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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期期焦焦点点：：  
北京市人群灰霾知识及防护行为系列调查(三) 
北京市孕妇人群应对灰霾知识及防护行为调查 

灰霾目前为我国大中城市的主要气象灾害和大气污染现象。2013 年 11 月 2 日中国气

象局发布的信息表明，自 2013 年以来全国平均灰霾天气日数较常年同期增加了 2.3 天，

其中北京是灰霾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1]。灰霾中细颗粒物及其表面吸附的一氧化碳、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重金属等均具有健康危害效应。PM10 浓度升高可增加人群心血管疾

病和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2]。孕妇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灰霾对其健康影响明显高于一般

人群，因为灰霾不仅对孕妇本身造成损害，而且对胎儿和妊娠结局也会产生不良影响。研

究表明，大气污染与婴儿呼吸系统疾病死亡、低出生体重、早产和出生缺陷均存在关联[3]。

此外，可吸入颗粒物通过增加血液粘度影响胎盘功能、抑制胎盘发育[4]。 
目前，国家虽已采取多种政策和措施治理灰霾，然而灰霾的彻底消除非短期内所能实

现，灰霾所致健康危害效应在较长期内将会持续存在。因此，在尚无有效的污染源头治理

措施的情况下，人群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对降低灰霾健康危害尤为重要。为了解北京市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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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了解北京市孕妇对灰霾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采取的防护措施，为制定孕

妇人群灰霾宣传教育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CFETP 于 2013 年 12 月 18–22 日开

展了本次调查。结果显示，96%的被调查对象知道灰霾对孕妇自身健康有危害，70%
知道灰霾对胎儿健康有危害，但只有 61%根据空气质量指数判断灰霾天气，而且灰

霾天外出时经常佩戴口罩的孕妇比例只有 45%。孕妇佩戴的口罩中 PM2.5 口罩仅占

22%，N95 口罩只有 9.1%。 
调查结果说明绝大部分孕妇已经知道灰霾对自身及胎儿的危害，但是她们在如

何判断灰霾天气以及在灰霾天气时的防护措施上尚需进一步加强。因此，在今后的

宣传中，不应仅仅宣传灰霾的危害，更重要的是通过孕妇易于接受的方式，让更多

的孕妇知道通过空气质量指数去判断灰霾天气，并强调灰霾天做好防护措施的重要

性，如佩戴口罩或使用空气净化器，使孕妇人群从掌握灰霾知识进一步转化为切实

做好灰霾防护的实际行动，以达到降低灰霾对孕妇危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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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对灰霾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采取的防护措施，为制定孕妇人群灰霾宣传教育和干预

措施提供科学依据，CFETP 于 2013 年 12 月 18–22 日开展了本次调查。 
本次调查选择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北京市友谊医院和北京市宣武区妇幼保健院为调查

现场，对每天 9:00–16:00 前来上述医疗机构就诊的孕妇进行面对面访谈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孕妇的基本情况、灰霾知识知晓情况、采取的防护措施等。 
共调查 204 名孕妇，其中应答者 194 名，应答率为 95%。被调查对象平均年龄 30±

2.8 岁；平均孕周 25±9.1 周；学历构成以本科为主 (60%)，其次是高中或大专学历者 
(21%)、硕士及以上者 (16%) 和初中及以下者 (3.1%)。 

194 名被调查对象中，96% (187/194) 认为灰霾对孕妇健康有危害。其中，63% (118/187) 
认为危害严重，35% (65/187) 认为危害一般，2.1% (4/187) 不知道具体危害程度 (表 1)。
认为灰霾对孕妇健康有危害的 187 名被调查对象中，97% (181/187) 认为灰霾对孕妇呼吸

系统产生危害，20% (37/187) 认为对孕妇心血管系统产生危害。 
70% (135/194) 的孕妇认为灰霾对胎儿健康具有危害。其中，44% (60/135) 认为危害

严重，48% (65/135) 认为危害一般，7.4% (10/135) 不知道具体危害程度 (表 1)。认为灰

霾对胎儿健康有危害的 135 名被调查对象中，29% (39/135) 认为可引起出生缺陷，13% 
(18/135) 认为灰霾可影响出生体重，12% (16/135) 认为可引起早产，53% (71/135) 不知

道具体会有何种危害。  
 

表 1  2013 年北京市孕妇人群对灰霾危害程度的认知情况 

对危害程度的认识  对孕妇健康危害  对胎儿健康危害  

 N 构成比 (%)   N 构成比 (%)   

认为危害严重  118 63  60 44  

认为危害一般  65 35  65 48  

不知道具体危害程度  4 2.1  10 7.4  

合计  187 100  135 100  

 

被调查对象中，61% (118/194) 通过灰霾预警信息和 (或) 空气质量指数判断灰霾天

气。其中，46% (54/118) 几乎每天关注预警信息和 (或) 空气质量指数，34% (40/118) 仅
在明显空气污染时关注，20% (24/118) 偶尔关注。 

