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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对不孕不育夫妻的病因分析
西藏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　兰　珍　周小红　卓　嘎

摘要　目的　分析不孕不育的相关因素和病因。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2007年9月～2008年9月在我
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106对不孕不育夫妻相关资料。结果　单纯男性原因不育有32例（30∙19％）�单纯女
性原因不孕51例（48∙11％）�双方均有异常者16例（15∙09％）�不明原因占7例（6∙60％）。男性不育中精液
异常39例（81∙25％）、输精管异常5例（10∙42％）其他因素20例（41∙66％）。女性不孕中输卵管因素32例
（47∙76％）、排卵障碍23例（34∙33％）、子宫因素11例（16∙42％）�其他因素占15例（22∙39％）。结论　女性
输卵管粘连及无排卵占比例大�应加强妇女健康教育�感染性疾病的宣传防治；男性精液异常与生殖系感染
比例大�应重视不育男性精液检查及感染性疾病的宣传防治。
关键词　不孕不育　病因

　　不孕不育症是妇产科常见疾病�导致原因很多�
研究不孕不育的相关因素和病因对于提高不孕不育

的诊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临床资料来自本院
2007年9月～2008年9月就诊的106对夫妻的应
诊临床资料。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2007年9月～2008年9月因不孕不育就诊的
资料记录完整的病例共计有106对夫妻�其中单纯
男性不育原因者32例�单纯女性不孕原因者51例�
双方均有异常者16例。
1∙2　诊断方法

男性诊断采用精液常规、细菌培养、B 超、X 光、
病理等检查方法。女性诊断采用妇科查体、白带常
规、激素6项、细菌培养、B 超、输卵管造影、子宫内
膜活检、腹腔镜或宫腔镜等检查方法。
2　结果
2∙1　106例夫妻不孕不育调查结果（见表1）

表1　106例夫妻不孕不育结果
因素 例数 比例％

纯男方因素 32 30∙19
纯女方因素 51 48∙11
双方均有异常 16 15∙09
不明原因 7 6∙6

2∙2　男性不育因素（见表2）
表2　48名不育男性原因分析

分类 病名 例数
比例
（％）

生精障碍 无精症 4 8∙33
39例（81∙25％） 死精症 2 4∙16

少精症 16 33∙33
弱精症 6 12∙48
少弱精症 5 10∙42
液化不全 5 10∙42

精索静脉曲张 3 6∙42
睾丸发育不全 1 2∙08

输精障碍 性功能障碍 4 8∙33
5例（10∙42％） 外生殖器发育异常 1 2∙08

其他 生殖系统感染 19 39∙62
20例（41∙66％） 生殖系统结核 1 2∙08

总计 64
　　因部分男性同时患2种甚至2种以上疾病�总计不等
于48

49

西藏医药杂志2011年第32卷第3期（总第108期）



2∙3　女性不育因素（见表3）
表3　67名不孕女性原因分析

分类 病名 例数
比例

（％）
输卵管粘连 双侧不通 15 22∙39

32例（47∙76％） 一侧不通 17 25∙37
排卵障碍 功血 12 17∙91

23例（34∙33％） 多囊卵巢综合症 3 4∙48
卵巢内膜异位囊肿 4 5∙97

卵巢肿瘤 3 4∙48
卵巢早衰 1 1∙49

卵巢发育异常 1 1∙49
高泌乳素血症 1 1∙49

子宫因素 内膜息肉 2 2∙98
11例（16∙42％） 子宫肌瘤 3 4∙48

腺肌症 1 1∙49
发育异常 2 2∙98
内膜粘连 3 4∙48

其他 重度糜烂 3 4∙48
15例（22∙39％） 宫颈息肉 1 1∙49

阴道炎症 4 5∙97
阴道畸形 2 2∙98
盆腔结核 5 7∙46

总计 78
　　因部分女同时患2种甚至2种以上疾病�总计不等于
67。有7例不孕不育夫妻双方均未查出明确原因。
3　讨论

随着环境污染、性传播疾病的不断增加�不孕症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给患者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精神
负担。影响着家庭生活的幸福与稳定�已成为世界
性的生殖健康问题�其发病率约占育龄期夫妻的
8％～10％。本调查结果显示在106对夫妻中�完全
男性不育32例�占30∙19％；完全女性因素51例�
占48∙11％。男性不育原因以生精障碍为主�其次
为感染�第三为输精功能障碍。女性不孕原因输卵

管因素为最多见�其次为排卵障碍因素�第三为子宫
因素。
3∙1　女性不育不孕原因分析

全世界各地女性不孕原因有较大差异�世界卫
生组织1990年报告亚洲、非洲地区和发达国家不明
原因女性不育所占比例分别达31％、16％和40％�
输卵管因素分别占39％、85％和36％�排卵因素分
别占34％、26％和33％�内膜异位症分别占10％、
1％和6％。女性比男性发病机会多�这可能与女性
的孕、产等不利因素存在�故导致盆腔感染和其它不
良因素影响的机会增多有关。近年来随着性传播疾
病显著增多�盆腔炎在性活跃的生育期妇女中属常
见病、多发病。盆腔炎症引起的输卵管粘连、扭曲、
阻塞或积水是最常见的干扰受精卵正常运行的因

