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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新生儿体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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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链词 新生儿体重

内 容 提 要

本文应用北京复兴医院产科的病历记录
,

对北京地区产妇的年龄
、

初潮年龄
、

新生儿体重

及有关的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
,

并与国内外的同样资料进行了对比
。

关于新生儿及产妇体质状况的研究
,

既是人类学一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

又与医学实践

密切相关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新生儿保健愈来愈重要
,

优生优育
、

产妇体质
、

体形的恢复等

等
,

也将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

新生儿体重的产前预测也是产科的一个课题
。

本文拟

在这个领域作一个初步的尝试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作者根据北京复兴医院妇产科  !6 年 月至  ! 2 年 , 月的 ∀! ∀ 例产妇及新生儿

的病历记载进行统计分析研究
。

所有产妇均为北京市市民
,

年龄在 ## 岁至 76 岁之间
。

新

生儿中
,

共有男性 6 , 例
,

女性 7 ! 8 例
,

性比为 , 7
9

 。

为了便于计算机处理
,

我们将产妇职业及胎儿性别定量 化
。

对于职业
,

规定工人
、

售

货员
、

待业人员为
,

医护
、

教师
、

干部为 # : 对于新生儿性别
,

规定女性为
,

男性为 #% 在

进行相关分析时
,

它们作为数量性状也参加了运算
。

关于孕妇体重一项
,

由于记录时的孕周各不 相同
,

不好作比较
。

故对此项目
,

只用记

录时孕周不满 8 的 7村 例进行分析
。

二
、

统计结果及其分析

4一 5 不同职业的妇女的几个项目的比较4见表 5

必须承认
,

这种分组方法并不是很严格的
,

但能揭示一些现象
。

第一职业组的结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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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职业妇女的比较

—口鲜洋二;二介逻二⋯<=

婚 龄 哩 , ;
= =

#29
’

;
,

·

,

;
# “

·

6

;
=

,

>6
∀

·

,

珊 ?,
·

,, 5

误默箭
, ”

>:
一

;
”

>一
’‘

>>
一

;
”

:
一 ” # 8仁

竺
”

’

“”

龄比第二组平均早
9

7 岁
,

这是大家都早已 注意到的事实
。

两组新生儿体重没有显著差

异
。

值得注意的是怀孕周数
,

第二组的标准差比之第一组大得多 4≅ < 6
9

2
,

Α ? 。
9

, , 5
,

并

且其本身显然不服从正态分布
。

这似乎暗示着对怀孕周数来说
,

前述的几个职业不应分

在同一组内
。

由于方差不齐
,

我们对平均值差异未做显著性检验
。

4二 5 影响新生儿体重的诸因素

9

孕次 孕次为 的新生儿体重平均为 7 7 2 , 克
,

孕次大于 以其中绝大多数为 #5 的

新生儿体重平均为 7 6 # ∀ 克
。

二者有显著差异 4Β < #
9

#
,

Α ? ,
9

, 2 5
。

#
9

性别 男女新生儿体重的平均值
、

标准差及若干百分位数列于表 # 。

表 # 新生儿体童统计 4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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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看
,

男婴的平均体重显著地大于女婴平均体重 4Α ? ,9 , , 5
,

这与国内的其他

报道相同 4沙堤等
,

 !斗5
。

男女婴休重 与英国的同样项 目比无显著差异 4Κ Λϑ Μ ΝΟ ΠΓΘ Θ
,

 ! 7 5
%

7
9

胎龄 从表 7 可以得知
,

新生儿体重与胎龄的相关系数为 ,
9

∀ ! 4Α ? ,
9

, 5
。

由于

本文所用的资料均为足月产儿
,

并且胎龄极显著地影响着新生儿体重
,

可以推知胎儿的发

育成熟与其重量增加不是完全同步的
。

6
9

孕妇身高
、

体重 从表 7 给 出的相关系数看
,

身高和体重有中等强度的相关 4Ο 一

,
9

杨
,

Α ? ,
9

, 5
。

这两个项 目又都与新生儿体重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4Ο 均为 ,
9

# ,
,

Α ?

。
9

, 5
。

但从本质上说
,

究竟是孕妇的身高还是体重更直接地影响新生儿体重
,

还需做进

一步的研究
。

2
9

分娩季节 图 表示不同月份出生的新生儿体重的平均值
。

从中可看出似乎夏季

的新生儿重于冬季的
,

这与临床印象一致
,

不过方差分析的结果为差异不显著 4Α Ρ ,
9

, , 5
。

我们期待在这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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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重南

# 7 6 2 8 ∀ !  , 一 一# 月份

图 不同月份的新生儿体重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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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若千项目的相关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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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显著 : ,[

9

产龄 : #9 职业 :

相关非常显著 :

7
9

产妇初潮产龄 : 斗
9

孕妇身高 : 2
9

新生儿性别 : ‘
9

新生儿休重 : ∀
9

胎龄 : !
9

产妇休重

4三5 影响产妇产后增重的因素

对  例产后 6# 天体重记录分析
,

产妇在孕 8 周以前的体重与其产后增重呈弱负

相关 4Ο < 一 ,
9

 
,

Α ? ,
9

, 2 5
,

这反映了产妇体重的回归趋势
,

即体重较大的产妇产后增

重较少或不增重
,

而体重较小的产妇产后增重较多
。

产妇产后增重与分娩月份也有密切的关系
。

方 差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4表 6 ,

图 # 5
。

表 6 是根据 一  月份的资料得出的
。

各月份出生的新生儿体重的平均值及标准差

示于图 #%

表 6 按月份对产妇产后猫贡的单向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差 ≅4Α 5

真实方差

误 差

总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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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

,  

!  
9

8

 
。

6
9

8! 4Α ? ,
9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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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例软

一  月份产妇产后增重平均值及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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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

图 # 可知
,

产妇夏季产后增重较少
,

而冬季较多
。

三
、

小 结

从本文所依据的样本看
,

妇女的生育年龄对新生儿体重没有什么影响
,

这不同于沙堤

等的研究 4  !6 5
。

产妇身高
、

体重
、

婴儿性别与新生儿体重有关
,

这与刘义在南方七省新

生儿组学术会议上的报告相同
,

也与沙堤的研究 4  !6 5 吻合
。

本文结果显示孕次影响新

生儿体重
,

这未见于前人报道
,

但目前还很难说这种影响的机制
。

第一次怀孕是否经过人

工流产或 自然流产
,

本文未加以区分
,

不能做 出进一步的结论
。

由于第二胎的记录极少
,

未看出胎次对于新生儿体重的影响
。

4 夕2 8 年 6 月 斗 日收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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