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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主要少数民族生殖健康》分为五篇二十三章，内容涵盖了研究背景与设计、贵州省概况、贵州
五大少数民族概述、调查结果与分析、结论与建议等五个方面。
其选题新颖、视角独特，作者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的方法，从不同层面着重考察和探寻了迄今为止鲜
有研究涉足的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水族等少数民族弱势人群的生殖健康状况、需求和政府
工作的不足。
《贵州主要少数民族生殖健康》由陆卫群、朱江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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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女，1960年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
现为贵州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医学学士，人口学硕士，社会学博士。
贵州社会学会副秘书长，贵州省计划生育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第三次贵州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牵头
专家。
曾先后到泰国、美国、智利、加拿大、马来西亚和澳门等地进行学术交流。

从事人口、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研究30余年，曾获得国际、国内有关人口生殖健康研究的多个奖项和
荣誉证书。

主持完成国家及部委项目4项、省级和厅局级项目16项。
发表科技论文50余篇，其中SCI收录两篇，核心期刊36篇。
出版外文专著一部，编译专著一部。

女，1972年生，贵州贵定人，医学学士学位。
1994年毕业于贵阳医学院临床检验专业，2007年在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学习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半年
。
大学毕业后在贵州省人口计生科指所从事科研工作十六年，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生殖健康和避孕节
育的基础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先后参与完成十余项国家部委级、省级和多中心合作课题，在国内外
重要、核心期刊上发表人口、生殖健康论文十余篇，参与编译专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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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妇幼保健
    二、计划生育工作
第三篇  贵州五大少数民族概述
  第十三章  苗族
    一、贵州苗族人口分布
    二、苗族的文化、社会背景
    三、苗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
    四、苗族的民风民俗
  第十四章  布依族
    一、贵州布依族人口分布
    二、布依族的文化、社会背景
    三、布依族的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
    四、布依族的民风民俗
  第十五章  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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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贵州侗族人口分布
    二、侗族的文化、社会背景
    三、侗族的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
    四、侗族的民风民俗
  第十六章  仡佬族
    一、贵州仡佬族人口分布
    二、贵州仡佬族的文化、社会背景
    三、仡佬族的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
    四、仡佬族的民风民俗
  第十七章  水族
    一、贵州水族人口分布
    二、水族的文化、社会背景
    三、水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
    四、贵州水族的民风民俗
第四篇  调查结果与分析
  第十八章  少数民族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对象的个人信息
    二、避孕与生育状况
    三、掌握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避孕知识的情况
    四、对象的生育意愿和与配偶交流的情况
    五、建议
  第十九章  分年龄、性别、民族研究少数民族生殖健康
    一、少数民族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现状调查结果
    二、少数民族已婚育龄男性生殖健康现状调查结果
    三、少数民族未婚青少年生殖健康状况调查
    四、少数民族老年人生殖健康状况及其需求调查
    五、少数民族民俗民风与性健康
  第二十章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调查结果
    一、一般情况
    二、生殖健康优质服务开展情况
    三、生殖健康优质服务技术继续再教育情况
    四、对避孕节育措施使用现状的看法
    五、对生殖健康优质服务工作的建议
  第二十一章  对计划生育管理干部深入访谈结果
    一、对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了解与看法
    二、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
    三、增加向少数民族群众提供生殖健康服务的能力
    四、计生和卫生资源利用情况
    五、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开展状况
    六、对目前当地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
    七、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工作的评价
第五篇  结论与建议
  第二十二章  结论
  第二十三章  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确保生殖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努力提嵩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的受教育水平
    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地开展生殖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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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应加大生殖健康服务的范围
    五、通过开展妇幼保健项目促进孕期保健和住院分娩
    六、消除一切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和习俗
    七、应加快高效、安全和可供选择的男性避孕方法研制速度
    八、关心少数民族青少年生殖健康的发展，摒弃一些落后的风俗
    九、关心和满足少数民族老年人的生殖健康需求
    十、改变少数民族落后的民俗民风以促进性生活和谐
    十一、增加服务项目、改善服务态度
    十二、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的政策学习培训
    十三、建立少数民族生殖健康评估体系和少数民族地区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工作评估标准
附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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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研究培训特别规划署（WHO-HRP）原
主任法赛拉博士对生殖健康作了如下定义：“在WHO有关健康定义的框架内，生殖健康应包含下列
基本元素，即人们有能力生殖并调节生育，妇女能安全妊娠并分娩，妊娠得到母婴存活和健康的成功
结局，以及夫妇有和谐的性关系而不必担心意外怀孕与患病。
”1988年，前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健康特别规划署主任启用生殖健康的概念，认为国家的生殖健康
政策以及相应的服务规划应该建立在计划生育、妇女保建、婴幼儿保健以及性传播性疾病的控制这四
个基本要素之上。
同年继任的特别规划署主任博士结合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健康的定义，即“健康是指生理、心理和社会
适应方面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适”，给生殖健康下了最早的定义，认为生殖健康应
该包括以下内容：①人们具备生殖和调节生育的能力；②妇女能够安全地通过妊娠和分娩；③妊娠的
结果是健康的婴儿；④夫妇享受和谐的性生活，不必担心非意愿的妊娠和染上性病。
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政策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坐殖健
康的定义，并写入《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第七章（生殖权利和生殖健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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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贵州主要少数民族生殖健康》通过对我国西部贵州省少数民族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弥补了这
方面的不足，揭开了我国经济相对落后“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少数民族略显神秘的生殖健康的状
况，对提高贵州少数民族群众的性知识、生殖健康知识，关注其生存环境，推动人口质量的提高有非
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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