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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重庆市和贵州省社区居民的行为生活方式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方法抽取研究地点!并采用连续性抽样方法选取了来自重庆和贵州的
>3>

名社区居民!对其进行问卷调查!描

述性分析行为生活方式!对不良行为生活方式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

社区居民的主要

不良行为生活方式有偶尔吃早餐"

<#:;

$(新鲜蔬菜食用小于
0""

W

"

:,#>;

$(经常吃饱晚餐"

:<#-;

$(缺乏运

动"从不或偶尔运动占
$1#";

和每天静坐
,

!!

3H

占
$"#>;

$(睡眠时间小于
,H

"

::#-;

$(吸烟"

:,#$;

$(饮

酒"

:0#0;

$%经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发现不良行为生活方式与年龄(性别(户口所在地(省份(卫生服务质

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接受健康教育等因素相关%结论
#

重庆和贵州居民不良行为生活方式仍占一定比例!

在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健康教育(慢性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生

活方式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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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行为生活方式因素成为影

响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疾病

的危险因素中不良行为生活方式占
-";

#

,";

的死亡

归因于不良行为生活方式%

:

&

$促进健康的行为生活

方式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

年
>

月
:

日原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

公室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起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能力%

$

&

$我国

":,<

重庆医学
$":3

年
:$

月第
<1

卷第
0,

期

%

基金项目!教育部资助项目!教外司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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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启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把生活方式

评估和指导的内容融入了多个具体项目*居民健康档

案建立中有-行为生活方式评估.#健康教育中有-健

康生活方式和可干预危险因素健康宣教.#老年人健

康管理中有-行为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高血

压'糖尿病健康管理中有-行为生活方式指导.#孕产

妇健康管理中有-行为生活方式指导.$社会经济发

展较中东部地区落后的西部地区#社区居民的行为生

活方式及相关因素研究和报道少见$本研究通过横

断面研究调查了重庆市和贵州省社区居民行为生活

方式现状和相关因素#为进一步改进行为生活方式干

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

取重庆市和贵州省开展调查$根据
$":<

年
T+5

情

况和地理位置#选择能代表重庆市和贵州省社会经济

发展的区)县(把所选区)县的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分成

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的乡镇卫生院#并根

据各基层医疗机构年终目标考核评分#分成较好和较

差的两类#分别从城市和农村的基层医疗机构中各随

机抽取好和差
$

个基层医疗机构作为研究地点$最

终从重庆市和贵州省分别选择
3

个#一共
:-

个基层

医疗机构!

3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3

个乡镇卫生院"

作为最终的研究地点$采用连续性抽样方法在研究

期间!

$":<

年
3

月至
$":-

年
:$

月"把所选基层医疗

机构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所有年满
:3

岁常住居

民纳入调查$排除标准*!

:

"虽有当地户口#但调查期

间没在家居住的居民(!

$

"语言表达不清楚的居民$

>#?

#

方法

>#?#>

#

调查工具
#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面对面的

进行调查收集资料$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并考核合

格$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户口

所在地'省份'社区性质'卫生服务质量'婚姻状况'文

化程度'职业'到社区医院距离'

)&?

"'生活方式和行

为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包括早餐频率'蔬菜摄

入'晚餐吃饱频率'运动频率'静坐时间'睡眠'吸烟'

饮酒等$

>#?#?

#

质量控制
#

问卷经预调查和专家指导修改完

善#对调查员进行规范培训并考核#使其熟练掌握问

卷调查方法(对回收的问卷#随机抽查
1;

进行复核#

发现不符或缺失进行追访补齐#要求符合率达
>";

以上$

>#?#@

#

相关定义
#

吸烟*最近
0"V

#每天吸烟数量达

到
:

支以上%

0

&

$饮酒*平均每周饮酒大于
<V

#男性饮

酒量大于
$

个标准量#女性饮酒量大于
:

个标准

量%

0

&

$每天静坐时间*指闲暇时间#每天看电视'使用

计算机'阅读'打牌等%

</,

&

$每天睡眠时间*正常睡眠

时间为
1

!

3H

#睡眠过短为小于
,H

#睡眠过长大于或

等于
3H

%

-

&

$每天新鲜蔬菜摄入*每天新鲜蔬菜的正

常摄入量为
0""

!

,""

W

%

1

&

$不良行为生活方式*吃早

餐频率!

!

-

次)周"#经常吃饱晚餐频率!

&

<

次)周"#

运动频率!

!

$

次)周"#静坐时间!

&

0H

)

V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5DD:3#"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对人口学特征'行为生活方式进行描述性分析#

采用
!

$ 检验初步分析不良行为生活方式的相关因

素#采用多元
'U

W

XMGXZM

回归对相关因素进一步分析$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基本情况
#

一共调查
:"<-

人#有效问卷
>3>

份#有效率为
><#-;

$在重庆和贵州分别为
,3-

人和

<"0

人$调查对象中#

<<>

人!

