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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女性性健康问题互联网咨询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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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调查育龄女性性健康公共需求互联网咨询大数据，探寻公众在线咨询性健康相关知识时关注的热点。 

方法：，通过 IP-guard 和 python 技术 / 软件建立 jieba 库的方法，对 2020 年 4 月 ~2023 年 3 月共 3 年间在甜丁优孕平台进

行互联网咨询服务的数据网络咨询词（咨询内容）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在 1240658 条咨询词中，咨询热点问题 12 个，

包括受孕与同房时机（占 34.81%）、性生活与妇科炎症（占 26.06%）、性生活与避孕（占 16.53%）、阴道干涩与润滑（占

6.78%）、阴道性交（占 4.99%）、备孕中性行为（占 3.18%）、性生活异常（占 2.15%）、男方性能力表现（占 1.95%）、

性高潮与满意度（占 1.77%）、性欲（占 1.27%）、性生活与处女膜（占 0.33%）、性功能障碍（占 0.18%）。在 110 个咨

询词中，在 12 个咨询热点的 110 个咨询词中，咨询量为排位前 3 在 10 万级以上，咨询热度占 28.37%；排位前 30 在万级以

上的咨询热词，咨询热度占 89.15%（前 10、20 的咨询热度分别占 63.97%、79.90%）；排位 31-63 在千级（占 9.76%），排

位 64-92 在百级（占 1.02%），排位 93-110 在十级（占 0.06%）结论：首次报告我国公众互联网在线咨询服务中的育龄女

性性健康问题，披露咨询数据量和公众关注热点、热度和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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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功能需要由生殖器官完成，但生殖健康并不等同

于性健康。女性性健康的实现，在女性生殖器官功能健康完

整的基础上还需要有心理、社会和情感等诸多因素的健康。

性功能障碍是影响性健康的一个方面 , 其发病率较高 , 但通

常不能客观确诊 [1]。Laumann[2、3] 等调查发现 :43% 的女性

患有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女性性健康问题在学术研究中重视程度不足。本文对互联网

咨询者女性性健康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首次对公众用户的咨

询词及关注热点、咨询热度、热词频率进行分析。

1.	研究对象调查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通过互联网生殖健康咨询服务平台 -- 甜丁网 --

甜丁优孕平台，采集 2020 年 4 月 ~2023 年 3 月共 3 年间互

联网在线咨询的数据。

1.2 方法

咨询用户的信息，按月从 IP-guard 后台导出客户咨询

的聊天记录，首先对客户 ID 进行脱敏和去隐私化处理，对

聊天记录中的对话文本进行合并，按照预设生殖健康关键词

内容，制作成 jieba 库形式的自定义关键词检索词库，共得

到 955 条关键词词库。在 955 条关键词库中，女性性健康相

关关键词有 110 个，其中核心关键词 12 个。

利用 python 软件的 jieba 库分词方法，加载 110 条关

键词词库，对导出的聊天记录对话文本进行精确模式分词

“jieba.lcut( 字符串 ,cut_all=False,HMM=False)”，对分词结

果进行词频统计，汇总，依据编制的词库进行排序，聚类分

析，检索获得数据。

利用 python 软件的 jieba 库，将核心关键词作为自定义

词库，对导出的聊天记录对话文本进行精确模式分词，同时

获取该关键词的前 3 个词和后 3 个词及词性，对分词结果进

行词频统计，汇总，排序。人工精准分析每个核心关键词的

性质，获得精液相关咨询频率。

将 2 个来源获得的咨询内容进行清洗，合并，归类，

经过逻辑分析，将抓取的相关词汇进行聚类分析，获得咨询

量；产出相关咨询数据 - 咨询内容，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进行描述性分析，采

用在线工具 Sugar BI 进行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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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咨询词的数据量

获得咨询信息（咨询词）共 1240658 条，根据咨询内容

合并词义相近咨询词，进行聚类分析，获得 110 个主要咨询

词，见图 1。咨询词分为 12 个咨询热点问题，排位以咨询

受孕同房时机为第 1，见图 2。

图 1		女性性健康咨询热词可视化词云图

图 2		女性性健康咨询热词分类和咨询量

2.2 受孕与同房时机

咨询词 13 个，见图 3。

2.3 性生活与妇科炎症

咨询词 8 个，见图 4。

	

图 3		受孕与同房时机的咨询量

图 4		性生活与妇科炎症的咨询量

2.4 性生活与避孕

咨询词 8 个，见图 5。

2.5 阴道干涩与润滑

咨询词 11 个，见图 6。

图 5		性生活与避孕的咨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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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阴道干涩与润滑的咨询量

2.6 阴道性交

咨询词 9 个，见图 7。

2.7 备孕中性行为

咨询词 6 个，显示在排卵期以怀孕为目的性生活 / 同房

行为中，男方及男女双方均会遇到或出现性交障碍，见图 8。

图 7		阴道性交的咨询量

图 8		备孕中性行为的咨询量

2.8 性生活异常

咨询词 7 个，见图 9。

2.9 男方性能力表现

咨询词 6 个，见图 10。

图 9		性生活异常的咨询量

图 10		男方性能力表现的咨询量

2.10 高潮与性满意度

咨询词 11 个，见图 11。

2.11 性欲

咨询词 10 个，显示性欲高 / 强占 31.56%，性欲低 / 弱

占 68.44%（不含无明确定性的“性欲异常”）；见图 12。

图 11. 高潮与满意度的咨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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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性欲的咨询量

