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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1985—2005年中小学生肥胖的

变化趋势

李希 曹若湘 吕若然 曹卫华

·469·

·疾病监测·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1985 2005年中小学生肥胖的流行情况及其变化趋势。方法 应

用流行病学现况研究方法分析1985—2005年间四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中北京市7～18岁学生形

态发育数据，计算人群的肥胖检出率，并描述其在不同亚人群的分布特点及变化趋势。结果北京市

的7～18岁学生1985—2005年问四次肥胖检出率分别为0．65％、3．40％、5．23％和8．53％，呈明显的

增长趋势，且增幅逐渐加大。2005年调查表明，不同特征学生群体的肥胖检出率存在明显差异，男生

(11．11％)高于女生(5．98％)，10～12岁年龄段最高，达到11．63％；此外，城镇检出率(10．38％)高于

农村(6．60％)，而地区社会经济水平与肥胖检出率呈负相关。结论20年间，北京市中小学生肥胖

由散发到流行，并将进一步扩散；其流行兼具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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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alence and trend of obesity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001 students in Beijing from 1985 to 2005．Methods Morphological data of students aged 7—1 8 from the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and Health Surveillances of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in Beiiing in 1 985， 1995，

2000 and 2005 was analyzed with methods of cross-sectional study．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was

calculated，and its secular trends was characterized．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among students

aged 7—18 in Be巧ing were 0．65％，3．40％，5．23％and 8．53％respectively in the four surveillance

programs with obvious rising trend which had an increase． In 2005，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obesity

prevalence of sub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t was higher for males(1 1．1 1％)

than females(5．98％)，a1So for students aged 10．12(11．63％)．In rural sch∞ls(6．60％)it was much

10wer than in urban(10．38％)，but the areas with high SES was deemed to have a 10wer prevalence．

Conclusion In the 1ast tw。decades，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00l students in Be玎ing，obesity had

changed its characteristics from sporadic to epidemic with the features of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obesity；Body mass index；Student

肥胖除影响青少年的生理机能和智力心理发育

之外，还能够增加青少年患高脂血症、高血压和糖耐

量异常等疾病的风险⋯，并可能随“轨迹现象”成为

成年后一些常见疾病的危险因素幢一。因此青少年的

超重和肥胖直接影响着当前和未来社会的人口素

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并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我国从1979—2005年共组织了六次

全国范围的学生体质健康调查，本研究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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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李希、曹卫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曹若湘、吕若然)

通讯作者：曹卫华，Email：caoweihua60@163 com

1985—2005年间四次调查中北京市7～18岁学生的

形态发育数据，了解北京市中小学生中的肥胖流行

情况并分析其变化的趋势特点。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采用分层

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首先根据社会经济水平将北京

市各调查地区分为“好”、“中”、“差”三类，从中分别

选取城镇和农村的学校作为“调查点校”，对在校学

生按照年级进行分层，然后再随机抽取部分教学班，

将班内所有健康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形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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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育和素质多个方面的体质健康指标横断面调

查。本研究利用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提供的1985、1995、2000和2005年四次全国学生体

质调查中北京市7～18岁学生资料(北京市四次学

生体质调查研究数据均由北京市CDC收集整理)，

能够较好地反映该地区中小学生的体质变化趋势。

2．研究方法：按照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颁布的

“中国儿童超重和肥胖体重指数筛查分类标准”选用

我国发达城市各年龄男女学生BMI数据中的85百

分位点(P8，)和95百分位点(P。，)，分别作为正常、超

重和肥胖的界值点(表1)∽1。本研究选用该标准计

算研究对象的肥胖检出率和超重肥胖合计检出率

(超重检出率与肥胖检出率之和)，此外还得到检出

率每5年的绝对变化幅度，即p，一p0；并用环比法描

述检出率每5年的相对变化速度，即(p。一p0)／p。。

研究采用Y2检验对不同特征学生之间的肥胖检出

率差异进行评价，并采用趋势Y2检验评价检出率变

化趋势的显著性。

表l 中国7～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

BMl分类标准

超重

17．4

18．1

18．9

19．6

20．3

21．0

21．9

22．6

23．1

23．5

23．8

24．0

男生 女生

超重

17．2

18．1

19．0

20．O

21．1

21．9

22．6

23．0

23．4

23．7

23．8

24．0

肥胖

18．9

19．9

21．0

22．1

23．3

24．5

25．5

26．3

26．9

27．4

27．7

28．0

结 果

1．总体变化趋势：在20年间的四次学生体质健

康调查中，北京市7～18岁学生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0．65％、3．40％、5．23％和8．53％，增长趋势明显(趋

势x2检验P<0．001)，单位时间增幅逐渐加大。而

四次调查中的超重肥胖合计检出率分别为3．58％、

10．79％、16．06％和21．71％，1995 2005年的增幅

保持在每5年5．00％以上，大于1985—1995年的增

幅每5年3．00％左右的水平(表2)。肥胖检出率的

增速始终大于超重肥胖合计检出率，这使得前者在

后者中所占的比值也逐渐增大，由1985年的约

18．00％升至2005年的近40．00％。

2．性别问差异：1985年北京市男女生的肥胖检

出率分别为0．68％和0．60％(表3)，二者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Y2检验P=0．533)。之后男女生的

