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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婦⼥⽣育與精神健康及求助歷程
研究結果

陳凱欣教授
⾹港⼤學社會⼯作及社會⾏政學系教授

賽⾺會「⼩⾜·福」失胎⽀援計劃⾸席研究員



研究背景
§⽣育或⽣殖健康（Reproductive Health）泛指在涉及⽣殖系統及其功能的部分

健康的狀態，常⾒的⽣育健康問題包括流產、不育、多囊卵巢綜合征等。

§ 在眾多⽣育健康問題中，流產(又稱「失胎」)最為婦⼥帶來⼼理影響

§ 受社會價值和性別意識影響，⽣育健康問題很少得到⼤眾認識或認可，為婦⼥

引致的精神健康問題（如焦慮症、延續性哀傷障礙等）也被忽視

§ 婦⼥在⾯對因⽣育或⽣殖健康問題引發的精神健康問題時，也較少主動尋求幫

助



§ 過往研究顯⽰，精神健康素養與求助⾏為有密切關係 (Iswanto & Ayubi, 2023)

§ 精神健康素養(Mental health literacy)泛指（Jorm, 2000)：

研究背景

識別不同類別精神健康問題的能⼒ 精神健康⾵險因素及成因的知識及信念

⾃助⽅法的知識及信念 尋求專業協助的知識及信念

促進對精神健康的認可和
尋求適切協助的態度 尋求精神健康相關資訊途徑的知識



§ 西⽅研究顯⽰，⼤眾普遍對⽣育及⽣殖健康的認知處於較低⾄中等⽔平，對影

響健康相關的⾵險因素仍持有迷思與誤解（Pedro et al., 2018)

§ 在⾯對⽣育及⽣殖健康問題時，超過五成的⼈會向醫療專業⼈⼠尋求協助，並

因應⾃⾝情況進⾏定期覆診（Datta et al.,2016；Iba et al., 2021)

研究背景



⾹港⼤學社會⼯作及社會⾏政學系於⼆零⼆三年七⽉⾄九⽉進⾏了

「⾹港婦⼥⽣育與精神健康及求助歷程研究」，

以了解⾹港婦⼥的⽣育健康及精神健康素養，以及兩者與求助⾏為的關係

研究⽬的



§ 研究設計：網上問卷調查

§ 對象

§年齡為本地⼗⼋歲或以上的婦⼥

§經歷過或被診斷患有⽣育或⽣殖健康問題，例如：不育、失胎、妊娠併發症、

婦科癌症、⼦宮內膜異位症、⼦宮肌瘤、多囊卵巢綜合症 (PCOS)、性傳播

疾病 (STD)等

§ 於社區網絡和社交平台、醫護⼈員轉介

研究⽅法



§ 婦⼥⽣育精神健康狀況

§ ⽣育精神健康素養(Reproductive health-related mental health literacy)

§ 尋求專業⼈⼠協助的效能感

§ 對精神健康問題的認可

§ ⽣育精神健康知識

§ 尋求專業協助的態度

§ 求助經歷

研究⽅法：量表



研究結果：受訪者資料 (N=356)
平均年齡 32.64 SD = 7.15

N % N %
教育程度 居住情況

⼩學或以下 2 1% 公屋 47 13%
中學 76 21% 劏房 44 12%
⾮學位課程 68 19% 居屋 66 19%
學⼠ 128 36% 租住物業 83 23%
碩⼠或以上 82 23% ⾃置物業 103 29%

宿舍 10 3%
每⽉收⼊

無收⼊或領取綜援 20 6%
港幣19,999或以下 59 17%
港幣20,000⾄39,999 99 28%
港幣40,000或以上 178 50%



研究結果：受訪者資料 (N=356)
N % N %

⼯作情況 ⼦⼥數⽬
學⽣ 16 5% 0 282 79%
受僱⼈⼠ 313 88% 1 56 16%
退休 2 1% 2 16 5%
家務料理者 20 6%
失業 / 待業 5 1%

婚姻情況
未婚 84 24%
已婚或同居 265 74%
離異 / 分居 7 2%



研究結果：受訪者⽣育健康病史 (N=356)

