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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背景
全球越来越认识到，经期健康与卫生 (MHH) 是一个重要的健康、教育、权利和性别平等问题。1–4

尽管全球在努力逐步增强对经期健康与卫生的支持，但缺少经过充分验证的指标和相关测评
会成为取得进展的巨大障碍。在国家层面上，标准化的指标和相关测评工具的缺失，束缚了人
们对不同人群的、长期的经期健康与卫生状况的了解。这也阻碍了对旨在改变现状的政策的
出台和计划开展评估的进度。 

缺乏标准化指标会影响到针对支持经期健康与卫生、统一方法并让政府和服务提供商承担责
任而制定目标和评价的进展。为了监测经期健康与卫生的主要领域，最需要的指标和措施是
与关键部门保持一致的指标和措施，包括健康[性和生殖健康 (SRH) 和社会心理健康]、教育、
性别，以及“水、环境和个人卫生”(WASH)。5 尽管经期健康与卫生对各关键部门的工作结果有
潜在影响，包括对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的贡献，最近除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的《供水、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联合监测计划》( JMP) 努力将经期
健康与卫生纳入“水、环境与个人卫生” 监测之外，6 大多数国家尚未将与经期健康与卫生相关
的标准化指标纳入这些关键部门的工作领域进行国家层面监测。6–8 

为支持各国监测女生ii 在校内外经期健康与卫生方面取得的进展，一个由经期健康与卫生专
家组成的全球协作组织与来自四个示范国家/地区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和领导人合作，旨在制
定优先指标清单（简明清单）。这些指标在各个优先领域监测经期健康与卫生，旨在实现各个
国家/地区2 之间和长期的可比性。

1.2 指导文件的目的和内容
本指导文件的目的旨在为推荐的指标简明清单提供技术指导，以监测在为女孩提供经期健康
与卫生支持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本指导文件以该群体为主简要介绍了制定简明清单的方法和
收集经期健康与卫生数据的考虑因素iii。5,9本文提出了每种指标的理由、其有用性和数据收集
面临的挑战，以及测评指导、每种指标数据来源的细节和在编撰时的使用证据。

ii  为了便于采纳推荐的简明清单，我们选择利用国家层面指标中的现有措辞，即交替使用“女生”和“女性”。未来的编撰
应旨在更多包括妇女和所有经期人群。

iii  该简明清单侧重于青少年年龄组，因为用于确定该人口组的优先指标和测评的证据基础更强。我们并未设定年龄范
围，因为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地区对重点群体的偏好。

1 前言

用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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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当前证据的指标简明清单和相关测评，供各个国家/地区
启动工作。

• 专为女生设计，但有些指标和测评可以在成年妇女中予以调
整和测试。

• 尽可能与现有的国家监测工具保持一致，比如 JMP/《人口统计
与健康问卷调查》(DHS)/《多指标集群问卷调查》(MICS)。

• 全面的经期健康与卫生指标清单和测评

• 有关数据收集方法的详细技术指导

• 经过充分验证的、明确的指标清单；必须进行测试以评估有效
性，而且可能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调整。

1.3 简明清单的编制
由经期健康与卫生专家（核心小组）与四个示范国家/地区从事经期健康与卫生监测的国家层
面的专家/利益相关者磋商协作，领导了简明清单的编制。各项工作得到了由监测专家组成的
全球顾问小组成员的支持。有关包含四个步骤的简明清单编制方法，请参见附录 1。

1.4 优先指标简明清单
确定了一个由 21 个优先指标组成的简要清单和相关测评问题。这些指标和测评摘要详见 
表 1，其中按照旨在全面解决女生经期健康与卫生的关键经期健康领域予以介绍。该表还注
明了每个指标将收集哪个层面（个人、学校、国家）的数据。有关每个指标的更多细节，请见下
文的技术指导部分。 

这是：

这不是：

用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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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优先经期健康与卫生指标简要清单a

经期健康与卫生领域 数据收集层面 指标

个人 1 在上次月经期的时候，拥有足够月经用品的女生百分比。

学校 2 拥有可供女生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月经用品的学校百分比。

个人 3 在上次月经期的时候，在学校更换过月经用品的女生百分比。

4 在上次月经期的时候，在学校中的干净、私密和安全的空间中
更换过月经用品的女生百分比。

学校 5 在调研期间，拥有改善的男女分开式和可用（可供使用、功能正
常和私密）的公共卫生设施的学校（小学/中学）的百分比。

6 在调研期间，拥有改善的男女分开式、可用（可供使用、功能正
常和私密）、可从里面锁闭的、配有带盖垃圾桶并具有隐蔽处置
垃圾方式的公共卫生设施的学校（小学/中学）的百分比。

7 在私密空间配备水和肥皂，供女生更换月经用品和处理个人卫
生的学校（小学/中学）的百分比。

个人 8 在小学和中学接受过月经知识教育的学生 
（男生/女生）的百分比。 

9 在初潮之前了解月经知识的女生百分比。

10 正确了解排卵周期中生育期的知识的女生百分比。
学校 11 为 9 岁及以上学生提供月经知识教育的学校的百分比。

12 在小学或中学阶段，有月经健康与卫生方面的岗前
教师培训或在职教师培训。

13 至少有一名教师接受过中小学生月经知
识教育培训的学校百分比。

政府/国家 14 国家政策规定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开展月经知识教
育的国家/地区的百分比。

个人 15 在上次月经期的时候，能够在需要时减轻月经（腹部/背部/
痉挛）疼痛的女生百分比。

16 愿意向社区卫生中心、诊所等医疗保健机构咨
询月经问题的女生百分比。

个人 17 在月经方面，认为有一个可以向其放心求助（建议、提供资源、
情感支持）的人的女生百分比。

个人 18 表示月经期不影响其正常生活的女生百分比。

19 在上次月经期的时候，上课未受影响的女生百分比。

政府/国家 20 制定了与经期健康与卫生内容相关的政策或计
划的国家/地区的百分比。

21 为经期健康与卫生干预工作，制定了国家预算；及时
高效为学校拨付了资金。 

用品

水、环境跟个人卫生  

知识

不适/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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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健康影响

政策 

a. 有关指标层次定义的解释，请参见附录 2。
b. 我们在本指导文件中使用“月经用品”以包括各种材料（例如，一次性/重复使用衬垫、织物等）
c. 为了便于采纳推荐的简明清单，我们选择利用国家层面指标中的现有措辞，即交替使用“女生”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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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2.1 经期健康与卫生数据收集指南
在个人、学校和国家层面收集有关经期健康与卫生的高质量数据时，有多种关键考虑因素：

•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月经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特别是对女生、某些妇女和男人而言，更是
如此。数据收集团队在开展工作之前，必须先接受良好的培训，了解和掌握如何以适当和尊
重的方式询问月经相关的事项，同时应当知悉月经耻辱感可能给受访者带来的影响。出于
受访者安全、感受和质量方面的考虑，对女生的数据收集建议由女性调查员进行。 

• 应仔细进行测评的翻译工作并配备逆向翻译，以确保问题和回答选项的含义不会被改变。 
• 有关月经经验的问题的了解，应该只向有过月经的人进行了解。对于某些指标而言，必须要

提出能了解女孩是否已经开始来月经，和/或她们目前是否在上学等资格性问题（示例资格
性问题详见附录 3）。有些指标还需要提出有关女生年龄和班级/年级等其他问题。

• 为了得出关于国家层面进展的结论，必须采用适当的抽样方法。应当报告数据收集方法，要
特别注意个人和学校的抽样方式，以便透明地传达数据的代表性。很多建议的指标都针对初
潮后的女孩。应当透明地报告数据收集中包含的年龄范围，以确保在不同情况下的可比性。

