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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索承德市
'

!

!0

岁儿童肥胖的发生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本市城区和农

村
!$

所中小学!对入选的
!'#!!

例儿童进行体格检查$计算超体质量%肥胖率及不同年龄%性别%地区儿童超体质量%肥胖率$通

过问卷调查初步筛选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将可能的危险因素进行
?)

P

*.5*<

回归!进一步分析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结果
!

抽取

的
!'#!!

例儿童中!超体质量率为
!,+$"J

!肥胖率为
!&+!J

$其中男孩的超体质量%肥胖率高于女孩'城市%农村儿童超体质量%

肥胖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

#'青春期超体质量%肥胖发生率高于青春前期'经多因素
?)

P

*.5*<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肥

胖与父母超体质量%喜喝含糖饮料%上网看电视时间长可能是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结论
!

该市
'

!

!0

岁儿童超重%肥胖率较高$

合理饮食%正确生活方式%增加运动可以部分减少肥胖的发生率$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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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儿童肥胖的发生率呈明显

上升趋势#部分发达城市的儿童肥胖率已接近或超过发达国

家'

!

(

$肥胖不仅影响儿童的身心及社会适应能力#随访时间更

长的研究发现#儿童期肥胖通常会持续至成年期#甚至成为冠

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及猝死的诱因'

&

(

#肥胖已成为我国

儿童最突出的营养问题#而预防儿童肥胖则是减少肥胖相关疾

病发生的重要措施$目前#尚无本地区儿童青少年肥胖流行水

平*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报告#为此#本研究于
&$!H

年

H

!

!&

月对承德市
'

!

!0

岁儿童肥胖的发病率及相关因素进

行了调研#为制订儿童肥胖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H

年
H%!&

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本市城区和农村
!$

所中小学#涵盖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

的
!'#!!

例儿童作为调查对象#年龄
'

!

!0

岁#其中男
#0"0

例#女
#$!2

例#城市
!2#"#

例#农村
!"!,

例$

>+?

!

方法

>+?+>

!

调研方法
!

采用现场调查的方法$由经统一培训的专

业人员按照统一的方法使用经过校正的身高计和体质量计测

量学生身高和体质量$记录时#身高精确至
$+!<M

#体质量精

确至
$+!X

P

$

>+?+?

!

肥胖评价标准
!

儿童肥胖的判定根据
&$$2

年制订的

.中国 学 龄 儿 童 青 少 年 超 重*肥 胖 筛 查
\3C

分 类 标 准

!

SaZ;

"/$体质量指数!

\3C

"超过.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

重*肥胖筛查
\3C

值分类标准/中同年龄*同性别
\3C

标准第

"H

百分位以上为肥胖症#体质指数超过中同年龄*同性别
\3C

标准第
#H

百分位以上为超体质量'

,

(

$

>+?+@

!

问卷调查
!

随机抽取
!H$

例肥胖儿童#向其发放自行

设计的调查问卷#由家长填写后收回并进行统计$同时向非肥

胖儿童发放调查问卷作为对照组$问卷内容包括儿童的一般

情况*家庭情况*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看电视时间*睡眠时间*

运动时间及儿童心理等$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9DD!,+$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采用
?)

P

*.5*<

多元回归分

析$以
&

"

$+$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承德市儿童超体质量*肥胖检出概况
!

随机抽出的
!'

,2&&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

例
'

!

!0

岁儿童*青少年中检出超重
&&$!

例#超重率
!,+

$"J

)肥胖
&$2,

例#肥胖率
!&+!J

$其中男生超重及肥胖率

分别为
!H+#J

!

!,"'

例"*

!&+&J

!

!$0H

例"#女生超体质量*

肥胖率分别为
!!+HJ

!

"&,

例"*

!$+'J

!

#H!

例"#男生超重*肥

胖检出率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H

"$

?+?

!

不同地区儿童超重*肥胖情况比较
!

城市儿童超重率为

!2+HJ

!

&!'$

例"#肥胖率为
!,+,J

!

!"#$

例"#农村儿童超体

质量率为
!,+$J

!

&H$

例"#肥胖率为
!!+0J

!

&&H

例"#农村与

城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

"$

?+@

!

不同年龄儿童超重*肥胖检出情况
!

承德市抽样的

!'#!!

例
'

!

!0

岁儿童青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生理年龄

的增加#超重*肥胖发生率逐渐升高#进入青春期后#超重发生

率由青春前期!

"

岁以前"的
!!+'J

升至
!'+2J

#肥胖发生率

由青春前期的
!!+"J

升至
!2+"J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H

"$见表
!

$

表
!

!!

不同年龄儿童超重%肥胖情况比较#

*

&

J

'$

年龄!岁"

*

超重例数 肥胖人数

'

!

" H",$ '#0

!

!!+'

"

0!!

!

!!+"

"

!$

!

!& '$"$ #,,

!

!,+0

"

'02

!

!!+$

"

!,

!

!0 '2,& ""#

!

!'+2

"

"H#

!

!2+"

"

!

&

",+' ,"+0

&

"

$+$H

"

$+$H

?+A

!

肥胖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A+>

!

儿童肥胖与其出生体质量*喂养方式*父母肥胖及儿童

心理的关系分析
!

调查发现小于胎龄儿或大于胎龄儿*人工喂

养*父!母"肥胖及消极*自卑的儿童与对照组所占比例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分别为
&H+"

*

20+!

*

!&+0

*

!,+!

#均
&

"

$+$H

"$

?+A+?

!

儿童饮食习惯与儿童肥胖的关系
!

