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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长沙市开福区小学生超重*肥胖情况及单纯性肥胖的影响因素$为小学生肥胖的防治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随机抽取长沙市开福区 : b!# 周岁小学生 % !%" 名$按照体重指数(i@P)法判定出单

纯性肥胖$将肥胖和正常儿童设为肥胖组和对照组$对影响小学生肥胖的有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

长沙市开

福区小学生超重及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7:F`和 :7>=`$男女生肥胖率分别为 =7>:`和 <7!>`%

(

与正常小学生

相比$肥胖小学生的i@P$腰围(I')$腰臀比(I Ĥ)$体脂百分比(`iK)$收缩压(Gi1)$血清甘油三酯(CD)和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BeB]')明显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B]')明显降低%

)

肥胖小学生的 I'$I Ĥ与

CD$BeB]'的偏相关系数大于i@P$`iK与其的偏相关系数%

*

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可归结为常暴饮暴食*看电

视时间长*进餐速度快*常吃油腻食物$而喜欢运动*运动时间长具有保护作用% 结论& 长沙市开福区小学生肥胖

的发生率在国内处于高水平$控制儿童肥胖有助于慢性疾病的早期预防$预防儿童肥胖关键在于普及营养保健知

识*注意平衡膳食和增加体力活动%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H$ &!H%"

!关&键&词"&肥胖#患病率#因素分析$统计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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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A64./B6&C,T-V2Z-(.04.[36.*W.,X,U.T)-Z3*2 -(.)*X6V.*W)*RX3W-,4TX,4,U.T)-Z)* 04)/34ZTW(,,6

T-V2.*-TX4,/E3)XV e)T-4)W-,X'(3*RT(3')-Z7C6.1);7&9-,-36,X% !%" T-V2.*-T3R.2 : -,!# Z.34TT3/06.2 43*2,/6Z

X4,/E3)XV e)T-4)W-,X'(3*RT(3')-ZY.4..*4,66.27?U.T)-ZY3T)2.*-)X).2 U3T.2 ,* -(.U,2Z/3TT)*2.a(i@P)7C(.