• 收集有关个人受访者个人特性的额外数据，如残疾情况、地理、民族、流动身份等，将方便
数据的分类，以确定具体群体亚群和/或差异的需求。 

个人指标的数据收集，建议通过个人层面的问卷调查进行收集，学校指标则通过学校层面的
问卷调查进行收集。这些数据收集方法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在制定数据收集计划和分析调查
结果时应予以考虑。同时提出个人和学校层面的指标提供了一种可以对调查结果进行相互印
证并加强得出的结论的方法。

2	 国家层面经期健康与卫生优先指标
简明清单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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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面 学校层面

• 数据采集了女生的自身经验。

• 数据可评价通过政策和计划规定
的测评是否转化成为女生提供的
更好资源或经验。

• 数据可按个人特性予以分类， 
比如年龄、残疾情况或社会经济
特性（即民族、宗教、语言、流动身
份等）。

• 有关收集分类数据的进一步指导
由联合国统计司提供67。与卫生清
洗残障有关的数据收集和监测的
具体指导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
供68。有关在监测工具中纳入残疾
内容的一般性指导和具体问题由
华盛顿集团提供69。

• 数据可提供有关学校提供资源和
服务的信息。

• 数据可追踪可能与计划和预算项
目相关的输出。

• 向年纪较小的女生提问有关个人
月经习惯的问题可能比较敏感；
必须要对调查员进行正确的培
训，以确保受访者能够自如地回
答问题。 

• 主动报告的问题可能很容易伴随
偏见。女生可能会表述其认为采
访者希望听到的内容，所以必须
要明确表明，她们可以按其心愿
自由地回答问题。

• 很多提议的指标/测评都询问上
次月经的情况，这可能不代表通
常的经验。

 ° 由于缺乏证据，无法确定上次
月经在多大程度上可代表典
型的经验，这可以在未来的研
究中加以解决。 

• 女生可能没有上过学，也没有被
问及的时间段的相关答案（例如
上次月经期）。

• 收集的数据只代表问卷调查时已
有的设施、服务或资源，可能并不
反映这些方面全年的质量或存在
情况。

 ° 已有的设施、服务或资源的提
供并不能反映女生们愿意使用
这些设施、服务或资源。该局限
性可以通过与个人层面的指标
进行相互印证加以解决。

• 数据的质量会受到代表学校受访
者回答的影响。学校管理者可能会
因虚报设施、服务或资源的提供方
面而获得既得利益，特别是在用
于审计时。如果由学校之外的观
察员收集数据，则可以解决这种
局限性。

优势

局限性

用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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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优先指标技术指南

经期健康与卫生领域：用品

指标 1 在 上一次月经期 时候，拥有足够月经用品的女生百分比。

目的 
经期健康要求女生们能够使用充足、安全和舒适的用品收集或吸收经血，并且能够可靠地获得
这些用品。本指标可反映女生们获得足够月经用品来收集或吸收经血的情况。该指标从女生们
自己的视角出发，了解其在上次月经期间拥有的用品数量是否充足。 

定义 表示在上次月经期间有足够用品以收集或吸收经血的初潮后青春期
女生的比例。

分子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女生中，在上次月经期间获得足够月经用品 
的人数。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初潮后女生总数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包括一般青少年人口（例如家庭问卷调查），或包括具体亚群体 
（例如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基于群体的

问卷调查10

（备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指标类型 结果
测评方法 通过自我问卷调查或统计员管理的问卷调查个人主动报告。

为了采集个人自己对获得用品的看法，需要从目标人口中征集回答。 

问卷调查问题
1 a) 在您上次月经期间，您是否拥有足够的月经
用品，可以在您想换的时候随时更换？
是

否

不记得了

证据和考虑因素
选择该指标的目的是提供以女生为主的月经用品获取情况的测评。它是根据《月经实践需求
量表》11 中的一个项目制定的，该量表随后被纳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经期健康与卫生监测
指南》。5 这是继强调个人月经用品偏好在个人和人群之间各不相同，12 以及所使用的用品类
型可能并不反映未满足的用品需求之后的又一举措。13

用品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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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概念可供考虑，以反映是否能获得足够的用品，比如使用首选用品、知情选择、方便获
得，以及充足的用品数量和质量。选择该指标的目的是代表一个基本的获得水平：拥有足够的
用品。未来可能会设计一些用以评价女生们是否能获得足够数量的其首选用品的指标。 

指标 2 拥有可供女生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月经用品的学校百分比。 

目的 
学校可以支持女生们可靠地获得经期用品（一次性或可重复使用），从而确保配备这些用品并
在意外之需时免费提供。该指标反映了各学校应急用品的提供情况。

定义 在紧急情况下可给女生提供月经用品的学校百分比。这表示学校为
那些在校期间突然来月经或需要在校期间更换的女孩们准备了月经
用品。这并不是说学校成为女生们所有月经用品的唯一来源。 

分子 问卷调查时在紧急情况下向女生提供月经用品的受访学校数量。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学校总数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学校样本。 
（备选：例如在一个国家/地区中的具体亚群体学校）

指标类型 输出
测评方法 数据由机构层面的行政管理人员报告，最好通过调查员观察进行有

效性检查。 

问卷调查问题
2 a) 在问卷调查时，在紧急情况下学校是否提供
月经处理用品？ 
是（免费）

是（收费）

否

证据和考虑因素
制定该指标的目的是填补核心小组在报告学校环境中在获得月经用品方面识别的差距。该指
标改编自菲律宾教育部 (DepEd) 的《3 星级学校卫生清洗监测表》。14 所谓的“紧急情况”系指
女孩们在上学期间月经来潮，但没有随身准备月经用品的情况。 

本指标未包括评价在紧急情况之外学校提供免费产品的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对各国/地区目
前使用的指标和干预措施进行的案头评审表明，对于很多国家/地区而言，为所有月经来潮的
女孩和女教师提供持续、稳定的全面供应，目前还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而且往往取决于时间

（即产品在学校的配送情况每月都有很大不同）。

用品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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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健康与卫生领域：水、环境与个人卫生

指标 3 表示在其上次月经期在学校更换过月经用品的女生百分比。 

指标 4  在上次月经期在学校中的清洁、私密和安全的空间中更换过月经
用品的女生百分比。 

目的
经期健康与卫生要求在月经期间能够使用可护理身体的支持性设施，包括能够使用清洁、私
密和安全的空间来更换月经用品。在学校环境中能够使用支持性空间是确保女生在学校经期
健康与卫生的一个优先事项。指标 3 和 4 相互配合描述了女生在学校能够使用支持性空间的
情况。指标 3 反映了在学校更换月经用品的女生的比例，而指标 4 则表明了她们使用的空间
是否满足其需求。这两个指标适用于月经初潮后的女生（那些已经开始来月经的女生），“月经
初潮”系指某个人月经的开始。

指标	3
定义 根据女生的主动报告，在其上次月经期间在学校更换月经用品的初

潮后女生的比例。
分子 接受问卷调查的女生中表示在其上次月经期间在学校更换过月经用

品的女生比例。

分母 上学的接受问卷调查的初潮后女生的总数

问卷调查问题
3 a) 在您上次月经期间且您正上学时，您是否更
换过月经用品？
是

否

指标	4
定义 根据女孩的主动报告，表示在其上次月经期间在学校更换月经用品

所在的地点清洁、私密和安全的初潮后女生的比例。

分子 接受问卷调查并表示在其上次月经期间在学校更换月经用品所在的
地点清洁、私密和安全的初潮后女生的数量。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并表示在其上次月经期间在学校更换过月经用品的初
潮后女生的总数。 