<,#<;

"的居民年龄为

-"

!!

1"

岁#且
-$#>;

为女性#

11#0;

被调查者已

婚#

,-#>;

的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

,-#-;

在家务

农)农民工#近
-";

的居民来自重庆#

,3#1;

的居民为

城市户口$

-:#-;

被调查者来自服务质量好的基层

医疗机构#

1>#-;

被调查者到社区的距离小于
:"""

E

$近
-";

的居民
)&?

正常#患高血压
,-#$;

#患糖

尿病
$0#<;

$

30#:;

被调查居民接受了健康教育#其

中接受了健康教育资料
<3#3;

#观看健康教育宣传栏

,$#";

#参与公众健康咨询
,:#>;

#参与健康知识讲

座
<"#,;

#接受个体化健康教育
1$#-;

#见表
:

$

表
:

##

居民基本情况

人口学特征 人数!

(

" 比例!

;

"

年龄!

(!>3>

"

#!

,"

岁
11 1#3

#

,"

!!

-"

岁
:0: :0#$

#

-"

!!

1"

岁
<<> <,#<

#

1"

!!

3"

岁
$1, $1#3

#&

3"

岁
,1 ,#3

性别!

(!>33

"

#

男
0-1 01#:

#

女
-$: -$#>

婚姻状况!

(!>3<

"

#

已婚
1-: 11#0

#

离婚)丧偶
$$0 $$#1

文化程度!

(!>33

"

#

小学及以下
,-$ ,-#>

#

初中
$-- $-#>

#

高中及以上
:-" :-#$

职业!

(!>3:

"

#

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
0,, 0-#$

#

在家务农)农民工
,,, ,-#-

#

其他
1: 1#$

户口所在地!

(!>3$

"

#

农村
<"- <:#0

#

城市
,1- ,3#1

省份!

(!>3>

"

#

重庆
,3- ,>#0

#

贵州
<"0 <"#1

社区性质!

(!>3>

"

::,<

重庆医学
$":3

年
:$

月第
<1

卷第
0,

期



续表
:

##

居民基本情况

人口学特征 人数!

(

" 比例!

;

"

#

农村
,1> ,3#,

#

城市
<:" <:#,

卫生服务质量!

(!>3>

"

#

好
-"> -:#-

#

差
03" 03#<

到社区医院距离!

(!>10

"

#!

:"""E 13$ 1>#-

#

:"""

!!

$"""E ::$ ::#<

#&

$"""E 3> >#:

)&?

!

_

W

)

E

$

#

(!1,3

"

#!

:3#, <" <#:

#

:3#,

!

$0#> ,11 ,>#0

#

$<

!

$1#> $>> 0"#1

#&

$3 ,1 ,#>

患糖尿病!

(!>3>

"

#

否
1,3 1-#-

#

是
$0: $0#<

患高血压!

(!>3>

"

#

否
<00 <0#3

#

是
,,- ,-#$

健康教育接受情况!

(!>$:

"

#

否
:,- :-#>

#

是
1-, 30#:

接受健康教育资料!

(!3:-

"

#

否
<:3 ,:#$

#

是
0>3 <3#3

观看健康教育宣传栏!

(!3<"

"

#

否
<"0 <3#"

#

是
<01 ,$#"

参与公众健康咨询!

(!3-,

"

#

否
<:- <3#:

#

是
<<> ,:#>

参与健康知识讲座!

(!1>,

"

#

否
<10 ,>#,

#

是
0$$ <"#,

接受个性化健康教育!

(!31$

"

#

否
$0> $1#<

#

是
-00 1$#-

?#?

#

行为生活方式频率分布
#

社区居民的主要不良

行为生活方式有偶尔吃早餐!

<#:;

"'每天新鲜蔬菜

食用小于
0""

W

!

:,#>;

"'经常吃饱晚餐!

:<#-;

"'缺

乏运动!从不或偶尔运动占
$1#";

和每天静坐
,

!!

3H

占
$"#>;

"'睡眠时间小于
,H

!

::#-;

"'吸烟!

:,#$;

"'

饮酒!

:0#0;

"#见表
$

$

?#@

#

单因素分析
#

吃早餐频率!

!

-

次)周"*

!

,"

岁'农村户口'贵州省'卫生服务质量好的社区'

)&?

!

:3#,_

W

)

E

$

'未参加健康知识讲座的居民较高

!

!

!

"#",

"(晚餐吃饱频率!

&

<

次)周"*农村户口'重

庆市'农村社区和未接受个体化健康教育的居民较高

!

!

!

"#",

"(每日蔬菜摄入量!

!

0""

W

)

V

"*

1"

!!

3"

岁'离婚)丧偶'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贵州省'城市

社区'

)&?

!

:3#,_

W

)

E

$ 和未接受健康教育项目居民

较高!

!

!

"#",

"(运动频率!

!

$

次)周"*

!

