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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由首都儿科研究所)九市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协作组公布的&#$$D 年中国九市 @ 岁以下

儿童体格发育调查'数据#探讨我国 @ 岁以下儿童体重和身高$长%增长规律)推算相应的估算公式以帮助儿科医生

和医学生熟练掌握儿童生长的重要参数并评估儿童的生长( 方法&将儿童体重和身高$长%数据绘制成生长曲线

图)按不同年龄段)采用V430(032 14)J/D7$ 软件进行分析( 根据临床需要和应用习惯)大致将其分为*出生后第一

个 = 个月)出生后第二个 = 个月)出生第一年的后 ? 个月)出生后第二年)以及 # N@ 岁 D 个年龄段)分别进行分析(

结果&我国儿童出生时平均体重 =7= _;)身长 D$ F/#出生后第一个 = 个月生长速度最快)每个月体重增长 !7$ N

!7# _;)身长增长 > F/)= 个月时)婴儿平均体重 ?7? _;)身长 ?# F/#第二个 = 个月生长速度减慢一半)每个月体重

增长 $7D N$7? _;)身长增长 # F/#出生 ? 个月后到 ! 周岁又减慢一半)每个月体重增长 $7#D N$7= _;)身长增长

! F/)!# 个月时)平均体重 %7% _;)身长 @D F/#出生后第二年)每个月体重增长 $7# _;)身长增长 ! F/)# 周岁时)平

均体重 !# _;)身长 "@ F/( # N@ 岁时呈匀速增长趋势) 体重估算公式*年龄m# o" $_;%#身高$长%估算公式*年

龄m@ o@D $F/%( 结论& 我国 @ 岁以下儿童的身高$长%和体重可以分别采用上述参数和公式进行大致推算(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U! '&UM"

!关&键&词"&生长#体重#身高$长%#公式#儿童

!中图分类号"&S!@%&&!文献标识码"&9&&!文章编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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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4/:63JY,43004,H)/3-.3[.43;.Z.);(-3*2 (.);(-)* F()624.* G.-Z..* # 3*2 @ I.34JZ.4.3JY,66,ZJ* 3;.$I4% m# o"

$_;% $Z.);(-%# 3;.$I4% m@ o@D $F/% $(.);(-%7C-,754.)-,.&R(.3004,H)/3-.Z.);(-3*2 (.);(-,Y*,4/3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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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6 9-03.*&V4,Z-(# T.);(-# K.);(-$c.*;-(%# ,̀4/:63# '()62

&&#$$D 年由首都儿科研究所领衔)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了代表性的中国九市 @ 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监

测)并公开发表了监测结果!!"

)本次监测所得的儿

童体格生长数据与 !%%D 年相比有较大的提高)并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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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 年新公布的 D 岁以下儿童

体重和身高的标准值!# N>"

( 引用报道的数据)我们

再进行了相关数据分析( 本研究分析的目的是*

!

寻找中国儿童体格生长的大致规律)方便基层儿童

保健,儿科及相关专业医生以及医学院学生掌握 @

岁以下儿童体格生长的大致规律和主要参数#

"

尝

试统一目前各种儿科学教材和儿童保健参考资料中

有关儿童体重和身高$长%估算公式#

#

方便临床医

生估算儿童体重以计算药物剂量和输液量(

$H数据和分析方法

数据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九市儿童体格发育

调查协作组的报道)&#$$D 年中国九市 @ 岁以下儿

童体格发育调查'发表于 #$$@ 年.中华儿科杂志/(

依据相应公布的数据)采用 V430(032 14)J/D7$ 数

据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

首先)对儿童体重和身高$长%数据分别进行按

年龄的标点)绘制成儿童生长曲线图$图 !%( 由于

报道数据是按儿童年龄分组的)因此取其组间的中

间值作为该年龄组的年龄点)如报道数据中的 # 个

月N组)为 # 个月整到 = 个月少 ! 天)取其中间值将

其标点为 #7D 个月#=7D 岁 N组)为 = 岁 ? 个月整到

> 岁少 ! 天)标点为 >D 个月#以此类推( 原始数据

调查至 @ 岁)也就是 ? N@ 岁组)从 ? 岁整到 @ 岁少 !

天)其中间值为 @" 个月)因此儿童生长曲线绘制至

@" 个月止#分别按照城区男童,城区女童,郊区男

童,郊区女童进行标点和绘制(

从儿童生长曲线图$图 !%中可以看到)儿童体

重和身高$长%的增长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出生

后第一年体重和身长的增长处于高峰期)尤其以出

生后前 = 个月的增长最为快速)出生后第二年生长

速度逐渐减慢( 从 # N@ 岁)儿童的生长基本呈匀速

增长( 根据临床需要和应用习惯)大致将其分为)出

生后第一个 = 个月)出生后第二个 = 个月)出生第一

年的后 ? 个月)出生后第二年)以及 # N@ 岁)D 个年

龄段)分别进行分析(

!H结果

!7$H出生体重和身长

报道数据中)城区男童,女童和郊区男童,女童

的平均出生体重分别为 =7== _;)=7#> _;)=7=# _;)

=7!% _;#平均出生身长分别为 D$7> F/)>%7@ F/)

D$7> F/)>%7" F/( 因此)建议以出生体重 =7= _;,

出生身高$长%D$ F/)作为我国儿童出生体重和身

长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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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 Û 岁儿童生长曲线图