在灰霾天时，35% (68/194) 的孕妇在家中使用空气净化器。其中，78% (53/68) 使用

空气净化器时关闭窗户，62% (42/68) 知道定期更换空气净化器滤芯。 
灰霾天仅有 45% (87/194) 的孕妇外出时总是或经常佩戴口罩，30% (59/194) 偶尔佩

戴，25% (48/194) 从不佩戴口罩。戴口罩的孕妇中，最常见的口罩类型为普通棉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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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其次是医用外科口罩 (25%)、PM2.5口罩 (22%)、N95 口罩 (9.1%)、活性炭口罩 
(7.8%) 和多层纱布口罩 (7.1%)(表 2)。戴口罩的孕妇中每天都能更换或清洗口罩者占

58% (84/146)。孕妇从不佩戴口罩的主要原因是呼吸不方便、不舒服 (65%)，其次是觉得

口罩无防护作用 (25%)，还有 15%的孕妇因戴口罩后眼镜会产生雾气、外出时间短等原因

而不佩戴口罩。 
 

表 2  2013 年北京市孕妇人群灰霾天外出时佩戴口罩的主要类型 

主要佩戴的口罩类型   N 百分比 (%)  

普通棉制口罩  44 29 

医用外科口罩  39 25 

PM2.5 口罩  34 22 

N95 口罩  14 9.1 

活性炭口罩  12 7.8 

多层纱布口罩  11 7.1 

合计 154 100 

 
被调查对象现有的获取灰霾相关信息的途径主要为电视 (76%)、网络 (51%)、广播 

(13%)、报纸杂志 (12%)、电话/短信 (6%) 和他人告知 (5%)。而她们最期望的获取灰霾

相关信息的途径分别为电视 (57%)、网络 (42%) 和电话/短信 (25%)(图 1)。 

 

 
图 1  2013 年北京市孕妇人群灰霾相关信息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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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2013 年 12 月，CFETP 对 204 名北京市孕妇应对灰霾的知识及防护行为开展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96%的被调查对象知道灰霾对孕妇自身健康有危害，70%知道灰霾对胎儿健

康有危害，但是只有 61%根据空气质量指数判断灰霾天气，而且灰霾天外出时经常佩戴口

罩的孕妇比例只有 45%。孕妇佩戴的口罩中 PM2.5 口罩仅占 22%，N95 口罩只有 9.1%。 
PM2.5 为复合型大气污染，目前北京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总量仍然较大，而且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等浓度水平高[5]，灰霾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应引起重视。尤其是对孕妇而言，灰

霾不仅对孕妇自身健康具有危害，而且对胎儿健康也具有很大的危害。调查结果显示，孕

妇总体上知道灰霾对自己和胎儿具有危害，例如 96%知道灰霾对孕妇自身健康有危害、

70%知道灰霾对胎儿健康有危害，说明该群体的认知水平尚可。但是掌握知识并不一定等

同于具有正确行为。调查结果显示，孕妇中只有 61%根据空气质量指数判断灰霾天气，更

严重的问题是灰霾天外出时经常佩戴口罩的孕妇比例只有 45%，还有 1/4 的孕妇从不佩戴

口罩。在目前灰霾治理尚未取得有效效果的情况下，及时判别灰霾天气并加强个人防护是

减少灰霾对健康影响的有效措施，而灰霾天外出时佩戴有效防灰霾口罩则是比较易行的一

种防护措施。但是，通过调查发现，虽然孕妇知道灰霾对健康有危害，可在灰霾天做到经

常佩戴口罩的还达不到半数。如果不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则对灰霾宣传的作用会大打折扣。

为了使孕妇对灰霾的应对更有效果，建议在今后的宣传中，不应仅仅宣传灰霾的危害，更

重要的是通过孕妇易于接受的方式，让更多的孕妇知道利用空气质量指数去正确判断灰霾

天气，并强调灰霾天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的重要性，如佩戴口罩或使用空气净化器，使孕妇

人群从掌握灰霾知识进一步转化为切实做好灰霾防护的实际行动，以达到降低灰霾对孕妇

危害的目的。 
本次调查还发现在佩戴口罩的孕妇中，佩戴的口罩类型各不相同。佩戴 PM2.5 口罩的

仅占 22%，佩戴 N95 口罩的只有 9.1%，绝大多数为普通棉制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因不

同类型口罩对灰霾的防护效果差别极大，有效应对灰霾需要选择正确类型的口罩佩戴。该

调查结果提示了孕妇对如何选择正确口罩类型尚不十分清楚，从而导致不能正确使用防护

措施。而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口罩也品种繁杂，种类众多。因此，在今后的宣传中，也应加

强对如何选择合适类型口罩的介绍，使人群能够正确地做好灰霾防护，降低灰霾对健康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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