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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非重症

女性患者月经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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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非重症女性患者月经情况%方法!通过电话
回访及问卷星对&1&&年4&月4(日至&1&(年4月6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非重症女性患者
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感染病毒时月经周期!感染后月经周期&经量&临床特征&精神心理状态及作息改变情况%
结果!共9:5例患者入组!其中;5例"4&7(&8$患者发生月经改变!4例患者出现新发痛经!无患者出现新发经
前期症状!较既往其他类似研究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不同感染时间段分组中!非经前期和月经期感染组中出现
月经异常者(2例!多于经前期或月经期感染组"&(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71;$%不同精神心理状态及
作息因素分组中!自觉精神心理状态和作息出现较大改变组中月经异常者9(例!多于无改变组"42例$!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171;$%多因素MAD>?,><回归分析显示!精神心理因素及作息改变与产生月经改变相关"$$
171;$%结论!奥密克戎变异株对女性月经的影响有所减弱%受感染女性患者出现月经的变化!与其在感染时
出现精神心理变化及作息改变相关%病毒大流行期间女性的心理健康&精神压力问题应得到关注!并给予一定
的社会支持%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奥密克戎'!月经异常'!精神'!心理'!作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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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月44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命名为0/V'Y345'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也正
式将新 型 冠 状 病 毒 命 名 为 !*"!30AV3&&目 前'
!*"!30AV3&已出现多种变异株&&1&&年4&月中国
疾控中心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亚分支
$*7;7&和 $̀ 7:占全国流行的绝对优势'两者合计
超过618&奥密克戎相比德尔塔等其他关切的变异
株'其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显著增强(4)&4&月
4(日随着行程码*健康码的陆续下线'国内人口流动
速度加快'奥密克戎变异株在人群中迅速传播'感染
者迅速增加&近年来'!*"!30AV3&对生殖系统的影
响备受关注&研究显示'!*"!30AV3&感染*其相关
疫苗接种及病毒大流行期间造成的心理压力均会影

响月经(&3()&但是'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肺部致病力
明显减弱'其对女性月经的影响是否也相应减弱1 本
研究拟调查非重症0/V'Y345女性患者感染奥密克
戎变异株后月经的变化情况'旨在评估奥密克戎变异
株对月经的影响&
G!对象与方法
G7G!资料
G7G7G!研究对象!采用电话回访及社交媒体形式&
电话回访&1&&年曾就诊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妇科
的患者'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同时'通过微信发布调
查二维码及链接'被邀请者在线填写调查问卷$问卷
星%&问卷中不涉及姓名等隐私信息'避免敏感性
语言&
G7G7H!纳入标准!纳入标准!$4%年龄46"9;岁女
性&$&%&1&&年4&月4(日至&1&(年4月6日在大
陆境内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使用抗原自测阳性或者
就诊医院核酸检测阳性'并且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诊断为无症状*轻*中症患
者&$(%感染前2个月内月经正常(周期$&6X:%K*经
期小于或等于:K)&
G7G7I!排除标准!$4%处于哺乳期或妊娠期+$&%感
染前2个月内有月经异常表现或使用过药物治疗月
经异常+$(%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后曾口服或静脉使
用糖皮质激素$甲强龙*泼尼松龙*地塞米松等%或使
用紧急避孕药&
G7H!方法
G7H7G!调查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年龄层*感染奥
密克戎变异株后出现的临床症状*发生感染时间段
$是否经前4周内或月经期量多的;K内发生感染%*
感染后第4次月经来潮的情况$经量*经期*周期%*感
染后至第4次月经来潮期间精神心理状态改变及原
因$疾病恐惧*家庭*工作*学习*其他%*昼夜作息节律
性改变*是否出现新发痛经或经前期症状*月经异常
者的月经恢复情况&
G7H7H!月经异常判定(9)!对比感染前2个月及在感
染!*"!30AV3&后出现!$4%月经周期变化$提前或推

迟%&:K+$&%出现经期缩短超过(K或延长超过:K+
$(%自觉经量明显增多'较既往增加4倍以上+$9%自
觉经量较以往减少'呈点滴状&

G7H7I!精神心理因素改变判定!对比感染前2个月
内'在发生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到第4次月经来潮
前'因各种原因导致的心理压力增大或睡眠时间减少
或作息昼夜颠倒或情绪低落或焦虑或失眠等情况'此
种异常情况时常出现并持续时间大于4周&

G7I!统计学处理!使用!%!!&:71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收集的数据按分类变量描述&以月经异常
为因变量'年龄分层*感染发生时间段*精神心理因素
及作息改变等因素为自变量'先采用!& 检验进行单