水、环境与个人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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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问题
4 a) 如果回答为是（即在学校更换过月经用品）
；您更换月经用品所在的地点是否清洁？
是

否

4 b) 如果回答为是（即在学校更换过月经用
品）；您当时是否担心您在更换月经用品时会有
人看到？
是
否

4 c) 如果回答为是（即在学校更换过月经用品）；
您在更换月经用品时是否感到安全？
是
否

指标	3	和	4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备选：女孩的家庭问卷调查）*  

指标类型 结果
测评方法 个人主动报告。

为了采集个人自己的看法，需要从目标人口中征集回答。

证据和考虑因素
指标 3 是由核心小组根据实施反映学校设施质量的问题的经验制定的。该指标旨在概述指标 
4 的分母。此外，它还强调了可能不需要或不愿意在学校更换月经用品或没有可用的更换设
施的女生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在学校经历的上次月经，以避免调查数据收集的时机问题，因为
在学校放假后立即进行的问卷调查可能意味着很多受访者在其上次月经期间不在学校。在月
经期间从未上学的女生可能需要另设一个“不适用”的回答选项。 

指标 4 源自 2020 年《绩效监测和问责制》(PMA) 15 2020 年问卷调查计划》和 JMP，16,17 其中
包括更换月经用品地点的清洁度、隐私和安全。但用于构建该指标的问题则取自《月经实践需
求量表》(MPNS)。11 这些问题修改了那些最初在 PMA 和 JMP 中使用的问题，以避免使用诸
如“隐私”等难以一致翻译的术语，18,19 并关注受访者对更换月经用品环境的体验。该方法也
被用于公共卫生体验的调查中。20 此问题的表述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基于相同证据的经期健
康与卫生监测指南5 所采用的内容相似。该指标反映了女生在学校中的经验，而学校是支持参
加教育的优先地点。

* 上学的女生应该按照国家/地区内的具体情况予以定义，资格问题示例详见附录 3

水、环境与个人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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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也可能是制定旨在改善月经管理环境的政策和计划的场所，因此也是监测的对象。 
一个拓展的指标集可以包括女生在其家庭环境中的体验。
必须将指标 3 和指标 4 一并提出，以使答复符合实际情况。

指标 5  在问卷调查时，拥有改善的男女分开式和可用（可供使用、 
功能正常和私密）的公共卫生设施的学校（小学/中学）的 
百分比。 

指标 6  在问卷调查时，拥有改善的男女分开式、可用（可供使用、 
功能正常和私密）、配有带盖垃圾桶并具有隐蔽处置机构的学校 

（小学/中学）的百分比。 

指标 7  在私密空间配备水和肥皂以供女生处理月经的学校 
（小学/中学）的百分比。

目的
学校中处理月经的支持性空间和设施对于支持女生经期健康与卫生至关重要。指标 5、6 和 7 
反映了为经期健康与卫生提供越来越多支持性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学校比例。指标 5 反映了存
在经改善的男女分开式的功能正常、私密且配备可锁闭门的公共卫生设施。这些设施可供女
生在月经期间管理其卫生需求并更换月经用品。指标 6 扩大了指标 5 所询问的设施特性，以
进一步包括隐蔽处置月经垃圾的机构。指标 7 反映了提供女生在月经期间根据需要洗手或身
体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情况。

这些指标共同展示了配备了支持经期健康与卫生用水和公共卫生设施及服务的学校的比例。
切记要确保在更广泛的问卷调查中记录学校的类型（例如，是小学，还是中学，还是兼而有之）。 

指标	5
定义 提供经改善的男女分开式公共卫生设施的学校比例。
分子 在问卷调查时拥有至少一个可满足所有三项标准的公共卫生设施的

学校数量：
• 改善后的公共卫生设施（即：冲水/倒水式冲水卫生间、带石板的坑

式厕所、堆肥式厕所）
• 可使用的设施（功能正常、可用、私密）
• 男生和女生设施分开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学校总数

水、环境与个人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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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问题
5 a) 学校的学生卫生间/厕所是哪种类型？ 

（勾选一个 – 最常见的）
注意：
JMP 中的规定：“如果使用一种以上的类型，应
选择最常见的学生卫生间/厕所类型。答复选项
应予以修改，以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术语，从
而使答复能够按“改善后”、“未改善”或“无”进
行分类。在可行的情况下，可配备照片。12 “改
善后”的公共卫生设施系指在卫生方面将人类
排泄物与人类接触分开的卫生设施。学校环境
中的“改善后”的设施包括：冲水/倒水卫生间、
带石板的坑式厕所和堆肥式马桶。“未改善”的
设施包括：不带石板的坑厕、吊式厕所和桶式厕
所，或任何其他未将人类排泄物与人类接触分
开的设施。”17

冲水/倒水卫生间
带石板的坑式厕所

堆肥式卫生间

不带石板的坑式厕所

吊式厕所

桶式厕所

无卫生间或厕所

5 b) 男女生的卫生间/厕所是否分开？ 注意：
JMP 中的规定：“男女分开式卫生间是指学校有
单独的男生和女生卫生间，或者是单性别学校
并有厕所。14 若要符合分开的标准，设施应提供
可避开异性学生的私密环境，但该定义在需要
时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予以进一步定义。对于
男女生分时上课的学校（即女生和男生在不同
的时间上学），根据当地文化的不同，回答可以
是“是”，因为在使用时，卫生间只供女生使用。
此问题可能不适用于学前教育学校。”17

是
否

5 c) 目前可以使用（可用、功能正常、私密） 
的学生卫生间/厕所有多少？

注意：
JMP 中的规定：“只计算在问卷调查或回答调查
问卷时可以使用的卫生间/厕所，其中“可以使
用”系指卫生间/厕所 (1) 可供学生使用（门未上
锁或随时有钥匙），(2) 功能正常（卫生间未损坏、
马桶孔未堵塞、有水可冲洗冲水/倒水马桶），以
及 (3) 私密（有能从里面上锁的可关闭的门，而
且结构上无大缝隙）。如果不满足这三个标准中
的任何一个，卫生间/厕所就不应该被算作是可
用的。但可锁闭的卫生间可能不适用于学前教
育学校。”17

插入马桶孔/坐便/蹲位的数量

水、环境与个人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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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6
定义 提供改善的、男女分开式公共卫生设施并具有隐蔽处置月经垃圾机

构的学校比例。 

分子 在问卷调查时拥有至少一个可满足所有五项标准的公共卫生设施的
学校数量：

• 改善后的公共卫生设施（即：冲水/倒水式冲水卫生间、带石板的
坑式厕所、堆肥式厕所）

• 可使用的设施（功能正常、可用、私密）
• 男生和女生设施分开

以及
• 公共卫生设施具有带盖垃圾桶
• 学校配有隐蔽处置月经垃圾的机构。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学校总数

问卷调查问题
指标 6 扩大了指标 5 所询问的设施特性，而且还包括隐蔽处置月经垃圾的方式。同理，问卷调
查问题 5a、5b 和 5c 必须与以下内容一起纳入其中，以便正确报告指标 6。