检出率都呈现明显的上升的趋势(趋势Y2检验P<

0．001)，且增幅逐渐加大。而男生检出率的增幅和

增速都始终高于女生；因此，在1995、2000和2005

年的三次调查中，男生的肥胖检出率已经明显高于

女生(Y2检验P<0．001)。到2005年，男女生肥胖

检出率分别达到11．11％和5．98％，相差近一倍。按

照城镇农村，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分层分析发现，这

种肥胖检出率的性别差异在各层中都表现出同样的

趋势变化特点。

3．年龄间差异：将研究对象按7～岁、10～岁、

13～岁和16～18岁分为四个年龄组，可以看出各年

龄组的肥胖检出率都随时间明显升高(趋势Y2检验

P<0．001)。相比之下，低龄组的检出率较高，增幅

也较大。特别是10～12岁学生中的检出率在

2000—2005年的五年间增长一倍，跃升为最高的一

组。按性别分类后，男女生的年龄别检出率变化都

符合上述的特点。在不同年龄组内，肥胖检出率都

表现出“男生高于女生”、“性别分化日趋明显”的

特点。

4．城乡间差异：城乡地区的学生肥胖检出率都

分别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趋势Y2检验P<

0．001)。城镇学生肥胖的检出率始终高于农村(Y2

检验P<0．001)。1985—2000年城镇检出率增幅大

于农村，使城乡差距逐步加大。但与城镇肥胖检出

率每5年2．00％～3．00％的稳定增幅相比，农村肥

胖的检出率则呈现增幅逐步加大的态势，而增速也

表2 1985、1995、2000和2005年北京市7～18岁学生肥胖与超重总体流行情况

注：81985～1995年间的5年增幅为(P1995一P1985)／2； 61985—1995年间的5年增速为v／再忑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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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85、1995、2000和2005年北京市7～18岁学生肥胖分类流行情况

注：同表2；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

始终大于城镇。到2005年，农村肥胖检出率的5年

增幅已经超过了城镇。综合增幅和增速分析，可以

发现农村学生肥胖检出率正表现出“赶上”城镇水平

的趋势。对于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学生，肥胖检出率

的城乡趋势差异基本一致。

5．经济水平的影响：将调查地区经济水平分为

好、中、差三类，各类地区的肥胖检出率都呈现上升

的趋势(趋势Y2检验P<0．001)，而增幅也逐渐增

大。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肥胖检出率始终低于其他

地区，而经济条件较差地区的肥胖检出率也逐步在

升高。不论在城镇还是农村，这种肥胖检出率与经

济水平间的负相关都同样存在。不同的是，从1995

年起，城镇中不同经济水平地区间肥胖的检出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Y2检验P<0．001)，而在农村地区

这种差异直到2005年才开始显现出来。

讨 论

1985年北京市青少年肥胖检出率尚不足

1．00％，并不构成流行。但20年来学生中肥胖与超

重发展都很快，上升的趋势明显，且增幅逐渐增大。

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干预，以目前的单位时间增幅计

算，北京市学生肥胖检出率和超重肥胖检出率将在

20年内达到美国2004年的青少年水平(约18．00％

和35．00％)H’5 o。而肥胖检出率的增速大于超重肥

胖检出率的增速，肥胖与超重的比例逐渐接近1：1，

与发达国家的肥胖流行特点类似。6。。

发达国家青少年男女生之间肥胖检出率相近，

甚至女生略高于男生。与之相比，北京市青少年男

女生的肥胖检出率比例接近2：1，带有明显的发展中

国家流行特点。一般认为这种青少年肥胖的性别差

异主要与社会性别观念有关，但具体的原因比较复

杂。而北京市学生中的这种差异并没有受到城乡或

地区经济水平的影响，因此认为这种差异与一般发

展中国家“重男轻女”观念导致的营养供给差异无

关，而更可能是因女生更重视对体重的自我控制造

成的。

北京市青少年中肥胖低龄化的危险依然突出，

提醒我们干预时机的选择应该前移。而10～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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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肥胖检出率在20年间的增幅最大，2005年已

经成为检出率最高的一组。这个年龄段的肥胖除了

会增加代谢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以外，还

有可能影响青少年青春期早期的生理机能发育‘2。。

此外，英国的一项队列研究表明，该年龄段的肥胖存

在非常明显的轨迹现象，通过对11岁时检出患有肥

胖症的学生随访5年发现，只有不到7％的人BMI

后来恢复到正常水平【71。因此，北京市这个年龄段

学生中肥胖的高发会给未来成年人群中的代谢性疾

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预防造成严重的问题。

北京市青少年肥胖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差异也很

明显，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农村检出率出现“赶上”趋

势，这是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特点。但不同的是，不

论城镇还是农村，地区经济水平与学生肥胖的流行

水平都呈负相关。这又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的情况一致。8。1 2。。综合以往的研究发现：在发展中

国家，经济发达地区的青少年可以获得相对较丰富

的营养供给，因此肥胖流行水平也往往较高，而城乡

间的肥胖差异也主要缘自经济水平的不同。而在发

达国家，经济发达地区的肥胖流行水平较低，是因为

这些地区的青少年往往拥有更健康的饮食习惯和更

完善的体育锻炼条件n0|。我们认为北京市的情况

与发达国家类似，第一，地区经济水平通过饮食习惯

和体育锻炼条件影响青少年肥胖的流行水平；其次，

城镇学生接触高热量的西式饮食的机会更多，时间

也较早，这充分解释了之前提到的城乡间的肥胖差

异，以及城镇中不同经济水平地区间肥胖检出率的

分化早于农村的情况。

综上所述，北京市学生肥胖流行兼具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点，但究其影响因素更接近

发达国家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肥胖

干预经验：首先，对于青少年学生肥胖的干预不仅要

关注检出率高、增幅大的人群，还要及时遏制高增速

人群的“赶上”趋势，而针对超重人群的干预也可以

对肥胖的流行起到遏制的作用，因此在于预中并不

存在绝对的非重点人群；其次，青少年的肥胖问题干

预需要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共同参与H 3I，以饮食

习惯和体育锻炼相关的健康教育为主要切人点，进

行多层次多因素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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