因素分析'选择$$17&的因素进行MAD>?,><多因素回
归分析$)进入h171;')删除h1741%'分析年龄分
层*感染发生时间段*精神心理因素及作息改变等对
月经的影响&MAD>?,><回归分析变量赋值情况见表4&

表4!!不同因素对月经的影响QAD>?,><回归分析

!!!变量赋值表

变量 赋值

年龄层 4h46"$(;岁'&h(;"9;岁

感染发生时间段 4h经前期或月经期'&h非经前期和月

经期

精神心理因素及作息改变 4h出现变化'&h无变化

H!结!!果

H7G!一般情况!电话回访患者;1例'回收问卷

994份'根据排除标准排除问卷4&份'问卷有效率为

5:7&68'纳入患者共9:5例&其中46"$(;岁&22
例'(;"9;岁&4(例+无症状型4&例$&7;48%'轻症
患者中多表现为发热$924例'567:&8%*咽痛$92&
例'5675&8%*咳嗽和$或%咳痰$9;6例'5671:8%*乏
力$&:;例';67658%&入组患者中精神心理状态改变
及作息改变者25例'其中原因来自对疾病的恐惧;
例$:7&;8%'来自家庭*工作*学习因素产生心理压力
或者昼夜作息节律改变;:例$6&7248%'因个人原因
昼夜 作 息 改 变 $熬 夜 游 戏 或 看 电 视 剧 等%: 例

$417498%&

H7H!月经情况!纳入患者中感染后的第4次月经出
现月经周期改变9:例'经期延长6例'经量减少

(例'经 量 增 多 4 例'月 经 异 常 者 共 计 ;5 例

$4&7(&8%&出现新发痛经者4例$17&48%'无新发
经前期症状者&发生感染后出现月经异常的女性'在
第&次的月经来潮时均恢复正常状态&

H7I!不同因素对月经的影响!不同年龄段患者中'

46"$(;岁月经异常者&:例'(;"9;岁月经异常者

(&例'二者构成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71;%&不同感染时间段中'经前期及月经期感染者

&;4例$;&7918%'其中出现月经异常者&(例+非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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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月经期感染者&&6例$9:7218%'其中出现月经
异常者(2例&非经前期或月经期感染奥密克戎变异
株后出现月经异常者较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71;%&不同精神心理状态及作息因素分组中'自觉
精神心理因素和作息出现较大改变者共 25 例
$497948%'其中出现月经异常者9(例+自觉精神心
理状态和作息无明显改变者941例$6;7;58%'其中
月经异常者42例'精神心理因素状态和作息出现较
大改变时月经异常者较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71;%&见表&&

H7J!不同影响因素下月经异常的多因素MAD>?,><回
归分析!以月经情况为应变量$1h月经正常'4h月
经异常%'以年龄段*感染发生时间段*精神心理因素
及作息改变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MAD>?,><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精神心理因素及作息改变与月经异常相关
$$$171;%&见表(&
表&!!不同影响因素下月经异常情况的比较#0&8($

变量 月经异常 月经正常 !& $

年龄段$岁% &7214 1741:

!46"$(; &:$4174;% &(5$6576;%

!(;"9; (&$4;71&% 464$69756%

感染发生时间段 976;: 171&6

!经前期及月经期 &($5742% &&6$51769%

!非经前期或月经期 (2$4;7:5% 45&$697&4%

精神心理因素及作息改变 4627244 $17114

!出现变化 9($2&7(&% &2$(:726%

!无变化 42$(751% (59$52741%

表(!!不同影响因素下月经异常的多因素QAD>?,><回归分析

变量 参照组 " C' !& $ NT 5;8%I

年龄层$岁%

46"$(; (;"9; 17(1: 17(62 172(( 179&2 47(;5 172(6"&765;

感染发生时间段

经前期或月经期 非经前期和月经期 17&:: 17(22 17;:1 179;1 47(45 1729("&7:1;

精神心理及作息

出现变化 无变化 W(7:29 17(6& 52755& $17114 171&( 17144"17195

!!注!"为回归系数+C' 为标准误+NT 为比值比+5;8%I为5;8可信区间&

I!讨!!论
目前已发现多种病毒对女性生殖系统会造成一

定程度上的影响'如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汉坦病毒等(;32)&有研究表明'
!*"!30AV3&在人体内识别相同的受体即血管紧张
素转换酶&$*0#&%&子宫*输卵管*卵巢*宫颈*阴道
及胎盘中均有*0#&的高表达(:)'因此'!*"!30AV3&
对育龄期女性的影响不容忽视&