6 a) 女卫生间中是否配备了可隐蔽处理使用过
的月经垃圾的方式？

注意：
隐蔽处置机构可在不被人看见的情况下处置使
用过的用品并完全容纳使用过的用品。示例包
括带盖垃圾桶或厕所内部通向焚化炉或储存室
的垃圾道。

是

否

6 b) 学校是否有可处置月经卫生垃圾的处 
置方式？

注意：
JMP 中的规定：“处置机构可包括焚烧或校区
内的其他安全方法，或通过城市垃圾系统安全
储存和收集，以适用的为准。不适用于学前教
育学校。”17

是

否

指标	7
定义 为女生提供处理月经的私密空间，并配备肥皂和用水的学校比例。 

私密空间可以是公共卫生设施，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 
分子 在问卷调查时提供满足所有三项标准的空间的学校数量：

• 供女生处理月经卫生的私密空间
• 在私密空间中提供处理月经卫生的用水
• 在私密空间中提供处理月经清洁用的肥皂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学校总数

问卷调查问题
7 a) 学校是否有可供女生处理月经卫生的私密
空间？
是
否

水、环境与个人
卫生



经期健康影响

用品用品

用品指南

用品前言

用品附录

知识

不适/失调

支持性社 
会环境

政策

女生经期健康与卫生优先指标清单：国家监测技术指南   16

水、环境与个人
卫生 

7 b) 供女生处理月经卫生的私密空间是否有水
和肥皂？

注意：
JMP 中的规定：“如果提供可进行隐蔽个人卫生
清洁（手和身体清洗）、清洁衣服/校服和清洗可
重复使用月经卫生产品（以适用的为准）的用水
和肥皂，则勾选是。”17

是，水和肥皂
水，但无肥皂
没有水

指标	5、6、7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学校样本。 
（备选：例如，在一个国家/地区/省/区/学区中学校的具体亚群体）

指标类型 输出
测评方法 数据由机构层面的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报告或由调查员进行观察

和报告。

解读 
有关此指标的其他分析协助，请参阅以下 JMP 文档： 

世界卫生组织 (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监测学校 WASH 的
核心问题和指标 [互联网]。日内瓦，2018 年。

证据和考虑因素
指标 5 是根据 JMP 的 《学校核心卫生问题》、21《2018 年孟加拉国家卫生基线问卷调查》22 和
菲律宾教育部 (DepEd) 的《3 星级学校 WASH 监测表》中的若干单个指标制定的。14 该指标将
有关可用公共卫生设施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合并为一个指标。

指标 6 是在指标 5 的基础拓展而来，增加了一套标准，以反映月经垃圾的处置。该指标是 JMP 
月经友好型卫生间设施指标的修改版。

本次并未将卫生设施的更多月经友好型特性纳入推荐的指标中，这些特性包括指标 4 中从个人
角度反映的清洁度、充足照明、厕所隔间/隔厅/蹲位内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处理月经，或配有镜子。23

指标 7 是由核心小组制定的，它借鉴了 JMP 的核心卫生问题和拓展的问题集，从而反映了提
供可用于月经处理的私人空间和提供可用于月经处理的肥皂和用水的情况，这可以包括洗手、
洗身体或清洗衣服上的血迹。本指标可以评价指标 6 和指标 7 所涵盖的公共卫生设施的其他
特性，也可以适用于某些学校/国家/地区提供的不同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指标 7，目前的测评是从学校受访者的角度评价隐私。而这并不评价该空
间是否可从里面锁闭，或使用者是否感到安全。

指标 5、6 和 7 是使用学校层面管理的单一检查单来填写的。

水、环境与个人
卫生

https://washdata.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2018-08/SDGs-monitoring-wash-in-schools-2018-August-web2.pdf
https://washdata.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2018-08/SDGs-monitoring-wash-in-schools-2018-August-web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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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健康与卫生领域：知识

指标 8 在小学和中学接受过月经知识教育的学生（女生/男生）的百分比。

目的 
需要开展有关青春期和月经的教育，以让女生掌握知识，帮其了解自己的身体、消除对月经的
恐惧，并支持月经的自我呵护。男孩也需要了解月经，以帮助形成支持性的社会环境。该指标
反映了学生（女性和男性）接受月经教育的程度，而与年级层面的数据相结合时，它可以提供
有关小学和中学中接受月经教育，并按班级/年级和性别分类的学生比例信息。“学生”一词既
表示女性也表示男性。

定义 表示已接受过学校层面提供的有关月经教育的学生（女性/男性） 
比例。

分子 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中在小学和/或中学已接受过有关月经教育的
学生数量。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总数（如果有下文注明的数据的话， 
请按性别分类）22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群体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备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指标类型 结果
测评方法 通过自我问卷调查或统计员管理的问卷调查个人主动报告。

问卷调查问题
8 a) 您是否曾（在学校）接受过有关月经知识的
教育？

注意：
那些回答“是”的人作为分子。

是，在小学

是，在中学

是，在小学和中学

否，在学校未接受过有关月经知
识的教育

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是根据《2018 年孟加拉国国家卫生基线问卷调查》22 中的一项指标制定的，它反映了
为中小学女生提供月经卫生教育的学校比例。核心小组制定了新的指标，以反映学生个人回
答其接受的教育，并拓展该指标以反映男学生的观点。对男生进行有关月经的教育可有助于
提高整个群体的知识，并使月经正常化，消除神秘感。24–26 该指标在制定全国受教育学生的百
分比之外，也可用于表示国家层面以下各层面受教育学生数量的区域百分比差异。按性别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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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可用于表示向男女学生提供的教育。未规定年龄，因为每个学校、学区和国家/地区的年龄
范围各不相同，但可以利用当地关于年龄范围的情报来推算出在何时为女生提供月经期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该指标并没有提供有关所接受教育的质量信息。此外，课程可能不包括每年开
展的月经教育，所以根据抽样的年级和学年内的问卷调查时机，调查结果可能存在差异。因此，
我们使用“曾经”一词来反映学生在学校教育期间可能接受的任何学习。

指标 9 在初潮之前了解月经知识的女性百分比。

目的
在以不同背景开展的研究中，在第一次月经前不知道月经则会与苦恼相伴。3 经期健康要求掌
握准确和及时的月经知识。该指标反映了女生在第一次月经前应该及时获得的最低水平的知
识，以支持经期健康与卫生。在月经初潮前掌握月经知识可能表明女生已经从父母或学校获
得了相关信息。27

定义 表示其在初潮之前已知道月经的初潮后女生的比例。
分子 表示其在第一次月经期之前知道月经的初潮后女生的数量。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初潮后女生总数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群体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备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指标类型 结果
测评方法 个人主动报告。

为了采集个人自己对其获得知识的看法，需要从目标人口中征 
集回答。

问卷调查问题
9 a) 在您经历第一次月经期之前，您知道有关月
经的知识跟事情么？

注意：
那些回答“是”的人作为分子。

是
否
不记得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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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是在日内瓦举行的 2019 年监测经期健康与卫生会议期间制定的；9 与《2018 年孟加拉
国家卫生基线问卷调查》使用的测评类似，22 与其配合的还有反映在第一次月经前听说过或知
道月经的受访者比例的其他小型或国家层面以下的研究。28–31,32

该指标只反映了女生主动报告的在初潮前对月经的认识，并未反映她们是否拥有准确的信息
或全面的教育。它并不询问女生当时是否觉得已为月经初潮做好了准备。知识的准确性以及
对月经初潮的准备，可能代表了更高级的标准，而未来的指标可能解决这些概念。

指标 10 了解排卵周期中生育期的正确知识的女性百分比。

目的
该指标反映了排卵周期和生育期的知识。它提供了有关月经知识准确性以及月经与生殖之间
联系的信息。

定义 能够在排卵周期中准确识别生育期的女生比例。
分子 能正确回答以下两项标准的初潮后女生的数量：

• 是否有女性更容易怀孕的特定日子（是的）
• 最佳受孕期的正确时机（例如，两次月经的中间）。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初潮后女生总数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群体为基础的问卷调查（比如《人口统计与健康
问卷调查》[DHS]）