)*X6V.*W)*RX3W-,4TX,4,U.T)-ZY.4.)*[.T-)R3-.2 UZ*,*]6,R)T-)W4.R4.TT),* 3*36ZT)T7D67+,.7&C(.04.[36.*W.,X,[.4Y.)R(-

3*2 ,U.T)-ZY.4.=7:F` 3*2 :7>=` 4.T0.W-)[.6Z$ 3*2 -(.04.[36.*W.,X,U.T)-Z)* U,ZT3*2 R)46TY.4.=7>:` 3*2 <7!>`

4.T0.W-)[.6Z(7d"7"<)7C(.,U.T.W()624.* (32 T)R*)X)W3*-6Z()R(.4i@P$ Y3)T-W)4WV/X.4.*W.(I')$ Y3)T--,()0 43-),

(I Ĥ)$ 0.4W.*-3R.,XU,2ZX3-(`iK)$ TZT-,6)WU6,,2 04.TTV4.$ 3*2 T.4V/ -4)R6ZW.4)2.(CD) 3*2 6,Y2.*T)-Z

6)0,04,-.)*]W(,6.T-.4,6(BeB]') 6.[.6TUV-T)R*)X)W3*-6Z6,Y.4T.4V/()R( 2.*T)-Z6)0,04,-.)*]W(,6.T-.4,6( êB]') 6.[.6

W,/034.2 Y)-( -(.W()624.* Y)-( *,4/36Y.)R(-7i@P$ `iK$ I'3*2 I ĤY.4.3660,T)-)[.6ZW,44.63-.2 -,T.4V/6.[.6T,X

CD3*2 BeB]')* ,U.T.W()624.*7i)*R.,[.4.3-)*R$ )*W4.3T.2 -.6.[)T),* [).Y)*R-)/.$ X3T-T0..2 ,X.3-)*R3*2 )*W4.3T.2

W,*TV/0-),* ,XX4).2 X,,2T34.3664)TQ X3W-,4TX,4-(.2.[.6,0/.*-,X,U.T)-Z714.X.4.*W.X,40(ZT)W363W-)[)-Z3*2 TVXX)W).*-

0(ZT)W363W-)[)-ZY.4.04,-.W-)[.X3W-,4TX,4,U.T)-Z7:)04,+7/)07&C(.04.[36.*W.,X,U.T)-Z,X04)/34ZTW(,,6T-V2.*-TX4,/

E3)XV e)T-4)W-,X'(3*RT(3')-Z)T()R( )* '()*37C(.2.[.6,0/.*-,XW()62(,,2 ,U.T)-Z)T3TT,W)3-.2 Y)-( 0,,4.3-)*R

U.(3[),4T$ 6.TT0(ZT)W363W-)[)-Z3*2 )*W4.3T.2 -.6.[)T),* [).Y)*R-)/.7C(.W,*-4,6,XW()62(,,2 ,U.T)-Z/3ZU.U.*.X)W)36-,

.346Z04.[.*-),* ,XT,/.32V6-W(4,*)W2)T.3T.T7 !:1/0E :)0.63*(6;/-.2$ !""#$ $" (!)&!H$ &!H%"

&&F6= <)2;7&&?U.T)-Z# 14.[36.*W.# K3W-,43*36ZT)T$ T-3-)T-)W36# G-V2.*-

&&儿童单纯性肥胖症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构成

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可发展为成人肥胖$并成为高血

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

素!!"

% 因此$儿童肥胖正在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

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对其流行特征及高危影响因

素的探讨$有助于实施早期干预和控制措施%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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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长沙市开福区小学生单纯性肥胖流行现状及影响

儿童肥胖的相关因素$对开福区 % !%" 名 : b!# 岁

儿童进行了相关情况的调查研究$现报告如下%

$G对象与方法

$7$G对象

#"": 年随机抽取长沙市开福区 < 所小学 : b!#

周岁学龄儿童共 % !%" 名$其中男生 # #"= 名$女生

! =>! 名% 筛查出单纯性肥胖者作为肥胖组$同时选

择同年龄(相差 dF 个月)*同身高(相差 d> W/)*

同性别*体重正常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并进一步

对肥胖组和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检测腰围臀

围*血糖*血脂*血压和体脂含量%

$7!G方法

!7#7!&小学生肥胖现状调查&&由经过培训的专

业人员按照统一的方法对学生的身高和体重各测量

! 次$身高精确至 "7! W/$体重精确至 "7! QR$计算

各研究对象的体重指数(U,2Z/3TT)*2.a$ i@P) L

体重(QR)J身高(/)

#

$根据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

肥胖组颁布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体

重指数分类标准,

!#"

$计算各年龄组男*女生超重和

肥胖检出率%

!7#7#&肥胖组和对照组腰围%臀围和血压测定&&

对入选的肥胖组和对照组儿童取直立位$两脚分开

约 >" W/$腰围(Y3)T-W)4WV/X.4.*W.$ I')取腋中线

髂骨上缘与第十二肋骨下缘连线的中点$沿水平方

向绕腹部 ! 周$在正常呼气末测量$读数准确至

"7! W/% 臀围(()0 W)4WV/X.4.*W.$ '̂)测量在股骨

粗隆水平面上$读数准确至 "7! W/% 腰臀比(Y3)T-

-,()0 43-),$ I Ĥ) L腰围(I')J臀围( '̂)% 血压

测定在受试儿童充分休息 >" /)* 后$用水银台式血

压计测量坐位右臂血压(袖带的长度与儿童臂围相

符)$标准测量收缩压(TZT-,6)WU6,,2 04.TTV4.$ Gi1)

和舒张压 ( 2)3T-,6)WU6,,2 04.TTV4.$ ei1)$每例测

# b> 次$取均值%

!7#7>&肥胖组和对照组体脂含量测定&&采用美

国 BV*34公司的 e1N]Pp型双能 N线骨密度仪

(eAN9)测量体脂百分比(0.4W.*-3R.,XU,2ZX3-$ `

iK)$测定时要求研究对象只穿贴身衣裤$摘下任何

含金属的物件%

!7#7%&肥胖组和对照组血糖血脂测定&&采儿童

肘前空腹静脉血(禁食 !# ()$用德国罗氏 H,W(.