由于9;岁以上女性更容易出现月经异常'例如
无排卵周期和周期长度异常'因此'本次调查仅纳入
46"9;岁女性&考虑到女性卵巢储备在(;岁后急剧
下降(6)'故本次调查将女性年龄分层为46"$(;岁
和(;"9;岁&本次调查显示'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
对月经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71;%&
本调查结果显示'受感染患者中月经异常比例仅

为4&7(&8'出现新发痛经者4例$17&48%'无新发经
前期症状者&而国内外多篇研究调查表明'&1&1W
&1&4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流行期间'0/V'Y345女
性患者月经异常发生率为428";18'较既往明显增
加'新发痛经及经前期症状者亦明显增加(5341)&本调
查中'受感染女性患者月经异常发生率较其他研究发
生率有所下降'提示奥密克戎变异株对月经的影响可
能有所减弱&

本调查结果显示'经前4周及月经期量较多的
;K内感染者&;4例$;&7918%'稍多于非此段时间感
染者&有研究表明'高生理浓度的雌激素和孕激素有
利于降低先天免疫炎症反应的状态'同时增强免疫耐
受和抗体产生(44)'女性黄体后期*月经期相对处于较
低的雌孕激素状态'且机体处于炎症压力升高状态'
此时期容易受微生物感染(4&)&且传统医学认为'女性
经前*经期之时'气血变化较剧'机体处于气血相对较
虚时期'加之此期冲任气血下注'血室正开'胞室空虚
易为邪凑'正虚邪恋'故此期易为湿热等外邪作祟&

本调查结果显示'患者感染发病时处于卵泡期后
期*排卵期和黄体前期的女性出现月经异常比例较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71;%&在女性生殖系统
中'血管紧张素转化酶&$*0#&%*血管紧张素%和血
管紧张素$4":%共同调节了卵泡发育和排卵'调节黄
体血管生成和变性'其中*0#&为!*"!30AV3&的受
体&此次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后'大部分人群在4周
左右自测抗原转阴'提示发病的第4周内病毒为高复
制量&故当患者感染发病时处于卵泡期后期*排卵期
和黄体前期'可能会对月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
在本调查的MAD>?,><回归分析中'感染发生时间段的%
值大于171;'这可能与样本量不足相关&

本调查结果显示'受感染患者与精神心理变化及
作息紊乱呈正相关$$$171;%&因对疾病恐慌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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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等精神压力*心理异常状态的人群比例较低'这
是由于目前社会高度信息化'国家对疾病的宣教力度
加大'人群对疾病的认识度大幅度提高&而与家庭*
工作*学习相关的人群比较较高&考虑可能原因!$4%
此次0/V'Y345集中暴发于4&月底至4月初'中小
学及高校均提前放寒假'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管理孩子
的压力变大+$&%工作中由于同事接连生病'部分人群
短期丧失劳动力'导致部分个体工作的压力增大与作
息异常+$(%疾病呈聚集性'家庭中成员可能同时患
病'导致女性在照顾家庭成员的压力增大*作息改变&
在女性内分泌系统中'下丘脑3垂体3肾上腺$T%*%轴
和下丘脑3垂体3性腺$T%_%轴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应
激状态下下丘脑分泌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和皮质素分泌增加'进而刺激内源性阿片肽和多巴胺
分泌'抑制了下丘脑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和垂体
分泌促性腺激素'最终导致月经改变(4()&而作息昼夜
节律的改变同样通过 T%*和 T%_轴之间的相互作
用引起月经的改变(49)&本调查中月经异常女性患者'
在第&次的月经来潮时均恢复正常状态&提示奥密
克戎变异株引起的月经变化很可能是暂时的'并且自
身能在短期内调整恢复正常状态&

本次调查存在不足之处!基于网络邀请的非随机
抽样'对全人群的代表性不足'导致结论的外推受到
一定限制&另外'由于本次流行病传播快*感染者多'
医疗系统压力大'多数患者自行在家服用药物'包括
西药和$或%中药'药物种类多且剂量*品牌各不同'故
无法排除药物对卵巢功能的影响这一混杂因素&

总之'本文对此次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暴发期间
的0/V'Y345非重症女性患者的月经状况进行了初
步的调查研究&未来亦可对人群进行随访观察'进一
步深入研究!*"!30AV3&的变异株对育龄期女性生
殖健康的长期影响及作用机制&另外'通过本次调查
提醒应关注病毒大流行期间女性的心理健康*精神压
力问题'并给予一定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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