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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月新生儿出生体重影响因素分析

曹玉杰安红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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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影响新生儿出生体重的相关因素，为孕期保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前瞻性观察

设计，分析1000例足月新生儿出生体重及其母亲的}临床资料，对上述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

出生体重与胎龄、孕母年龄、性别、产次有关(P<O．05)；相关分析显示新生儿体重与产前体重、胎龄、孕母身高、

孕前体重、孕期增重相关。结论 加强孕期管理，使新生儿体重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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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出生体重是评价新生儿健康状况的重

要指标之一，它对准确判断胎儿宫内发育状况及采

取合适的分娩方式、减少母婴并发症有一定的意

义，对围产期保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现对

2008年至2009年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分

娩的孕妇进行分析，以孕妇年龄、孕周、孕次、受教

育程度、孕前体重、孕期增重、产前检查等为妊娠期

暴露因素，以妊娠队列中新生儿出生体重为结局指

标，探讨影响胎儿体重的相关因素，为今后的孕期

保健咨询、孕期管理提供依据。

I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从2008至2009年在我院参加产前检查的孕

妇为研究对象1076例，去除流产、多胎、死胎、不愿

参加研究者76例，最终共获得在我院产科住院分

娩的单胎孕妇1000例，结局观察指标为新生儿的

出生体重。

1．2 方法

采用前瞻性的观察设计，建立妊娠队列，于孕

12周内建立围产期保健基线资料，记录孕妇的年

龄、文化程度、身高、体重、产前体重、孕次、产次、血

糖、每天是否进食动物蛋白(>2009／d)及新生儿

的胎龄、性别等，并回顾其孕前体重。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l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绐桑

2．1一般情况

所研究孕妇共1000例，年龄20～46岁，平均

年龄(27．2±4．08)岁，初产妇856例，经产妇144

例，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60．5％，大学及以上占

39．5％。

2．2 新生儿出生体重与性别的关系

男婴的平均出生体重高于女婴(P<0．01)。

见表1。

表1 1000例新生儿出生体重与性别的关系(g，卫±s)

2．3 新生儿出生体重与胎次的关系

第1胎平均出生体重与非第1胎出生体重相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新生儿的

出生体重随胎次的增加而增加。见表2。

表2 1000例新生儿出生体重与胎次的关系(g，z±J)

2．4 新生儿出生体重与孕母年龄的关系

将孕母年龄分为30岁、30～35岁、≥35岁3

个组，3个组的新生儿平均出生体重经F检验，P

<o．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以30～34岁

年龄段的孕母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最大。见表3。

表3 孕母年龄与新生几体重的关系(g，x-Z-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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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生儿出生体重与孕周的关系

孕周越长，新生儿的出生体重越重，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o．01)。见表4。

表4 新生儿出生体重与孕周的关系(g，岩±5)

3讨论

新生儿出生体重是评价孕期保健质量和衡量

新生儿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它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孕妇健康状况、胎盘和脐带功能、地方经济、健康

服务水平等。目前国外对孕期保健管理的研究逐

渐转向社会心理和环境因素对孕期保健的影响，而

国内对于产前孕妇多种因素与新生儿出生体重关

系的研究并不多。研究影响新生儿的出生体重的

因素，对孕妇产前保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资料显示：男婴平均出生体重为

3470．29，女婴为3335．39，新生儿出生体重在性别

上有显著性差异，男婴平均出生体重明显高于女

婴，符合新生儿体重有性别差异的观点。可能是遗

传因素所致，因男婴的Y染色体可促进胎儿的生

长发育，也可能与孕妇对胎儿的反应，胎盘的生理

改变等生理差异有关[1]。

新生儿的出生体重与胎次有关：第l胎的平均

出生体重为3389．99，第2胎为3490．99，第3胎为

3759．19，随着胎次的增加，新生儿出生体重亦增

加，不同胎次的出生体重差别有统计学意义。本文

的研究结果同黄细铭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为

再次怀孕的妇女比前次更有经验，更加注重孕期保

健和营养摄入有关。

新生儿的出生体重与孕周有关，随着胎次增

加、孕周延长，新生儿体重亦增加，本资料进一步证

实了此观点。在孕晚期，孕龄越长，胎儿生长越快

速，胎儿体重和身长增加的越明显[33；每天摄人动

物蛋白会使新生儿体重增加，胎儿在生长发育时需

要更多的蛋白质以满足组织合成和快速生长的需

要，故在孕中期和孕末期应适当地增加蛋白质的摄

入，满足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4]。可于妊娠40周

前根据胎儿情况以及胎盘功能情况选择适当的分

娩方式适时终止妊娠，从而避免巨大儿的发生，减

少并发症，确保母婴安全。

25～29岁孕妇的新生儿体重最大。较年轻的

产妇，可能通过身材、体重、炯酒等方面间接影响新

生儿体重[13；而母亲怀孕年龄较大，机体器官功能

发育活跃程度和血管弹性的降低会影响胎儿的发

育，影响新生儿的体重，另外可能通过增加其他的

危险因素来影响新生儿的出生体重。

孕期增重是评价孕期营养状况的一个简单指

标，与胎儿的出生体重有关，但它是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与孕期营养素的摄入及孕期血容量扩

张、羊水增加和胎儿生长等诸多因素有关[5]。孕妇

产前肥胖使盆腔脂肪堆积，肌肉力量差，增加了头

盆不称的机会，常伴有宫缩乏力，产程进展缓慢或

停滞，而且容易导致胎儿过大，使剖宫产率增加。

因此加强孕期营养咨询与孕期保健知识的宣教力

度，控制孕母增重，保证孕期体重适度增长，定期进

行产前检查，预防低体罩胎儿和巨大儿的产生使体

重合理增长是重要举措。长期临床观察显示，我国

婴儿出生体重控制在33009左右是比较科学的，这

样能降低产妇剖宫产率。产妇营养均衡，也有利于

产后的身体恢复及婴儿的健康成长[6]。

’总之，新生儿出生体重受来自孕妇及自身诸多

因素的影响，各因素间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围产期保健应科学合理的饮食，适当的体育锻

炼及劳动，注意观察孕妇孕期体重增长，监测胎儿

体重，及时治疗孕期并发症，尤其要采取有效干预

措施，以减少低体重儿和巨大儿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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