本文各子样本差异来源的推测
。

人类个体的生长发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

这里
,

膳食所提供的热量和营养无疑

是极为重要的
。

但是
,

各种社会的
、

精神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

在某些情况

下
,

比如说在营养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之后
,

作者推测
,

文化
、

精神的因素就变为决定性的

了
。

少女初潮前的主要生活环境是家庭
。

知识层家庭的女儿可以得到较早的家庭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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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较多的知识信息
。

作者推测
,

这些精神上的良性刺激有益于少儿神经系统
、

内分泌系

统
、

继之整个身心的健康发展
,

因而导致了少女较早的初潮
。

以上所述
,

是由作者的一个小规模的调查和一些间接证据得出的
。
在这方面

,

我们期

待着更细致
、

更完备的进一步研究
。

从母亲的职业看
,

农民和城市家庭妇女家庭的女儿的初潮年龄为最高
,

并且比其他组

高出一岁左右
。
作者认为

,

这里有膳食和文化因素双重作用的影响
。

由于样本的非随机性8取样范围主要限于医学院校 9
,

故本文所得平均初潮年龄不能

代表北京市少女的总体情况
,

仅能作为不同家庭背景的比较
。

实际上
,

由于本文有过高的

知识层家庭的比例
,

初潮年龄的结果比北京市总体要低一些
。

由此
,

不难理解崔梅影等的

结果与本文结果的差异 8本文  >
4

>; 岁
,

崔文  >
4

< 岁9
。

这里
,

除了调查时间相差五年之外
,

还有子样本组成不同的因素
。

小 结

 
4

父母职业
、

学历对女儿的初潮年龄有显著影响
。

家庭文化水平高
,

则女儿月经初潮

年龄低
。

4

父母出生地对女儿初潮年龄无显著影响
。

4

初潮年龄在北京市有提前的趋势
。

85 , ∀ 年 < 月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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