曾經歷失胎（包括流產、⾮活產、新⽣兒死亡） N %
是 92 26%

否 264 74%

受到不育問題影響
是 228 64.00%

否 128 36.00%



研究結果：受訪者⽣育健康病史 (N=356)
其他⽣育健康病史 N %
沒有 62 17%
⼦宮內膜異位症 54 15%
⼦宮肌瘤 67 19%
多囊卵巢綜合症 138 39%
婦科癌症 10 3%
性傳播疾病 8 2%
妊娠併發症 22 6%
其他 30 8%

⽣育健康問題種類數⽬ N %
沒有 12 3%
⼀種 182 51%
兩種 77 22%
三種 39 11%
四種 35 10%
五種 8 2%
六種 3 1%



您有沒有因⽣育問題⽽遇到精神健康問題? N %

有 155 44%

沒有 201 56%

研究結果：⽣育問題與精神健康 (N=356)



精神健康類別 N %

情緒困擾 96 62%

焦慮症 68 44%

抑鬱症 45 29%

創傷後遺症 12 8%

延續性哀傷障礙 12 8%

性功能障礙 7 5%

研究結果：⽣育問題與精神健康 (N=155)

精神健康數⽬ N %

⼀種 99 64%

兩種 35 23%

三種 11 7%

四種 7 5%

五種 2 1%



研究結果：⽣育問題與精神健康 (N=155)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E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是否曾經歷失胎 0.41 0.12 0.19 3.46 0.00*
是否受不孕問題影響 0.45 0.12 0.22 3.71 0.00*

是否(曾)患有其他⽣殖健康疾病 0.15 0.13 0.06 1.14 0.25

曾經歷失胎、受⽣育問題影響的參加者經歷的精神健康問題更多。

患有其他⽣殖健康疾病對⽣育健康問題沒有顯著影響。

因⽣育健康問題⽽引致的精神健康問題影響因素：



是否曾就著⽣育精神健康問題，
向任何⼈⼠尋求幫助或建議? N %

有 75 48%

沒有 80 52%

研究結果：⽣育與精神健康問題與求助經歷 (N=155)



研究結果：⽣育與精神健康問題與求助經歷 (N=75)

曾經歷失胎的参加者更傾向於在⾯對⽣育精神健康問題時

向他⼈尋求幫助。

因⽣育健康問題⽽去尋求協助：

Sig. Exp(B) 95% C.I.for EXP(B)

Lower Upper
是否曾經歷失胎 0.01* 3.22 1.35 7.70

是否受⽣育問題影響 0.22 0.48 0.15 1.56

是否(曾)患有其他⽣殖健康疾病 0.98 0.99 0.36 2.68



研究結果：⾯對⽣育健康問題時的求助對象 (N=75)

求助對象 N %

從事精神健康的專業⼈⼠ 62 83%
伴侶 67 89%
朋友 72 96%
家庭醫⽣/全科醫⽣ 41 55%
熱線服務 39 52%
⽼師 15 20%
⽗母 62 83%
上司/同事 38 51%

其他親屬 / 家庭成員 50 67%



研究結果：⽣育精神健康素養與求助⾏為的關係 (N=356)
Sig. Exp(B) 95% C.I.for EXP(B)

Lower Upper
婦⼥⽣育精神健康知識

⽣育精神健康知識 0.00* 1.30 1.10 1.53
尋求專業協助能⼒ 1.00 1.00 0.81 1.23
承認精神疾病 0.93 1.01 0.83 1.22
對精神病患者接受程度 0.24 0.93 0.83 1.05

尋求專業協助的態度
識別是否需要專業協助的能⼒ 0.00* 1.49 1.13 1.96
對精神病污名化的容忍度 0.94 0.99 0.82 1.21
⼈際關係中對精神病討論的開放程度 0.78 1.03 0.85 1.24
對助⼈專業⼈⼠的信⼼ 0.18 1.13 0.94 1.36