素�约占女性不孕症病因的20％～40％�并且是导
致输卵管妊娠的重要原因。盆腔炎不仅是女性不孕
的重要原因�还会引起慢性盆腔痛、性生活不适、炎
症反复发作等�影响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了国家和
个人的经济负担。2000～2003年在张家界对已婚
妇女的普查发现�盆腔炎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
而国外统计显示�15～19岁女性盆腔炎发病率3％�
30～34岁为14％。本调查中占47∙76。因此�妇科
感染的防治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排卵障碍性不孕也是不孕症的重要原因之一�

育龄期妇女功血多为有排卵性月经失调�可能因排
卵期出血和计算排卵期失误减少了排卵期的受精机

会。在本文中占13∙4％。卵巢内膜异位囊肿是子
宫内膜异位症表现之一�其不仅影响排卵�还可能形
成盆腔粘连增加不孕机会。本文的子宫内膜异位症
发生率为5∙97％�可能与我院腹腔镜检查开展尚不
够有关。目前临床对多囊卵巢综合症逐渐重视�国
外的发病率达到4％～10％。其造成的不排卵影响
妊娠�本文中占4∙5％。另外卵巢肿瘤、卵巢早衰、
卵巢发育异常及高泌乳素血症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

排卵�从而导致不孕。
子宫性因素中发现子宫纵隔、肌瘤、内膜粘连、

子宫腺肌症及子宫发育异常者共占16％。宫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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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炎症�是妇科常见感染性疾病。文献报道外阴
阴道疾病引起的不孕约占不孕症的1％～5％�宫颈
疾病引起的不孕约占不孕症的5％～10％。本文中
宫颈与阴道原因分别占6％与9％。上述子宫性因
素原因都直接影响受精或着床�在临床检查中都应
重视。
本文约10％患者原因不明�我院目前无免疫性

不孕检查条件�故7对病因不明的患者可能存在免
疫性不孕因素。目前免疫因素引起的不孕尚无统一
的诊断标准和检测方法。另外�盆腔结核是特殊感
染性疾病�在妇女造成盆腔粘连�输卵管脓肿、子宫
内膜萎缩等情况严重影响妊娠并且治疗效果差。本
次5例患者均为腹腔镜诊断�均为原发不孕且首次
发现患有盆腔结核。我区是结核病高发区�加强结
核病防治宣传和结核病患者管理十分重要。
3∙2　男性不育原因分析

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男性精液的质量在下降。
本次调查在106名男性中�男性精液常规检查精子
密度和精子活动力表现异常的就占了不育患者的

71∙8％�而无精症占不育患者的8∙3％�高于文献报
道。这可能是因调查的不孕夫妇大部分已进行了多
次女方不孕方面的检查�男方未做精液检查才就诊
我院�导致本次男性不育和无精症比例较高。
WHO 于1993年总结出版了《不育夫妇标准检查与
诊断手册》�2000年又出版了《WHO 不育男性检查

诊断和处理标准手册》�进一步阐述了男性不育的诊
断治疗。但我区男性不育实验诊断未得到高度重视
和普及。男性不育的检查简单、廉价且无痛苦�很容
易得出男性不育诊断分类。国内有学者提出从事放
射性工作、接触农药、金属等物质对生殖系统产生影
响�另外高温、滥服药物、吸烟、卫生知识缺乏等都被
认为是精子的隐形杀手。故男性生殖健康的知识也
应引起重视�加强宣传。
在感染性疾病中�随着性传播性疾病发病越来

越高�本文更有41∙6％的不育男性有生殖器感染。
加强感染防治显得尤为重要。另外结核病仍然是男
性不育的严重影响因素。本次调查的不育男性中1
例性器官发育异常为隐睾�并且是首次诊断�可见生
殖卫生知识宣传十分重要。
妇女由于感染引起的输卵管、宫颈和阴道问题

所占比例最大�因此�生殖道感染是防治的重点。子
宫、卵巢、内分泌因素引起的不孕占到一定比例�可
针对病因进行治疗。男性精液异常与生殖系统感染
常见�应重视精液常规分析和生殖系统感染的防治。
针对不孕不育�我们应加强卫生教育�预防该人群的
不孕不育症发生�医疗机构需要加强计划生育和生
殖健康医疗服务部门的条件�医务人员加强对各项
检查重要性的认识�提高诊疗水平�实验室规范精液
常规检查项目�从而全面提高生殖健康的服务水平。

（本文责任编辑　成建国）

高原地区920例妇女普查结果分析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妇幼保健院　张玉春

摘要　目的　对高原地区妇女进行健康普查�了解高海拔地区妇科常见病发病率及构成比�提出解决办
法及预防措施。方法　统一使用妇女病普查表格�对生活在海拔3100m 以上的920例妇女进行妇科病及乳
腺病普查。结果　（1）普查结果妇女疾病发病率前3位的是慢性宫颈炎49．89％、乳腺增生19∙24％和阴道
炎19．02％。（2）农牧民女性宫颈病变、功血发病率高于城镇女性�差异有显著性（P≤0．05）�城镇与农牧民
女性乳腺疾病发病率差异无显著性（P≥0∙05）。结论　在高海拔、经济欠发达地区广泛开展妇女疾病普查�
尤其是宫颈癌、乳腺癌的普查�对提高当地妇女保健水平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高原　妇女病　宫颈癌　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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