@,2V634#1OA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空腹血糖

(X3T-)*RU6,,2 R6VW,T.$ KiD)*血清甘油三酯(-4)R6ZW]

.4)2.$ CD)*总胆固醇(-,-36W(,6.T-.4,6$ C')*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 ()R( 2.*T)-Z6)0,04,-.)*]W(,6.T-.4,6$

êB]')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6,Y2.*T)-Z6)0,04,]

-.)*]W(,6.T-.4,6$ BeB]')%

!7#7<&肥胖组和对照组问卷调查&&自行设计调

查问卷$内容包括饮食习惯和运动行为$调查前由班

主任讲解调查目的*内容和填写方法$要求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进行闭卷式调查%

$7HG数据处理

采用 G1GG!>7" 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处理$计量

资料以均数c标准差(Oc:)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

经方差齐性检验后$采用独立样本的3检验$两因素

相关分析采用偏相关分析% 计数资料用
,

# 检验$单

因素及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6,R)T-)W回归分析%

!G结果

!7$G小学生超重与肥胖检出情况

被调查的小学生 % !%" 名中$检出超重学生 %"%

名$总超重率为 =7:F` #检出肥胖学生 >"F 人$总肥

胖率为 :7>=`%

!7!G不同性别小学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比较

男女生超重率分别为 !#7>!`和 F7$%`$男女

生肥胖率分别为 =7>:`和 <7!>`% 男生的超重率*

肥胖率均高于女生 (

,

#

L><7!"$ #:7!!$均 7d

"7"!)$以 !! 岁年龄组男生超重率最高$$ 岁年龄组

男生肥胖率最高% 不同年龄组之间的超重率*肥胖

率有差异$

,

#

L#%7>F$!=7<F$均7d"7"!(表 !)%

表 $G不同年龄男'女小学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 例(`)

年龄

(岁)

男生

人数 超重 肥胖

女生

人数 超重 肥胖

: b >=% >>($7>$) >%($7F>) >>% #F(:7:$) !$(<7>=)

$ b >:> #=(:7::) %>(!!7<>) >>: ##(F7<>) #$($7>!)

= b >F: >$(!"7><) >>($7==) >%# #>(F7:>) !:(%7=:)

!" b >:% <=(!<7:$) %!(!"7=F) >!> ##(:7">) #"(F7>=)

!! b ><! F<(!$7<#) >=(!!7!!) #=" #%($7#$) <(!7:#)

!# ><" %$(!>7:!) !:(%7$F) >!< !<(%7:F) !!(>7%=)

合计 # #"= #:#(!#7>!) #":(=7>:) ! =>! !>#(F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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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G肥胖组和对照组体格测量指标的变化

肥胖组小学生的 i@P$I'$I Ĥ$`iK和 Gi1

分别显著高于正常组$而两组小学生ei1差异无显

著性(表 #)%

表 !G小学生体格测量指标的变化
(Oc:)

组别 例数(男J女)

i@P(QRJ/

#

)

I'(W/) I Ĥ(W/) `iK̀ Gi1(//̂ R) ei1(//̂ R)

正常组 !"F(F"J%F) !:7!! c!7:< <$7#= c:7#> "7:= c"7"< #"7%: c<7"F $=7> c=7> F%7F c<7<

肥胖组 !#$(:#J<F)

#%7!% c#7!<

3

$!7:F c=7#F

3

"7$$ c"7"<

3

>:7FF c%7!=

3

!"!7F c!"7#

3

FF7! cF7>

&&注&3&与正常组比较$7d"7"!