對社區資源的認知
對社區資源的認識度 0.00* 2.15 1.36 3.41

具有更多的⽣育精神健康知識、更⾼辨別是否需要專業協助的能⼒、更多對社區
資源的認識的參加者在⾯對⽣育精神健康問題時尋求他⼈協助的機率更⾼



研究總結
§ ⽣育健康問題對婦⼥的精神健康有顯著影響，特別是對曾經歷流產或受不孕問

題影響的婦⼥。

§ ⽣育精神健康素養包括對⽣育健康的知識、對辨別是否需要專業協助的能⼒、

以及對社區資源的認識度顯著影響婦⼥是否向他⼈求助。

§ 我們⿎勵社區提升對因⽣育精神健康問題的認知，肯定因⽣育健康問題帶來的

⼼理影響，讓有需要的婦⼥獲得適切的關顧。



Kandy –過來⼈分享



「我們都是⽗母–失胎關注週」
公眾教育活動

伍毅寧先⽣
⾹港⼤學社會⼯作及社會⾏政學系研究主任
賽⾺會「⼩⾜·福」失胎⽀援計劃項⽬經理



賽⾺會「⼩⾜·福」失胎⽀援計劃
§ 蒙承⾹港賽⾺會慈善信託基⾦捐助，⾹港⼤學社會⼯作及社會⾏政學系聯同

⾹港基督教⼥青年會家庭健康促進中⼼和⾹港明愛恩遇-明愛失胎⽀援中⼼，

推⾏為期3年的試驗計劃

§ 計劃為經歷失胎的⽗母提供全⾯的⼼理及社交⽀援，內容包括公眾教育、⽀

援⼩組及⼯作坊、個⼈及婚姻輔導、專業培訓及為⼩天使提供殯葬⽤品等



計劃內容

失胎⽀援網上平台

助⼈專業培訓

公眾教育

給失胎⽗母的⼼理⽀援⼩冊⼦

失胎研究及服務成效評估



失胎網上⽀援平台
結合視覺藝術、實⽤資訊及服務轉介網上平台

實⽤資訊

(失胎⽗母、陪伴者、

助⼈專業)

「我們的家庭相冊」
(懷緬孩⼦及連繫家⼈

的⼼靈活動) 

天燈傳遞愛

（線上懷緬平台）

同路⼈分享短⽚
助⼈專業⼯作者的

網上學習平台
服務申請及轉介



失胎網上⽀援平台
結合視覺藝術、實⽤資訊及服務轉介網上平台

同路⼈分享短⽚

助⼈專業⼯作者
網上學習平台



「我們都是⽗母 - 失胎關注週」
公眾教育活動

6/10/2023-15/10/2023

§ 10⽉15⽇是國際失胎紀念⽇，讓經歷失胎的⽗母懷緬逝去的孩⼦，也讓公眾

關注及⽀持他們

§ 是次活動希望肯定曾經歷失胎之夫婦作為⽗母的⾝份，同理他們因失去胎兒

⽽經歷哀傷的情緒，促進社區對他們的同理⼼和關顧

§ 內容包括公眾教育講座、失胎⽗母的⽀援⼩組、專業培訓及研討會等



活
動
時
間
表



「我們都是⽗母 - 失胎關注週」
⼼意咭



「我們都是⽗母 - 失胎關注週」
WhatsApp 及 Signal 賽⾺會「⼩⾜·福」暖⼼貼

下載WhatsApp貼圖下載Signal貼圖



了解更多

§ 失胎⽀援網上平台：https://www.jcperinatal-bc.hk/tc/

§ 天燈傳遞愛網址：https://www.jcperinatal-bc.hk/tc/skylight/

§ 同路⼈分享平台：https://www.jcperinatal-bc.hk/tc/sharing/

§ 助⼈專業⼯作者的網上學習平台：https://www.jcperinatal-

bc.hk/tc/professionals/

https://www.jcperinatal-bc.hk/tc/skylight/
https://www.jcperinatal-bc.hk/tc/sharing/
https://www.jcperinatal-bc.hk/tc/professionals/
https://www.jcperinatal-bc.hk/tc/professionals/


項⽬: 伍毅寧先⽣
 ⾹港⼤學社會⼯作及社會⾏政學系

賽⾺會「⼩⾜·福」失胎⽀援計劃項⽬經理
 電話：3917 5582 ｜電郵：chrisnnl@hku.hk

傳媒: 尹慧筠⼩姐
 ⾹港⼤學傳訊及公共事務處⾼級經理(傳媒)

電話: 2859 2600 | 電郵: melwkwan@hku.hk

查詢



問答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