（备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指标类型 结果
测评方法 通过自我问卷调查或统计员管理的问卷调查个人主动报告。

问卷调查问题
10 a) 从一次月经期到下一次月经期，是否有女
性更容易怀孕的特定日子？

注意：
对此问题的“正确”回答为“是”。

是
否
不记得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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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 如果回答为是，此时间是在经期刚开始
之前、月经期间、月经期刚结束之后，还是两次
经期中间？ （选择一项）

注意：
此问题的“正确”回答是“两次经期之间”。

经期刚开始之前
月经期间
月经期刚结束之后
两次经期之间

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是根据 2017-2018 年《人口统计与健康问卷调查妇女问卷》33 的以下指标制定的：根据
排卵周期内最佳受孕期知识而利用安全期避孕法的 15-29 岁结过婚的妇女百分比分布。尽管

《人口统计与健康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包括不同的目标群体（15-49 岁已婚妇女，而不是青
春期女生），但更年轻受访者的知识可用来提供有关月经周期准确知识的见解。作为对月经知
识的“测试”，该指标比其他主动报告的项目更能提供关于个人知识准确性的客观信息。此问
题可以纳入对青少年的问卷调查中，以便在《人口统计健康问卷调查》之外为该指标提供数据。 

该指标在经期健康与卫生和性健康及生殖健康之间建立了纽带。34,35 有关该主题的教育可以
在性教育的背景下提供，但并不表示女生拥有关于月经生理、生殖或自我护理的全面知识。

指标 11 为 9 岁及以上学生提供月经教育的学校的百分比。

目的
该指标提供了学校层面有关月经教育纳入学校课程的数据。它提供了有关是否及时提供月经
教育以支持女生经期健康与卫生的见解。

定义 将月经知识教育纳入 9 岁及以上学生课程的学校比例。 
分子 表示已将月经知识教育纳入 9 岁及以上学生课程的学校数量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学校总数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在全国层面或者地方性层面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学校样本。 

指标类型 输出
测评方法 数据由机构层面的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报告或由调查员进行观 

察和报告。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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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问题
11 a) 您的学校是否提供月经方面的教育？ 
是，仅限女生
是，包括女生和男生
否

11b) 如果回答为是，学生在
几年级开始接受月经方面
的教育？

11c) 如果回答为是，该年级
的年龄范围是多少？

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借鉴了《2018 年孟加拉国家卫生基线问卷调查》22 的一项反映是否为中小学校女生提
供月经教育的指标，以及菲律宾教育部《WinS 监测系统》14 的一项反映接受有关经期健康与卫
生信息、教育和沟通资料的四年级（9 岁）及以上女学生比例的指标。

该指标提供了一种学校/输出层面的指示，可以与指标 9 中提供的学生报告相互印证。用于构
建该指标的测评意味着该指标可按性别呈现，以显示接受月经教育的女生和男生的比例。选择 
9 岁作为目标教育年龄的目的是确保在月经初潮之前接受有关月经的信息。学校课程中存在月
经信息并不能反映教育是否按计划进行，也不能反映教育的质量。它并不意味着学校中的所有
学生都接受了信息，也不能反映所接受信息的类型。今后，该指标可能予以拓展，以评价月经教
育课程是否包括有关月经生理、生殖以及有关月经期间身体护理的信息。

指标 12  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教师提供了月经方面的岗前培训或
在职培训。

指标 13  至少有一名教师接受过中小学生月经教育培训的学校百分比。

目的
指标 12 和 13 反映了教师能够获得培训的情况，以及他们是否掌握了对学生进行月经教育的
相关知识。这两个指标可与其他知识指标结合使用，以说明向学生提供的和学生接受的月经教
育的程度和质量。有关月经的正面教育可以让女生掌握关于其自身生理和周期的知识，以及有
关在月经期间照顾自己身体的信息，从而为女生经期健康与卫生提供支持。正面的月经知识教
育还可以消除对月经的恐惧、误解和耻辱感。指标 12 反映了提供职前和在职教师培训的情况，
而指标 13 则反映了至少有一名接受过培训的教师的学校比例。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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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2
定义 为教师提供有关月经教育的岗前教师培训或职前培训的学校比例。 
分子 表示为教师提供有关月经教育的在职或岗前培训的学校数量。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学校总数

问卷调查问题
12 a) 教师在岗前培训或在职培训中是否接受有
关月经教育的培训？ 
是
否

12 b) 如果回答为是，为教师提供的月经知识
教育都包含哪些内容？

注意： 
这不是指标的一部分，但将其纳入的目的是获
得有关回答“是”的人提供进一步的信息。生理与生殖

有关身体护理的实用指南
两者都有
两者皆无

指标	13
定义 至少有一名教师接受过有关月经教育培训的学校比例 
分子 表示其至少有一名在职教师接受过如何为学生提供有关月经教育的

培训的学校数量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学校总数

问卷调查问题
13 a) 该学校（总数中）有多少教师接受过如何为
中小学生提供有关月经教育的培训？

教师数量  
（教师总数）

指标	12	和	13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在全国层面或者地方性层面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学校样本。 

指标类型 输出

测评方法 数据由机构层面的行政管理人员报告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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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和考虑因素
指标 12 和 13 是根据菲律宾教育部《3 星学校 WASH 系统》工具制定的的，反映了接受过如何
讲授月经知识培训内容的教师比例。

指标 12 反映了提供培训的学校比例，指标 13 则反映了具有已经接受过培训的教师的学校比
例。指标 12 还有一个旨在反映月经教育内容的拓展测评。根据国家/地区需要，该指标可予以
拓展以要求提供有关月经生理、生殖和实用护理方面的培训。但目前这个宽泛的指标则提供了
对教师可获得的在职/岗前培训程度的基线评价，以便帮助监测教育者的培训质量以及向学生
讲授月经相关知识的信息质量。 

指标 13 要求学校有一名已经过培训的教师。值得注意的是，该指标可以根据前几年收集的
信息和国家目标针对每个国家/地区进行调整，例如，改为 50% 的教师接受过培训，而不是只
有一名培训过的教师。

在未来，该指标可予以拓展，以评价所接受的教师培训的质量和充分性，以改善与月经相关的
教育内容的讲授。 

指标 14  国家政策规定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开展月经教育的国家/地区的百
分比。 

目的 
该指标将被用于在全球层面测评规定了在中小学开展月经教育的国家政策情况。关于月经教
育的国家政策将有助于确保学生接受准确和及时的生理学信息，从而在社会上形成支持经期
健康与卫生的氛围。该指标可提供有关学生个人发展、健康和福祉的重要信息。 

定义 制定了规定中小学校必须开展有关月经方面教育的国家政策的国
家/地区比例

分子 制定了规定中小学层面必须开展有关月经方面教育的国家政策的国
家/地区数量。 

分母 参加评价的国家/地区总数，按中小学层面划分。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政策文件的案头审阅。 

指标类型 输入
测评方法 该指标要求在国家层面从教育部门政策文件和/或关键知情人访谈

中收集数据，按学校类型（小学/中学）分类，并在国际上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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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问题
14 a) 您是否了解小学层面的教育政策、 
标准或程序中有规定有关月经的教育？ 
是
否