!7NG肥胖组和对照组体格测量指标之间的偏相关

分析

控制年龄*性别的影响$小学生 i@P$`iK$

I'$I Ĥ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但相比于小学生

i@P与`iK呈高度正相关(2L"7$F%)$i@P*`iK

与I'*I Ĥ则呈低度正相关(2L"7#%= b"7%%<)

(表 >)%

&&表 HG小学生体格测量指标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2)

指标 I'(W/) I Ĥ(W/) `iK

i@P(QRJ/

#

) "7%%<

3

"7#<=

3

"7$F%

3

`iK

"7>!$

3

"7#%=

3

&&注&3&7d"7"!

表 NG小学生血糖和血脂的变化
(Oc:$//,6JB)

组别 例数(男J女) KiD CD C' êB]' BeB]'

正常组 !"F(F"J%F) %7=> c"7>> "7=> c"7>: >7$: c"7%! !7<" c"7#$ !7=# c"7%#

肥胖组 !#$(:#J<F) <7"! c"7>>

!7#! c"7%%

3

>7=$ c"7%#

!7#$ c"7#<

3

#7!F c"7%F

3

&&注&3&与正常组比较$7d"7"!

表 %G肥胖组体格测量指标与血压'血糖'血脂的偏相关系数
(2)

指标 Gi1(//̂ R) ei1(//̂ R) KiD(//,6JB) CD(//,6JB) C'(//,6JB) êB]'(//,6JB) BeB]'(//,6JB)

i@P(QRJ/

#

)

"7!"F "7""$ "7!:! "7!"% "7!#" ;"7"!%

"7#!#

3

I'(W/) "7"<# "7!F" "7"#!

"7#%!

U

"7!!% ;"7"!>

"7#%=

U

I Ĥ(W/) "7!>F "7"== "7":$

"7#%F

U

"7!"F ;"7!>%

"7#>>

U

`iK "7!!$ "7!<F "7!!" "7!#: "7!#F ;"7"">

"7!=!

3

&&注&3&7d"7"<$U& 7d"7"!

!7%G肥胖组和对照组血糖血脂的变化

与正常组相比$肥胖组小学生的 CD$BeB]'平

均水平明显升高$ êB]'明显降低$而两组小学生

的KiD$C'均无显著性差异(表 %)%

!7VG肥胖组小学生体格测量指标与血压血糖血脂

的偏相关分析

控制年龄*性别的影响$肥胖组小学生 i@P*`

iK与BeB]'均呈正相关(7d"7"<)$肥胖组 I'$

I Ĥ与CD$BeB]'均呈显著正相关性(7d"7"!)$

但肥胖组 i@P$`iK$I'$I Ĥ与血压*血糖*C'*

êB]'均无相关性(表 <)%

表 VG小学生肥胖单因素分析

自变量 7 GP

喜欢运动 "7""" "7%#$

运动时间长 "7""" "7<##

看电视时间长 "7""" #7"<%

常喝豆浆 "7"!: "7:>!

常吃水果蔬菜 "7""" "7%:$

进餐速度快 "7""! !7<:<

常吃西式快餐 "7"># !7>$%

爱挑食偏食 "7""> !7<>F

常吃甜食 "7""" !7$FF

常吃油腻食物 "7""" #7">$

常暴饮暴食 "7""" #7<!<

常睡前吃零食 "7""" #7"<>

表 ]G小学生肥胖多因素分析

自变量
/

G7A7

I362

,

#

7 GP =<`CK

喜欢运动 ;"7%!< "7!F= <7==F "7"!% "7FF" "7%:%]"7=#!

