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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６～１３岁儿童超体质量、肥胖与高血压流行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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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预防控制所　４０００４２）

　　摘　要：目的　了解重庆市６～１３岁儿童超体质量、肥胖与高血压患病情况，为开展儿童慢性病防控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重庆市３个区县的１～６年级的６～１３岁的儿童２９６９人进行身高、体质量、腰围与血压检测，采用χ
２ 检验

比较不同地区、年龄、性别儿童超质量、肥胖与高血压检出率的统计学差异。结果　共计调查６～１３岁儿童２９６９人，超质量率

９．８％，肥胖率７．６％，高血压检出率１４．２％。城区小学的儿童超质量与肥胖的比例均高于农村小学的儿童（犘＜０．０１）。男性超质

量与肥胖的比例高于女性（犘＜０．０５）。肥胖儿童高血压检出率（４０．３％）高于超质量儿童（２２．０％），超质量儿童的高血压检出率

高于正常体质量儿童 （１０．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结论　重庆市６～１３岁儿童高超质量、肥胖与高血压检出率

及儿童慢性病干预工作应得到政府、学校与家长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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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儿童

肥胖的快速流行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肥胖除了

引起儿童社会心理问题外，还会增加其成人期发生肥胖的危

险，并且导致很多在成年期发生的与肥胖相关的高血压、糖尿

病和血脂异常等疾病在儿童期出现［１２］。儿童血压轨迹现象的

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的血压水平可预测其成年后的血压水

平，若初始血压水平高，可发展为成年时期的高血压［３４］。研究

显示儿童期的肥胖与高血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超质量和肥

胖儿童高血压的患病危险分别是正常体质量的３．３和３．９

倍［５］。高血压是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和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

素，早期预防高血压可以降低成年期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

病死率［６］，因此，预防儿童肥胖是减少肥胖相关疾病发生的重

要措施。为了解重庆市６～１３岁儿童超质量、肥胖与高血压的

现状，为制定相关的干预措施提供建议，现就２０１０年对重庆市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６～１３岁儿童的结果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在校６～１３岁的儿童，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进行体格检查。

１．２　调查方法　现场调查分别选择在渝中区、荣昌县与开县，

各调查２所小学，荣昌县与开县分别选择一所城区小学与农村

小学，渝中区二所均是城区小学。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各年

级抽取一个班对全体学生进行体格检查。体格检查内容包括

身高、体质量、腰围、血压等。

１．３　体格检查方法　使用同一型号的身高坐高计、电子秤及

腰围尺测量身高、体质量、腰围，读数分别精确到０．１ｃｍ、０．１

ｋｇ和０．１ｃｍ；使用同一型号的儿童专用血压计，安静状态下测

坐位右上臂肱动脉血压，取Ｋｏｒｏｔｋｏｆｆ第１音为收缩音，Ｋｏｒｏｔ

ｋｏｆｆ第４音为舒张音。测量血压前先行身高、体质量、腰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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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让接受检查者放松休息一会，并排除运动、紧张、胀尿等

致血压升高的因素后，连续测量２次，每次间隔１ｍｉｎ，分别记

录并计算平均值为血压值；如２次收缩压或舒张压测量值相差

大于１０ｍｍＨｇ，则进行第３次测量，记录并计算后两次的平

均值。

１．４　判别标准　超质量与肥胖标准：采用《中国学龄儿童少年

超质量和肥胖预防控制指南》中关于儿童超质量和肥胖标

准［７］。高血压检测判别标准：采用百分位数值法评价。采用目

前国际上统一采用的分年龄、性别的收缩压和（或）舒张压大于

或等于Ｐ９５作为诊断标准
［８］。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双录入后用ＳＰＳＳ１２．０

进行统计描述性分析，采用χ
２ 检验（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比较不

同地区、性别、年龄与超质量、肥胖、高血压以及体质量与高血

压的关系。

２　结　　果

共计调查６～１３岁儿童２９６９人，调查的儿童中城区小学

的１４６２人（４９．２％），农村小学的１５０７人（５０．８％），平均

（８．７±１．８）岁，男１５６６人（５２．３％），女１４０３人（４７．７％），６、

７、８、９、１１岁组的儿童构成均在１５％左右，１０岁组相对较高，

为１９．１％，而１２岁与１３岁组相对较少。平均身高（１３０．６±

１１．７）ｃｍ，平均体质量（２８．８±８．５）ｋｇ，平均腰围（５５．９±７．４）

ｃｍ，ＢＭＩ（１６．６±２．５）ｋｇ／ｍ
２，收缩压（１０３．５±９．９）ｍｍＨｇ，舒

张压（６７．９±７．３）ｍｍＨｇ，超质量率９．８％，肥胖率７．６％，高血

压检出率１４．２％，见表１。比较不同地区、性别与年龄的儿童

超质量、肥胖与高血压检测情况发现，城区小学的儿童超质量

与肥胖的比例均高于农村小学的儿童（犘＜０．００１）。男性与女

性相比较，男性超质量与肥胖的比例高于女性（犘＜０．０５）。６

岁组与７岁组儿童超质量的比例高于其他年龄组，其中６岁组

超质量的比例最高，为１６．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

６岁组肥胖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年龄组，为１２．０％，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１　　重庆市６～１３岁儿童年龄、体质量与血压检测情况