14 b) 您是否了解中学层面的教育政策、 
标准或程序中有规定有关月经的教育？ 
是
否

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是由核心小组与全球团队成员协作制定的，他们发现在学校体系中制定月经教育政策
的国家/地区总数的认识方面存在着差距，而这正是该指标旨在涵盖的方面。所以重要的是，
这些数据应在国家层面，而非任何下级政府层面收集，因为国家层面可能无法代表国家以下
层面有关在学校课程中纳入月经教育的政策。该指标可以应用于那些将教育体系下放以监测
国家以下层面政策的国家/地区（例如，有规定在小学和中学开展月经教育的省级/州层面政
策的省份百分比）。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的存在并不能确保有预算来实施，也不能说明教育已经分配下去，或反映
了教育质量。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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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健康与卫生领域：不适/失调

指标 15  报告在其上次月经期在需要时能够减轻月经 
（腹部/背部/痉挛）疼痛的女生百分比。 

目的 
很多青春期女生在月经前或月经期间会经历月经疼痛，比如腹痛、背痛和痉挛。该指标反映了
能够减轻其疼痛的女生比例。它可以用来表示能够获得有效止痛措施的女生比例。

定义 在其上次月经期间能够减轻其月经疼痛的女生比例。
分子 表示在其上次月经期间能够减轻月经疼痛的女生数量。
分母 在其上次月经期间经历过月经疼痛的初潮后女生的总数。这不包括

那些表示其“在其上次月经期间不需要减轻疼痛”的女生。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群体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备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指标类型 结果
测评方法 通过自我问卷调查或统计员管理的问卷调查个人主动报告。

问卷调查问题
15 a) 在上次月经期间您在需要时是否能够减轻
您的月经疼痛（与月经相关的疼痛）？
是
否
在上次月经期间我不需要减
轻疼痛

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是由核心小组与全球团队成员协作制定的，他们发现在关注月经疼痛方面存在差距。
该指标是根据过去各种问卷调查反映能够获得月经疼痛管控资源的妇女/女生比例的指标改
编的。通过询问女生是否能够减轻其疼痛，该指标可表明成功管控疼痛的程度，而不是能够获
得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的疼痛管控工具的情况。重要的是，要确保回答能反映到这是否不适
用（女生没有疼痛）。在制定该指标时还考虑的其他因素是《解决经期需求的自我效能量表》 
中的一个问题，即其中包括的有关对减少月经疼痛能力的信心问题。36

不适/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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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6 愿意向医疗保健机构咨询月经问题的女生百分比。

目的
经期健康包括能够获得对与月经周期有关的不适和失调进行及时的诊断、治疗和护理。该指
标将用于反映在个人层面女生在经历月经问题或异常时，是否能放心地寻求医疗提供商的帮
助。它可以用来评价医疗服务是否对青少年友好，以及女生是否利用这些服务寻求有关月经
问题的支持。

定义 表示在对其月经期间感到担忧时能放心地寻求医疗保健机构 
（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室等）帮助的女生比例

分子 表示在对其月经期间感到担忧时能放心地寻求医疗保健机构 
（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室等）帮助的女生数量。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初潮后女生总数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群体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备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指标类型 结果
测评方法 通过自我问卷调查或统计员管理的问卷调查个人主动报告。

问卷调查问题
16 a) 如果您对您的月经期间感到担忧，您是否
能放心地寻求医疗保健机构（如医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务室等）的帮助，比如学校护士、 
社区健康工作者或医生？

注意：
在测评中注明的医疗保健机构的示例可根据
实际情况予以更改。

是
否

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是由核心小组与全球团队成员协作制定的，他们发现在对女生寻求与月经有关的健康
帮助行为的认识方面存在着差距。与上一个指标相反，该指标在分母中包括了可能未经历过
任何月经困扰的受访者，以帮助衡量她们在需要时是否会感到放心地寻求医疗保健机构的帮
助，从而提供有关女生全部样本的数据。该指标反映了女生可感知的寻求医疗保健的放心感，
但它并未反映是否获得了医疗保健，也未反映寻求帮助的放心感是否转化为那些需要护理的
人的医疗保健。

未来可能制定旨在反映寻求医疗保健情况的指标，但会仅限于在群体问卷调查中可能难以定
义的经历月经困扰或问题的女生。

不适/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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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健康与卫生领域：支持性社会环境

指标 17  在月经方面有一个她们认为可以向其放心求助（建议、资源、
情感支持）的人的女生百分比。 

目的
社会支持已被确定为积极的月经体验和经期健康与卫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能够接触到可提供
信息、资源或情感支持的人是支持月经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支持女生寻求满
足其经期健康需求。有关月经的耻辱感，或缺少可提供支持的人员，可能意味着女生没有可以
寻求帮助的人。该指标反映了可以向至少一个人寻求支持的女生比例。 

定义 表示感到可放心地向某人寻求建议、资源或情感支持的女生比例。
分子 表示在月经方面有一个她们认为可以向其放心求助的人的女

生数量。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初潮后女生总数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群体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备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指标类型 结果
测评方法 通过自我问卷调查或统计员管理的问卷调查个人主动报告。

 问卷调查问题
17 a) 在月经方面您是否有一个您认为在需要
时可以向其放心求助（建议、资源、情感支持）
的人？ 
是
否

不适用/不需要

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是由核心小组与全球团队成员协作制定的，他们发现在女生获得有关经期健康与卫生
方面的支持的测评方面存在着差距。该指标是根据多项现有问卷调查中所使用的反映女生是
否放心寻求有关月经支持的指标改编的。31,37 该测评已经过修改以更清晰地规定可能寻求的
支持类型。该指标反映了最低程度的社会支持：拥有至少一位女生可放心向其倾诉的人。它并
未反映女生是否联络了此人，也未反映在提出请求时是否得到了支持。有些女生可能觉得她们
在经期不需要任何支持。为了更细致地了解女生在寻求月经支持方面的放心感，可以在测评中
使用李克特 (Likert) 风格的回答，比如“非常不放心、不放心、放心、非常放心”。

支持性社 
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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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健康与卫生领域：经期健康影响

指标 18 表示月经期不影响其正常生活的女生百分比。

目的：
该指标的目的是关注其日常活动未受到月经的某种负面影响的女生数量。参加和参与社会生
活不应受到月经的阻碍。尽管其他指标反映了为应对月经而提供的必要教育、支持和资源，但
本指标可用于推断这些努力的总体成就。该指标还关注了其日常活动受到月经的某种负面影
响的女生数量。

定义 表示其经期未影响其日常活动的女生（年龄？）比例
分子 表示其经期未影响其日常活动的女生数量
分母 接受问卷调查的初潮后女生总数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群体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备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指标类型 结果
测评方法 通过自我问卷调查或统计员管理的问卷调查个人主动报告。

问卷调查问题
18 a) 进入月经期并不影响我的日常活动。
是
否

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是根据在九个国家进行的《全球早期青少年研究》(GEAS) 中的一项测评修改的，而该
测评中有一个“度过月经/例假对我而言不是什么大事”的问题。38 MENISCUS 研究还包括一
个“月经期和其他日子一样”的问题。31 该测评也与那些用于反映对月经态度的测评类似，例
如 1980 年《月经态度调查问卷》39 (MAQ) 包括诸如“在月经期间避免某些活动往往是非常明
智的”等项目、还包括了诸如“应对月经很容易”等问题的 1993 年《月经态度调查问卷》，40 以及
包括了诸如“妇女每个月来月经很烦人”等项目的《有关月经的观念和态度调查问卷》(BATM)41。 

该指标总体上表明了受月经影响的女生的比例，但它并不表示她们所经历的困难或影响。

经期健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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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9 在上次月经期中上课未受影响的女生百分比。