运动时间长 ;"7><F "7!%" F7%>! "7"!! "7:"! "7<>#]"7=##

看电视时间长 &"7%<# "7!%: =7<!! "7""# !7<:! !7!:=]#7"=%

常喝豆浆 ;"7#%< "7!%$ #7:<# "7"=: "7:$> "7<$F]!7"%<

常吃水果蔬菜 ;"7>#$ "7!:" >7F== "7"<% "7:#! "7<!F]!7""F

进餐速度快 &"7%>$ "7!<= :7<$= "7""F !7<%= !7!><]#7!!F

常吃油腻食物 &"7>$! "7!%< F7$$F "7""= !7%F% !7!"!]!7=%<

常暴饮暴食 &"7F$F "7!$# !%7!$# "7""" !7=$< !7>$=]#7$>F

常睡前吃零食 &"7>>< "7!:< >7F:< "7"<< !7>=$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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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小学生肥胖单因素分析

对肥胖组和对照组各 >"F 名发出调查问卷$共

F!#份$回收有效问卷F">份$有效应答率为=$7<>`%

对问卷调查内容分别采用单因素 6,R)T-)W回归进行

分析(进入标准 "7"<$剔除标准 "7!")$共有 !# 个影

响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F)$ 其中 $ 个危险

因素包括&看电视时间长*进餐速度快*常吃西式快

餐*爱挑食偏食*常吃甜食*常吃油腻食物*常暴饮暴

食和常睡前吃零食#% 个保护性因素包括&喜欢运

动*运动时间长*常喝豆浆和常吃水果蔬菜%

!7#G小学生肥胖多因素分析

进一步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采用多因素非条件6,R)T-)W逐步回归(后退法)$观察

研究因素对回归模型的影响和交互作用% 共有 = 个

因素进入多因素分析模型$其中 F 个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表 :)$% 个危险因素根据 GP值大小判断$

其对肥胖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常暴饮暴食*看电视时

间长*进餐速度快*常吃油腻食物## 个保护性因素

包括&喜欢运动和运动时间长%

HG讨论

从全球范围看$儿童单纯性肥胖的患病率在以

惊人的速度增长$而且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城市肥胖

流行率更为突出% 虽然中国基本上是处于肥胖流行

的早期阶段$但我国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已经达到

发达国家的儿童肥胖率% 调查结果显示$长沙市开

福区小学生超重率为 =7:F`$肥胖率为:7>=`$较

沿海大城市小学生(超重率为 !%7:`$肥胖率为

!"7F`)低$与内陆大城市小学生(超重率为 =7:`$

肥胖率为 %7#`)儿童单纯性肥胖症的检出率基本

一致!>"

% 小学生超重及肥胖检出率存在性别差异$

男生明显高于女生$可能是由于传统重男轻女习俗

所造成$还可能与男生食欲好*自我控制力差$而女

生追求身材苗条*自我控制意识较强有关% 因此$在

开展防治儿童肥胖工作时$重点应该是男生%

#""> 年中国肥胖工作组颁布了+中国学龄儿童

青少年超重*肥胖体重指数分类标准,$提高了我国

学生肥胖检出率工作的水平% 但肥胖的真正含义是

指人体内脂肪细胞增多或细胞体积增大$或两种情

况同时存在$导致体内脂肪成分显著升高!%"

% 因此

应以人体的体脂百分比(`iK)作为肥胖的判定基

础% 目前测定`iK的常用方法有双能 N线吸收法

(eAN9)*生物电阻抗法和皮褶厚度法等$A)T.*]

/3**等!<"发现$与eAN9测定相比$应用i@P*生物

电阻抗法或皮褶厚度法判定儿童体内脂肪含量存在

明显低估现象% 研究报道!F"