,"

岁'文化

程度小学及以下'其他职业'农村户口'贵州省'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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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

行为生活方式是人类生命活动特有模式#最终受

社会发展的客观变化'社会经济模式的性质所决定#

为一定的社会经济模式条件下反映民族'阶级'社会

群体'个人活动的重要特征系统的总和$生活行为方

式与健康密切相关#是多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重要

病因#是近年来我国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和

肿瘤等慢性病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3

&

$

:>>$

年世界

卫生组织发表的1维多利亚宣言3提出*合理膳食'适

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是健康的四大基石$梁

晓峰等%

>

&建议每人每天吃新鲜蔬菜为
0""

!

,""

W

#适

量运动#进餐时定时定量#早餐吃好#中餐吃饱#晚餐

适量的原则$本研究显示#重庆和贵州地区居民存在

早餐频率!

!

-

次)周"'新鲜蔬菜摄入量!

!

0""

W

)

V

"'

晚餐吃饱频率!

&

<

次)周"'从不或偶尔才运动'每天

静坐时间!

&

0H

)

V

"'睡眠时间!

!

,H

)

V

"'吸烟'饮酒

等不良行为生活方式$可见#当地居民的行为生活方

式有可能加速相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增长#行为生

活方式干预有待进一步加强$

##

张刚等%

:"

&的研究表明#年龄'性别'户口所在地'

省份'卫生服务质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健康

教育与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相关$本研究发现不良早

餐和晚餐的饮食习惯相关因素与年龄'户口所在地'

接受健康教育情况等因素相关#这与石勇等%

::

&的研究

相似$其中#在晚餐吃饱上#卫生服务质量差的好于

卫生服务质量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示我国社区

的卫生服务质量考核方法和标准是否符合实际#有文

献报道%

:$

&我国对社区的绩效研究起步晚#通常是上级

考核和自查考核为主#缺乏第三方考核和社会多元考

核#影响考核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每日蔬菜摄入不足

与年龄'经济状况'婚姻状况相关#这与何宇纳等%

:0

&对

$":".$":$

年中国成年居民蔬菜摄入相关因素的研

究相似$睡眠时间过短与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

相关#与河北省%

:<

&

'贵州省%

:,

&居民的睡眠相关因素相

似$离婚或丧偶的居民在蔬菜摄入和睡眠时间上少

于已婚居民#可能由于家庭生活环境的变化#心理因

素造成的#对于离婚和丧偶的居民应关注$运动频率

不足'静坐时间过长与年龄'性别'户口所在地'文化

程度'接受健康教育情况有关#这与文献%

:-/:1

&的研

究结果相似$本研究发现吸烟的相关因素与性别'户

口所在地有关#与欧光忠%

:3

&的报道相似$饮酒与年

龄'性别'省份相关#与尚庆刚等%

:>

&

'李征等%

$"

&的研究

相似$调查发现#年龄越低#不良行为生活方式的发

生越高#特别是在吃早餐'运动'饮酒上#可能与上班

族工作繁忙'生活不规律有关#与潘怡等%

$:

&的研究相

似$因此#应高度重视对低年龄段居民的行为生活方

式干预$

##

本次研究显示#在吃早餐'晚餐'运动等不良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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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1

卷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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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频率上#健康教育是重要的干预措施#不良生

活方式发生率中#接受健康教育的居民低于没有接受

的居民#这与黄春广等%

$$

&的研究一致$可见#采用健

康教育为指导措施#改变不良行为生活方式#能有效

地预防疾病#在
$:

世纪的预防和保健中占有中心地

位$因此#倡导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评估'生

活方式干预等内容均融入到
$"">

年在全国启动的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依托基层医疗机构全面铺

开#所有居民免费享受%

$0

&

$本研究被调查人群已经是

接受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社区居民#接受健康教育

的居民占
30#:;

#但有不良生活方式的居民仍然占一

定比例#可见当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质量有待

加强$

健康教育*包括提供健康教育资料'设置健康教

育宣传栏'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活动'举办健康知识讲

座'开展个体化健康教育$发放印刷资料时#应多增

加针对年轻人的生活行为方式指导#如上班族行为生

活方式调整'针对家庭大事件的心理调适等#设置健

康教育宣传栏时#应加强对年轻人相关疾病和行为生

活方式的宣传#举办健康知识讲座也应增加相关内

容$孕产妇健康管理*在孕早期#细致开展生活方式'

心理和营养指导#避免致畸因素和疾病对胚胎的影

响#在孕中期和孕晚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生活方式指

导#有利于提高母婴健康水平$老年人健康管理服

务*应考虑老年人健康素养低于
:,

!

,>

岁人群#尤其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

$<

&

#在执行项目内容时#

尽量简化服务流程#并用当地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其

提供便利#促使更好地利用$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

加强对行为生活方式干预#特别是在随访评估中#询

问患者疾病情况同时#积极对吸烟'饮酒'运动'饮食

进行指导和干预$

由此可见#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

区#社区居民行为生活方式有待进一步改进#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中生活行为方式干预的相关项目有待进

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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