目的
该指标反映了月经对女生上学的影响。经期健康与卫生需求得不到满足已被确定为影响女生
上学舒适感和意愿的障碍。

定义 上学未受其经期影响的女生的比例 
分子 表示未因其经期而难以上学的女生数量。 
分母 上学的接受问卷调查的初潮后女生的总数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以群体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备选：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指标类型 结果
测评方法 通过自我问卷调查或统计员管理的问卷调查个人主动报告。

问卷调查问题
19 a) 在您最近一次月经期间，您是否因月经期
而无法上课？ 
是
否

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是由核心小组与全球团队成员协作制定的。该指标改编自《行动绩效监测》问卷调查，15 
该调查评价了因上次月经期而缺课和缺勤的情况。42 尽管一些经期健康干预措施的试行测试
了各项计划对学校出勤率的影响，但证据不一，而且在准确反映与月经有关的缺课情况方面
面临着很多挑战。24,31,43 此外，很多人都强调，到校可能并不表示女生在参与日常活动方面的
舒适感和意愿。因此，该指标反映了女生自己对她们是否因月经而难以参与课堂活动的看法。
难以参与课堂活动的原因可能是月经疼痛、月经管控方面的困难或涉及月经的社会文化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该指标适用于上学的女生。以学校为基础的问卷调查不要求提出资格问题，但
以家庭为基础或其他抽样方法的问卷调查将需要提出资格问题，以便只询问仍在上学的女生。

反映主动报告的缺课情况的指标可能会开始讨论回答的准确性和偏见问题。该小组重新调整
了指标，以便让这个有关个人经期体验的基本层次的指标只专注于在学校参与课堂活动情况
以及学龄女生。 

* 上学的女生应该按照国家/地区内的具体情况予以定义，资格问题示例详见附录 3

经期健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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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健康与卫生领域：政策

指标 20  制定了纳入经期健康与卫生内容的政策或计划的国家/地区的百
分比。

目的
国家层面或国家以下层面的各种政策和计划有助于创造对大规模一致地实施经期健康与卫
生有利的环境。44 该指标旨在反映在其国家层面的政策或计划中纳入经期健康与卫生内容的
国家/地区。 

定义 制定了纳入经期健康与卫生内容的政策或计划的国家/地区的比例。 
分子 参加评审的制定了纳入经期健康与卫生纳入的政策或计划的国家/

地区数量。
分母 评审的国家/地区总数。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记录政策文件的国家层面指标。 
（备选：国家层面政策文件的案头评审）

指标类型 输出
测评方法 分子是通过查阅参加问卷调查国家/地区的政策和计划并在其中纳

入了经期健康与卫生内容得到的。分母由参加问卷调查的国家/地区
总数所确定。 

问卷调查问题
20 a) 是否有任何国家政策和计划纳 
入了经期健康与卫生的规定？  

（如果回答为是，请具体说明）
是
否

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是根据 GLAAS 问卷调查草案而制定的，45 但为具体解决经期健康与卫生问题而进行了
改编。它被核心小组纳入其中，以消除考核纳入了经期健康与卫生内容的国家层面政策或计划
数量的现有指标中的差距。它尚未经过测试，也未在其他地方使用过。根据《2020 年肯尼亚经
期健康与卫生框架》制定的该指标帮助引发了有关是否增加该指标的对话。46,47 该指标可予以
改编以适用于那些拥有赋权治理的国家/地区，以监测国家以下层面的政策和计划（例如，任何
省/州的政策和计划是否包含经期健康与卫生的规定？如果回答为是，请具体说明）。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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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1 为经期健康与卫生制定了国家预算；及时高效为学校拨付了资金。

目的
该指标旨在确定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制定了包括经期健康与卫生在内的国家层面的预算，分配预
算的是哪个部门，以及是否为支持该政策拨付了资金。清楚地了解是否分配了资源以确保政策
现行有效并配备资源，对月经者而言非常重要。如果未高效和及时地分配资源，则政策是无效的。 

定义 为经期健康与卫生分配了预算并高效和及时地向学校拨付的国家/
地区的比例。 

分子 不适用
分母 不适用

首选数据来源
/备选数据来源

国家层面预算文件。

指标类型 输入
测评方法 要求审阅在国家层面收集的数据，包括审查各国/地区的为经期健康

与卫生制定的国家预算纳入情况和拨付拨款计划。48 

问卷调查问题
21 a) 是否有为经期健康与卫生制定的预算额度
或国家拨款？
是
否

21 b) 如果回答为是，请确定拨款来自以下哪
个部门：（勾选全部适用项）
教育
健康
水、环境与个人卫生
其他

21 c) 是否有适当的机制将这些资金及时拨付到
实施层面，以确保项目顺利有效地实施？
是
否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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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和考虑因素 
该指标改编自世界银行《SABER 学校健康调查问卷》第 2 版。48 国家/地区团队向核心小组建
议，必须确定分配的预算和支持该预算的部门，以及是否存在及时高效拨款的机制。有些国家
可能已经给国家以下的各个层面赋予了资助经期健康与卫生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指标和
测评可以调整至国家以下层面（例如，有经期健康与卫生预算额度或拨款的省/州的百分比。
此时的测评可以是：是否有经期健康与卫生的预算额度或省/州拨款？）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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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编制简明清单所用的详细方法
(I) 确定监测经期健康与卫生的优先领域。核心小组与每个示范国家/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和

关键代表协作，评审了经期健康与卫生的各个定义、2,49,50 经期健康与卫生的运行概念模
型，51,52 以及过去为制定监测经期健康与卫生的优先领域而开展的研究。53其目的是充分
发挥与青春期女生有关的关键部门（健康[性和生殖健康；社会心理；性别；教育；WASH）
内部或与其相关的领域的作用。

(II) 绘制现有指标、测评和数据来源图谱。通过对国家利益相关者的问卷调查对案头评审
予以补充，而且还邀请了全球顾问小组为用于监测经期健康与卫生进展的现有指标和
测评编制目录。这项工作专注于在国家层面的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工作中已经使用的
指标（例如，那些在多个国家/地区监测中使用的指标，比如《人口统计与健康问卷调查》
(DHS)54 和《联合监测计划》(JMP)55，或在国家层面的工作中使用的指标，比如《孟加拉全
国卫生问卷调查》22）。识别出的指标和测评则按优先领域予以分组。 

(III) 鉴定指标和测评的质量和可行性。核心小组对指标质量和可行性进行了初步鉴定。小组
召开了会议，旨在就长篇的指标清单达成共识，并确定差距，从而着手制定或测试有关经
期健康与卫生概念的测评，11,13, 36, 56, 57, 58 同时利用对照测试59 和初级研究中的问卷调查，
寻找能弥补差距的备选指标或测评。经过核心小组评审后，定稿的长篇清单被分享给全
球顾问小组和国家利益相关者，然后专家们利用在线平台 (Power Noodle) 对每个指标
的相关性、有用性和可行性进行评分，并在每个指标下留出评论和对话空间。接下来，在 
2021 年 6 月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在线会议并进行分组讨论，以便按领域评审各指标，并
由示范国家/地区在全体会议上介绍使用这些指标的经验。 

(IV) 完善简明清单并编制指南。虚拟会议提供的反馈以及核心组之间的多轮会议有助于完
善指标清单。已下发简明清单草案供最终评审。

3 附录

用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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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本指导文件中使用的定义 
（测评、指标类型）
测评：测评指通过确定所需的比例来收集对构建指标有贡献的指标，同时还能够接受可靠性和
有效性测试。  62  64  测评将反映有关不同健康属性和维度的信息，以及健康体系的表现，这些信
息均可加以概括以表示健康指标。  63  