内容 例数（狀） 百分比（％）

年龄（岁）

　６～＜７ ４１８ １４．１

　７～＜８ ４７７ １６．１

　８～＜９ ４６０ １５．５

　９～＜１０ ４８６ １６．４

　１０～＜１１ ５６６ １９．１

　１１～＜１２ ４３４ １４．６

　１２～＜１３ １１０ ３．７

　≥１３ １８ ０．６

体质状况

　正常 ２４５０ ８２．６

　超质量 ２９２ ９．８

　肥胖 ２２７ ７．６

血压水平

　正常 ２５４７ ８５．８

　高血压 ４２２ １４．２

比较不同地区、性别与年龄的高血压检出率，城市儿童略

高于农村地区儿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３９）；女性略高

于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１１），各年龄组的儿童高血

压检出率在１０％～１７％之间，最低的７岁组为１０．６％，最高的

１０岁组为１６．４％，各年龄组儿童高血压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犘＝０．３７）。但不同体质量的儿童高血压检出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其中超质量儿童的高血压检测出率

为２２．０％，肥胖儿童的高血压检出率为４０．３％，见表２。

表２　　重庆市６～１３岁儿童不同地区、性别、年龄的超质量、肥胖与高血压检出率比较

超质量［狀（％）］ χ
２ 犘 肥胖［狀（％）］ χ

２ 犘 高血压［狀（％）］ χ
２ 犘

地区

　城区小学 １６８（１１．４） １３．７ ＜０．００１ １１６（７．９） １４．０ ＜０．００１ ２０９（１４．２） ０．４ ０．３９

　农村小学 １１４（７．５） ７０（４．６） ２００（１３．１）

性别

　男 １７１（１０．９） ８．７ ０．００３ １２５（８．０） １７．６ ＜０．００１ １９９（１２．７） ２．５ ０．１１

　女 １１１（７．８） ６１（４．３） ２１０（１４．７）

年龄（岁）

　６～＜７ ５９（１６．７） ４３．４ ＜０．００１ ４４（１２．５） ３６．２ ＜０．００１ ４９（１３．９） ７．６ ０．３７

　７～＜８ ６５（１３．５） ２８（５．８） ５１（１０．６）

　８～＜９ ３４（７．３） ３６（７．７） ５９（１２．７）

　９～＜１０ ３０（６．５） ２４（５．２） ６６（１４．４）

　１０～＜１１ ３６（７．２） ２３（４．６） ８２（１６．４）

　１１～＜１２ ３７（７．７） ２５（５．２） ６７（１４．０）

　１２～＜１３ １９（８．５） ６（２．７） ３１（１３．９）

　≥１３ ２（６．７） ６（０．０） ４（１３．３）

体质量 － －

正常 － － ２７２（１０．８） １４６．４ ＜０．００１

超质量 － － ６２（２２．０）

肥胖 － － ７５（４０．３）

　　－：表示此项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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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研究发现，重庆市６～１３岁儿童体质量超质量率达到了

９．８％，肥胖率达到了７．６％，与２００９年张云等
［９］对重庆市

１９３８名学龄儿童调查的结果一致（超质量率１０．１％，肥胖率

６．９％），高于重庆市３～６岁儿童的肥胖率（１．８３％）
［１０］，高于

济南 市 ６～１３ 岁 儿 童 超 质 量 与 肥 胖 患 病 率 （２．２４％，

５．３５％）
［１１］，也高于铜陵市６～１３岁儿童超质量与肥胖患病率

（６．５８％与２．２９％）
［１２］，低于北京市９～１０岁儿童超质量与肥

胖患病率（１９．４％，２１．２％）
［１３］。并且，城市儿童超质量与肥胖

的比例高于农村地区，这与其生活方式及膳食习惯有关，城市

地区的儿童接触快餐食品的机会更多，而运动相对较少。调查

结果显示，男童超质量与肥胖的比例高于女童，其原因需要进

一步调查分析。６岁组儿童超质量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年龄组，

这可能与喂养方式有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高血压检出率高达１３．７％，高于

深圳市（４．０４％）、济南市（３．０４％）、盐城市（６．５１％）、铜陵市

（６．９０％）水平
［１１１２，１４１５］，低于北京市９～１０岁儿童高血压检出

率（男生与女生分别为１６．１％与１５．２％）
［１３］，也低于李伟荣

等［１６］报道在山东、江苏、广西对６～１３岁儿童调查的高血压检

出率（２８．６％）。对不同体质量的高血压检出率比较分析发现，

高血压检出率肥胖大于超质量大于正常体质量，与其他地区对

儿童高血压调查结果一致［１３，１５１８］，说明随着体质量的增加，儿

童患高血压的危险性增加，高血压的患病率逐渐增高，因此，控

制儿童超质量与肥胖的发生率，将是有效预防成年期高血压与

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措施。学校与家长均应重视儿童高超质量

与肥胖率的现状，从膳食与运动方面加强对其引导，保持正常

体质量。

本研究是在重庆市３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开展的

调查，儿童血压检测只是采取同一日３次检测的结果进行判

别，因此存在高估儿童高血压检出率的可能，按儿童青少年高

血压诊断标准应采取非同日３个时点检测血压均高才判定高

血压，本研究只是同一日的３次血压检测。并且，应该排除“白

大衣高血压现象”，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的高血压检出率高

于男性，可能与“白大衣高血压现象”有关，但不管如何，重庆市

６～１３岁儿童超质量、肥胖率高，高血压检出率较高的现象应

引起学校、家长与全社会的关注，应加大对家长与学生的健康

教育，纠正不良生活习惯，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同时，加强学

校健康体检设施的配置，及时发现肥胖与高血压儿童，尽早进

行干预，从而减少肥胖及高血压等慢性病对儿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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