!7!H出生第一年的体重和身长

从儿童生长曲线图$图 !%中可见)婴儿 = 个月

时体重大致为 ?7? _;)! 岁时 %7% _;)也就是婴儿 =

个月时)体重就比出生体重增加 ! 倍)! 岁时体重又

增加 ! 倍( 婴儿 = 个月时身长可以达到约 ?# F/)增

长 !# N!= F/)! 岁时身长大约为 @D F/)又增长

!# N!= F/( 儿童在出生第一年的前 = 个月增加的

体重和身高$长%与后 % 个月基本相同(

如果以每个月的增长值来估算)婴儿在出生后

第一个 = 个月中)平均每月体重增加大约为 !7$ N

!7# _;)身长增长 > F/#第二个 = 个月)平均每月的

增长速度减慢一半)体重增加 $7D N$7? _;)身长增

长 # F/#而出生第一年的后 ? 个月内每个月的增长

速度再减慢一半)体重增加 $7#D N$7= _;)身长增长

! F/(

!7IH出生第二年的体重和身长

出生第二年的生长速度较出生第一年虽然明显

减慢)但仍然处于快速生长期( 全年体重增加

#7$ N#7D _;)身长增长 !! N!# F/#平均每月体重增

加 $7# _;)身长增长 ! F/( 到 # 周岁时)体重约

!#7$ _;)身高约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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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H! Û 岁儿童的体重和身高$长%

从生长曲线图$图 !%中可以看到 # N@ 岁儿童

的生长基本属于匀速增长)因此以年龄为变量)采用

一元一次方程对 # N@ 岁儿童的体重和身高$长%进

行回归分析)城区和郊区,男童和女童的数据都有相

当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S

#

%达到 $7%%D 以上)相

应的回归方程式分别为*体重k年龄m3oG

3*!7"" N#7#>)G*@7"@ N"7>$

身高k年龄m3oG

3*?7?$ N?7%!)G*@>7# N@?7D

根据以上结果)参考目前大多数教科书和参考

资料所采用的公式!D N@"

)建议 # N@ 岁儿童体重及身

高$长%估算采用以下公式*

体重$_;% k年龄m# o"$_;%# 身高$长%$F/%

k年龄m@ o@D$F/%

该组计算公式也提示)# N@ 岁儿童平均每年体

重增加约 # _;)身高$长%增长约 @ F/(

儿童体格生长的关键参数和估算公式见表 !(

表 $H儿童体格生长的关键参数和估算公式

体重$_;% 身高$长%$F/% 备注

出生时 =7= D$

= 个月 ?7? ?#

出生后第一个 = 个月)平均每月

体重增加约 !7$ N!7# _;)身长

增长约 > F/

? 个月 "7= ?"

第二个=个月)平均每月体重增加

约$7D N$7? _;)身长增长约# F/

!# 个月 %7% @D

出生第一年的后 ? 个月)平均每

月体重增加约 $7#D N$7= _;)身

长增长约 ! F/

#> 个月 !# "@

出生后第 # 年)平均每月体重增

加约 $7# _;)身长增长约 ! F/

# N@ 岁 年龄m#o" 年龄m@o@D

# N@ 岁)平均每年体重增加约

# _;)身高$长%增长约 @ F/

IH讨论

儿童处于不断地生长发育过程中)掌握并准确

地评价儿童生长发育对儿童保健,儿科及相关专业

医生来说是一项基本而重要的工作)也是医学院学

生所必须掌握的( 在儿童体格生长评价中)体重和

身高$长%是最直观和最容易测得的指标)临床应用

也最广泛( 评价和追踪儿童体重和身高$长%的增

长)掌握儿童体重和身高$长%的增长规律)对临床

儿童营养指导和帮助父母对儿童的生长有一个正确

的期待也有一定的帮助( 此外)体重也是计算儿童

药物剂量和输液量等主要依据的数据(

由于我国儿童体格生长指标在近十年中有进一

步的改善)并且已有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中有关儿

童体重和身高 $长%的估算方法和公式的各有差

异!D N@"

)因此我们尝试对此进行再次推算)企望能统

一目前所用的公式)方便记忆和使用(

本研究在对儿童体格生长规律分析)寻找 # N@

岁儿童体格生长的主要参数和公式推算中)考虑了

临床应用习惯,已有公式影响,容易记忆和掌握以及

与 #$$D 年儿童体格发育数据相关性等因素)建议 #

岁以下儿童的体格生长以主要参数或每一时段的增

长值作为临床推算的依据)而 # N@ 岁儿童体重和身

高$长%的估算则以公式计算( 本组参数和公式已

被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卫生部规划教材.儿科学/

第 @ 版所采纳!""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所列举的主要参数

和估算公式只能用于临床大致推算儿童的体格生

长)帮助儿童保健,儿科及相关专业医生以及医学院

学生掌握儿童体重和身高$长%增长的规律和大致

的正常参考值)切不可用此&公式'来评价儿童的体

格生长( 正确的评价还需要参考具体数据)并作动

态观察( 由于遗传,环境的影响)儿童生长发育存在

着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每个人生长的&轨道'不会完

全相同)进行评价时应以每个个体儿童的自身体重

和身高$长%增长变化为依据)即使是参考人群的均

数$所谓&正常值'%也只能作为评价的参照)而不能

当作&标准'看待(

建议儿童保健,儿科,相关专业医生,以及医学

院学生了解和掌握表 ! 中所列举的儿童体格生长的

主要参数和估算公式(

!参&考&文&献"

!!"&九市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协作组)首都儿科研究所7#$$D 年中

国九市七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 !+"7中华儿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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