$i@P与`iK有良好的

相关性$且测定简便易行$适用于大规模的流行病调

查时对肥胖的判定% 由于注意到脂肪分布对代谢的

影响$提出了中心型肥胖*腹型肥胖等概念$所以目

前国内外常用I'或I Ĥ作为反映脂肪中心型分

布的指标% 本次调查表明$肥胖组的 i@P$I'$

I Ĥ和`iK都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儿童肥胖是

以中心性肥胖为主$同时因为小学生 i@P与`iK

呈高度正相关$提示如果在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

中$`iK的检测如不能广泛开展$也可以用 i@P替

代%

儿童肥胖与成年后多种代谢性疾病如高血压*

高脂血症*糖尿病等的发生密切相关$本研究显示$

肥胖儿童 Gi1$CD和BeB]'均高于对照组$而 êB]

'低于对照组$表明成人肥胖的危险因素已在儿童

中有所表现$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

% #""< 年国

际糖尿病联盟(PeK)发表的代谢综合征标准中$强

调以中心性肥胖为基本条件(根据 I'判断)% 对

北京学生报道显示!="

$青少年血脂水平随肥胖程度

增加而升高$I Ĥ可能比 i@P更能反映超重及肥

胖青少年血脂状况%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肥胖组

I'$I Ĥ与血清 CD和 BeB]'水平的偏相关系数

大于i@P$`iK与其的偏相关系数$表示I'$I Ĥ

可能比i@P$`iK更能反映儿童血脂异常状况%

肥胖是一种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营养性疾

病%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单纯性肥胖儿童与体重正

常儿童相比$有诸多易致肥胖的不良饮食行为$如常

暴饮暴食*进食速度快*常吃油腻食物等$与国内外

调查结果一致!!"$!!"

% 经常暴饮暴食$可能造成儿童

摄入各种营养素过多$最终导致肥胖% 另外进食速

度过快$不能使人产生饱腹感而发生反馈$使得营养

过剩致体重增加% 此外食物种类对儿童肥胖影响

很大$经常吃油腻食物容易导致肥胖% V̂/.*zQ,[3

等!!#"报道$增加水果蔬菜及其他高纤维食物的摄

入$能降低儿童肥胖发生率% 本次调查虽然常吃水

果蔬菜没有进入回归方程$但单因素分析仍显示有

保护作用% 多因素非条件6,R)T-)W回归分析显示$喜

欢运动*运动时间长均显示具有保护作用$说明每天

体育锻炼时间长的学生更不容易肥胖$与有关文献

一致!!> b!<"

% 本次调查资料也显示$爱看电视是危险

因素% EV4)Z3*等!!F"亦表明$看电视与儿童肥胖的

发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适量的运动和减少静坐的

生活方式对预防儿童肥胖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之$超重及肥胖的发生影响因素很多$除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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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外$食物的选择和总能最的摄入以及活动的消

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说明$不良的

饮食行为和运动行为影响儿童的能量摄入和能量消

耗而导致儿童肥胖$因此$预防和控制儿童肥胖$要

注意培养儿童养成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加强体育

锻炼$从而控制体重$促进儿童正常发育和健康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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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儿科遗传代谢'内分泌疾病诊疗新进展学习班通知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F]"!]">F$国%"

经国家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定于 #""$ 年 F 月 ## b#$ 日在武汉同济医院举办全国+儿科

遗传代谢*内分泌疾病诊疗新进展,学习班!#""$]"F]"!]">F(国)"% 本学习班由华中科技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儿科主办$学员将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

类学分 !" 分并获颁发证书% 主要讲者包括

同济医院儿科王慕逖*刘皖君*罗小平*林汉华*方峰*周建华教授等$并特邀德国D.,4R̂ ,XX/3**方

俊敏*K4)-\C4.X\$荷兰@34R34.-(3H)f*$香港卢忠启*张壁涛和台北牛道明教授%

有意参加者请即与同济医院儿科联系$以便通知具体相关事宜% 联系地址&%>"">"&武汉市解

放大道 !"=< 号同济医院儿科#联系人&魏虹*罗小平#电话J传真&"#:]$>FF#>=># A]/3)6&.Q2aS-f(7

-f/V7.2V7W*或a06V,S-f(7-f/V7.2V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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