2.12 性生活与处女膜

咨询词 14 个，见图 13。

2.13 性功能障碍

咨询词 7 个，见图 14。

图 13		性生活与处女膜的咨询量

图 14		性功能障碍的咨询量

2.14 咨询热词和热度

在 12 个咨询热点的 110 个咨询词中，咨询量排位前 3

在 10 万级以上，咨询热度占 28.37%；排位前 30 在万级以

上的咨询热词，咨询热度占 89.15%（前 10、20 的咨询热度

分别占 63.97%、79.90%）；排位 31-63 在千级（占 9.76%），

排位 64-92 在百级（占 1.02%），排位 93-110 在十级（占

0.06%）。见图 15 和图 16。

图 15		排位前 30 的咨询热词与咨询热度（%）

图 16		排位 31-110 的咨询词与咨询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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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女性性健康相关的 12 个方面咨询中，咨询热点主要

为受孕与同房时机（占 34.81%）、性生活与妇科炎症（占

26.06%）、性生活与避孕（占 16.53%）。而男方性能力表现（占

1.95%）、高潮与满意度（占 1.77%）、性欲（占 1.27%）、

性生活与处女膜（占 0.33%）、性功能障碍（占 0.18%）等

问题咨询比例较低，咨询者更关注孕育相关问题，对于女性

在性生活中的感受并不是咨询者重点关注的内容。

分析受孕与同房时机、性生活与避孕两类相关问题热

词发现，咨询同房怀孕相关问题人数最多，咨询同房怀孕相

关问题与避孕相关问题咨询超过总咨询量半数，说明咨询者

在同房时首要关心的问题是会不会怀孕，其次才是个人的舒

适与享受。通常医生会根据排卵监测指导备孕夫妻同房，且

同房后是否能够成功受孕着床还跟子宫内膜形态、厚度极子

宫内膜容受性有关，针对不同的人群需要做好完整的检查以

及支持治疗，要有不同的促排卵药物和促排卵方案。促排卵

前严格把握适应证，排除禁忌证，综合 B 超，血尿 LH 值精

确把握排卵时间，安排恰当同房时间，把握最佳的怀孕机会，

同时积极预防 OHSS、多胎等并发症 [4-6]。

性生活与妇科炎症咨询量占比第二，在性行为过程中，

如不注意卫生，细菌会被带入阴道中，加上男性精液为碱性，

会对阴道正常 pH 造成影响，改变阴道环境，从而出现妇科

炎妇科炎症。而如果男性本身患有泌尿系统及生殖系统感染

炎症，在同房时也会传播给女方。如果在这种状态下频繁进

行性生活，不仅会影响疾病治疗效果，而且可能加重病情。

性生活与避孕中以咨询避孕套为主，避孕套是副作用

少、经济，且能阻止性传播疾病。在完全正确使用避孕套的

前提下，理论上都可以达到有效率约 95% 以上的避孕效果，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正确且不间断地使用乳胶避孕套

可使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风险降低 80% ～ 95%，将人类乳头

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传播给女性的风险降

低约 70%，也可以有效减少二型单纯疱疹病毒的传播风险 
[7-9]。

但安全期避孕咨询量占比仍超过 30%，分析主要原因

为避孕工具获取不方便 , 其次为既往使用避孕套较不使用避

孕套性体验舒适度差异及心存侥幸心理。

口服避孕药与紧急避孕药作用区别迥异，复方短效口

服避孕药是由低剂量的孕激素和雌激素组成的避孕药，可以

由女性自主选择服用，具有使用便捷、不影响性生活、可随

时停药等优势。除了高效避孕以外，还可产生额外的健康益

处，如缓解痛经、减轻痤疮、治疗异常子宫出血等。如能严

格正确服用，避孕失败率仅 0.3%。但我国短效口服避孕药

使用率仅 1.2%，远低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目前国内相关

研究和推广主要集中在非避孕治疗和流产后计划生育优质

服务中应用。但这两类人群属于特殊的应用场景，且人群规

模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应用水平。且复方短效口服

避孕药作为一种药品，临床医生对其认知及态度是其能否被

广泛推广的关键 [10-14]。

紧急避孕药物，主要是由孕激素组成。是通过改变宫颈

黏液的理化性质，从而抑制精子穿透以及胚泡的着床发挥作

用的。但药物同时还可以改变排卵前垂体的激素水平，从而

抑制排卵，使得下丘脑一垂体卵巢轴的调节功能紊乱，主要

的作用机理就是干扰黄体功能抑制排卵并影响子宫内膜的

生成。紧急避孕药物只是针对一次性无保护性生活的补救，

对下一次无保护性生活无效．切服药时间距离性生活时间越

近越好。建议没有妊娠需求的人群采取常规的避孕措施，尽

量避免使用紧急避孕药物 [15-19]。

放置宫内节育器是一种长效可逆避孕方法 , 其避孕失败

率 <1%。放置宫内节育器曾经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要避孕

措施。美国妇产科学会 (ACOG) 和美国儿科学会 (AAP) 推荐

皮下埋植避孕剂作为青少年长效可逆的避孕方法之一。皮下

埋植避孕失败率 <1%, 并且能够减少痛经和盆腔疼痛。经皮

避孕贴失败率是口服避孕药的 9%[20-23]。

从女性性健康咨询大数据分析来看，咨询者本人具有

局限性，同房目的多以备孕为主，而非备孕情况下同房，咨

询者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同房是否会导致各种妇科炎症，其次

是如何避孕，对于性生活感受与享受的方面咨询量较低，中

国人较为内敛，过去男性讨论性被视为耍流氓，而女性更是

谈性色变，随着改革开放，社会风气逐渐宽松，女性对于性

的话题逐渐开始不再避讳。对于女性性健康的实现，在女性

生殖器官功能健康完整的基础上还需要有心理、社会和情感

等诸多因素的健康，因此当社会可以包容女性畅谈性行为感

受的那一天，女性的性健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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