• 示例：从具有全国代表性、以群体为基础的样本问卷调查 (DHS、MICS) 中收集的度量值数
据；监测系统 

指标：指标可将数据转化为能用于制定决策的信息，从而给数据赋予附加值，因为它们所代
表的意义超出了其所依据的数据。64  它们本身并不是测评工具，而是对公共卫生监测中使用
的目标群体中某一特定健康维度的估计，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精确性。  62  63  65  它们是反映试图
描述和监测与定义与健康相关的目标的某个群体健康状况的相关信息的总结性测评。在评估
卫生指标时有用的一些理想的属性包括可测量性/可行性、有效性、及时性、可复制性、可持续
性、相关性/重要性和可理解性。  65 

• 示例：每年在校女生与月经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 

输出指标：用于测评计划层面表现的标杆。  60  活动的直接有形成果；项目交付的内容。  61  

• 示例：有关增加的实用经期健康与卫生知识的指标；使用管控月经的设施或用品

结果指标：用于测评中期群体层面的结果。  60  关键的中期变化。计划希望看到的结果。  61  有关
短期、中期或长期预期变化的测评。  63  

• 示例：收集的展示月经知识增加的指标；经期健康与卫生设施的使用。 

影响：用于测评更高层面或更长期、以群体为基础的影响。最终目的。  61  

• 示例：展示学校参与度提高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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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资格问题
正如整个文件所指出的，某些指标专门针对女生群体的子集。以下问题适用时建议用于对所
考虑的具体指标。

年龄： 
您多大了？[适当添加回答选择]

您多大了？  
[适当添加回答选择]

学校状况：
有几个问题选项供选择：

您在过去 12 个月内是否上过学？15

是 1
否 0
未回答 -99

您目前在学校注册了吗？
是
否
注册了但没上学

在上一学年您是否上过学？
是
否

初潮和月经状况：
为了确定是否已开始月经：

您开始来月经了吗？
是
否

如果已经来月经：

您在过去 6 个月中是否来过月经？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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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在其上次月经期拥有足够
月经用品的女生百分比。 

2 拥有可供女生在紧急情况下使
用的月经用品的学校百分比。

3 表示在其上次月经期在学校更换过月经用品的女生百分比。

4 在上次月经期在学校中的清洁、私密和安全的空间中更换过月经用品的
女生百分比。

5 在问卷调查时，拥有改善的男女分开式且可用（可供使用、功能正常和私
密）的公共卫生设施的学校（小学/中学）的百分比。

6 在问卷调查时，拥有改善的男女分开式、可用（可供使用、功能正常和私
密）、可从里面锁闭、配有带盖垃圾桶并具有隐蔽处置机构的学校（小学/
中学）的百分比。 

7 在私密空间配备水和肥皂以供女生处理月经的学校（小学/中学）的百 
分比。

8 在小学和中学接受过月经知
识教育的学生（男生/女生）的
百分比。 

9 在初潮之前了解月经知识的女
性百分比。

10 具有排卵周期中生育期的正确
知识的女性百分比。

11 为 9 岁及以上学生提供月经教育的学校的百分比。

12 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教师提供了月经方面的岗前或在职培训。

13 至少有一名教师接受过中小学生月经教育培训的学校百分比。

15 表示在其上次月经期在需要时
能够减轻月经（腹部/背部/痉
挛）疼痛的女生百分比。

16 愿意向医疗保健机构（如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室等）
咨询月经问题的女生百分比。

17 在月经方面有一个她们认为可
以向其放心求助（建议、资源、
情感支持）的人的女生百分比。

18 表示月经期不影响其正常生活的女生百分比。

19 在上次月经期中上课未受影响的女生百分比。

14 国家政策规定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开展月经教育的国家/地区的百分比。

20 制定了纳入经期健康与卫生内容的政策或计划的国家/地区的百分比。

21 为经期健康与卫生制定了国家预算；及时高效为学校拨付了资金。 

附录 4：优先指标摘要

女生经期健康与卫生优先指标清单：国家监测技术指南  36

为了便于采纳推荐的简明清单，我们选择利用国家层面指标中的现有措辞，即交替使用“女生”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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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经期健康与卫生专家小组和
全球顾问小组成员

核心小组成员
Bethany Caruso（埃默里大学罗林斯学院）、Caitlin Gruer（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
院）； Jacquelyn Haver（救助儿童会）、Julie Hennegan（伯内特医学研究院）、Therese Mahon 

（水援助组织）、Penelope Phillips-Howard（利物浦热带医学院）、Marni Sommer（哥伦比
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Belen Torondel（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Garazi Zulaika 

（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

测评和经期健康与卫生专家组
Jura Augustinavicius（麦吉尔大学人口与全球卫生学院）、Janita Bartell（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Nicole Bella（全球教育监测 (GEM)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Emily Cherenack（杜克大
学）、Nikhit D’Sa （全球儿童发展中心）、Regina Guthold（世界卫生组织孕产妇、儿童和青少
年卫生及老龄司）、Michelle Hindin（人口委员会）、Rick Johnston（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监测计
划 ( JMP)）、Caroline Kabiru（非洲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Kristen Matteson（布朗大学妇女和
婴儿医院和沃伦阿尔珀特医学院）、Katherine Millsaps（埃默里大学）、Albert Motivans（平等
措施 2030）、Ella Cecilia Gamolo-Naliponguit（菲律宾教育部）、Neville Okwaro（肯尼亚卫
生部，WASH）、Elizabeth Omoluabi（尼日利亚行动执行情况监测 (PMA)）、Tom Slaymaker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监测计划 ( JMP)）、Frances Vavrus（明尼苏达大学）、Ravi Verma 
（国际妇女研究中心）

国家/地区专家组 
孟加拉：Md Sabizur Rahman 博士（卫生服务总局）、Sirajum Munira 博士（卫生服务总局）、 
Aniqa Raisa（中等和高等教育局）、Md Jahangir Hossain 博士（中等和高等教育局）、 
Azim  Kabir  （中等和高等教育局）、S.M .Moniruzzaman  （公共卫生工程部）、 
Dr.  Md  Jaynal  Haque（计划生育总局）、Selina  Ferdous  博士（实践活动）、 
Mahbuba Kumkum（SIMAVI 与 MHM 平台）、Nurullah Awal 博士（孟加拉水援助组织）

肯尼亚：Ibrahim Basweti Nyasani（卫生部）、Tabitha Musyoka（国家性别部）、Emmah 
Mwende（卫生部）、Dorothy Ogega（教育部）、Neville Okwaro（卫生部 WASH 中心）、 
Michelle Sagala（卫生部）

菲律宾：Abram Abanil（教育部）、Maria Corazon Dumlao 博士（教育部）、Vonerich Berba 
（教育部）、Lien Callado（教育部）、Mylene Quiray（人口委员会）、Grace Dela Cr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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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委员会）、Miel Nora（美国国际开发署 ReachHealth 项目/借调给卫生部 - 青少年孕产
妇保健股）、Jonathan Valdez（救助儿童会）

南非：Mags Beksinka（金山大学）、Sipiwo Matshoba（南非政府）、Ntsiki Manzini-Matebula 
（南非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Lewis Ndhlovu（Masazi 发展）

全球顾问小组
若需查阅成员名单，请参阅绿皮书《监测经期健康与卫生：测评与月经有关的女生进展情况》.9 新
成员包括：Bella Monse (G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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