分析发现暴饮暴*

吃油炸食品及膨化食品*喝含糖饮料*不吃早餐的比例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分别为
!&+2

*

!,+"

*

H&+,

*

,,+0

#

均
&

"

$+$H

"$

?+A+@

!

儿童生活方式与儿童肥胖的关系
!

分析发现每日体育

活动时间小于
,$M*/

*上网看电视时间大于
&=

*睡眠时间不足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分别为
!!+!

*

,'+0

*

2+0#

#均
&

"

$+$H

"$

?+A+A

!

儿童肥胖影响因素非条件
?)

P

*.5*<

回归分析
!

将上述

统计的这些因素纳入非条件
?)

P

*.5*<

回归模拟模型#结果发现

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为父!母"肥胖*含糖饮料*上网看电视时

间大于
&=

$见表
&

$

表
&

!!

儿童肥胖影响因素非条件
?)

P

*.5*<

回归分析

变量
IH

!

&

&

父!母"肥胖
&+! !&+0&

"

$+$H

含糖饮料
&+H H&+,

"

$+$!

上网看电视时间大于
&= !+H ,'+0

"

$+$!

@

!

讨
!!

论

本调查发现在
'

!

!0

岁承德市儿童中超体质量的总发生

率为
!,+$"J

*肥胖的总发生率为
!&+!J

#低于上海*成都*郑

州*济南等相对发达的省会城市'

21H

(

#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

$

男生超体质量及肥胖发病率均高于女生#在男女分布上符合我

国男高于女的分布现象$调查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超体质

量*肥胖发生率逐渐增加#进入青春期后肥胖发生率显著增加#

既往有随访研究显示青春期肥胖的严重程度是预测肥胖是否

有可能持续至成年期的重要指标#因此积极防治青春期肥胖意

义重大$

本次调查结果中城市儿童超体质量*肥胖发生率与农村儿

童相比#无显著差异#在地区分布上不符合我国城市高于农村

的现象$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得到逐步完善#

农村经济条件*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有关#人们能获得充足

的食品#但随之而改变的低运动量生活方式也带来了许多潜在

的问题)另外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农村父母对肥胖的危

害却未能得到正确认识#认为孩子,胖点更健康-的错误理论仍

持续存在#因此造成农村儿童肥胖发生率逐年增加$

导致儿童肥胖的原因可以分为遗传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

且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通过本调查发现儿童肥胖与出

生体质量*喂养方式*父母超体质量肥胖*儿童心理相关#饮食

方面如暴饮暴食*喜欢喝含糖饮料*喜欢吃油炸食品*不吃早餐

等均为肥胖高危因素)生活方式如运动时间少*睡眠不足*上网

看电视时间过长等均与肥胖有关$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提示父!母"亲超体质量或肥胖*喜欢喝含糖饮料*看电视或上

网时间大于
&=

在肥胖发生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父!母"超体质量肥胖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肥胖是遗传和共

享家庭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的$肥胖的父母#将肥胖遗

传基因传递给子女#加之创造的不健康的家庭环境因素#从而

更易导致儿童肥胖$相对于体质量正常的父母#肥胖的父母较

少参加体力活动#存在高脂饮食习惯#儿童饮食习惯与父母高

脂饮食具有明显正向关联#这归结为父母的榜样效应$许多研

究表明在家庭聚集中#母亲肥胖对女儿肥胖的影响较大#而父

亲肥胖对儿子肥胖的影响较大'

0

(

#这可能与性别认知有关#使

孩子在行为上更趋向于同性别$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饮用含糖饮料!包括果汁"是引起部

分个体发生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

#

(

$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

发现#当今儿童及青少年从含糖饮料中摄取的能量平均为
&0$

X<6N

&

(

#占总能量摄入的
!$J

!

!HJ

)此外#一项随机试验证

实#减少超体质量及肥胖青少年对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可以降低

其
\3C

'

"

(

$另一项针对
H

!

!&

岁儿童的随机试验证实#每日饮

用
!

份含人造甜味饮料的儿童与饮用含糖饮料的儿童相比#体

质量增加和脂肪堆积量均更少'

!$

(

$长期摄入含糖量高的物

质#超过机体代谢需要#剩余的能量则转化为脂肪#积聚在体内

从而导致肥胖$

看电视或上网时间过长是儿童期发生肥胖最为确定的环

境影响因素$长时间看电视*上网或儿童卧室里安装电视*电

脑都与儿童*青少年肥胖直接相关$两者之间存在多种可能机

制#如看电视或上网时间长而减少了体力活动时间*降低了代

谢率*减少了睡眠时间*降低睡眠质量*对饮食质量有不良影

响$一项研究证实#电视对肥胖的作用主要在于改变了能量摄

入#在一项随机试验中#减少
2

!

0

岁超体质量儿童看电视及使

用电脑时间#在为期
&

年的干预过程中有效地降低了这类儿童

的
\3C

及能量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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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儿童看电视对于饮食质量有不

良影响#看电视过程中常伴有吃零食的行为#且电视中零食广

告较多#这些因素通过改变其饮食质量进而导致肥胖$

总之#儿童肥胖与多种因素有关#是遗传*环境*行为*心理

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多情况下与!下转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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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式来提高大学新生在人际交流交往中的自信心#让大学新

生进入大学校园这一新的环境后能够敢于去与身边的新同学

和老师进行交流#从而降低
YK;K

的产生#提高大学新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与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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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4(

#

&$!&

#

,'0

!

!H

"%

!2$01!2!'+

'

!$

(

E4F:

@

54>̀ ;

#

ZN5=)Q3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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