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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市11～13岁青少年睡眠时间
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相关关系研究

陆青云侯方丽 孙莹 张兆成 陶芳标

、

【摘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睡眠时间、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相关关系。方法对初中生

睡眠时间、饮食模式、体力活动和视频时间等采用问卷调查，同时收集体格数据，分析睡眠时间和

饮食模式对超重／JlE胖的影响。结果徐州市区初中男生超重率为23．5％，肥胖率为22．5％；女生

超重率为18．1％，肥胖率为1】．9％。男生睡眠不足(<8 h／d)为28．1％，女生睡眠不足为33．O％。多

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生睡眠时间<7 h，d是超重／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OR=I．72(95％CI：

1．08～2．74)，而女生睡眠时间和超重／,ll巴胖的关系不显著。调整了年龄、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庭

收入、体力活动、看视频时间及超重／且巴胖变量后，男生睡眠时间<7 h／d者零食类食物摄人频次增

加，OR=1．69(95％C1：1．10～2．73)。结论睡眠减少为初中男生超重／肥胖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且男性青少年睡眠减少可导致零食类食物摄入增加。提示男生零食类食物摄入过多在睡眠减少

和超重／肥胖关系中的联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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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five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leep duration，dietary patterns

and overweight／obesity among adolescents in Xuzhou．and to develop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adolescent．obesity．Methods Data of 3 1 03 boys and girls from 5 iunior high schools

were analyzed．Self-reported information on duration of sleep．dietary pattems．physicaI activities and

time spent on watching video／audio program were assessed and physique data was also collec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multiple liner regression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Results

The prevalence rates o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boys were 23．5％and 22．5％．and in girls were

1 8．1％and 11．9％，respectively．Proportions of insufficient sleep(<8 h／d)in boys appeared 28．1％

and in girls as 33．0％．From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appeared risk on the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boys who had sleep duration<7 tVd f锨(95％C／)：1．72
(1．08—2．74)J，but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duration of sleep and overweight／
obesity in girls．After adjusting on age，levels ofparental education，family income，physical activities，

time spent on watching video／audio programs，and weight status．boys who had sleep duration

less than 7 h／d would have the odds ratio of 1．69(1．1 0—2．73)．for the likelihood of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eating snacks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parts who had sleep duration of≥8 h／d．

Conclusion The Shortened duration of sleep seemed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n overweight／
obesity among male adolescents，and it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ed frequency of eating snacks．

Data from 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dietary patterns might play a rol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uration of sleep and overweight／obesity，among male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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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在世界范围内呈现持

续增长趋势⋯，中国儿童超重／月巴胖率已从1991—

1995年的16．0％上升至2006—2010年的26．6％[2 3。

肥胖对儿童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危害，也是导

致早死致残，影响生命质量和增加财政负担的重要

公共卫生问题b1。近年来发现睡眠时间为超重／肥胖

的一项危险因素，系统性综述同样也支持儿童青少

年群体睡眠时间与超重／肥胖的关系呈反比n·5。。睡

眠时间不足可改变代谢激素如瘦素、胃饥饿素等水

平，并通过调节食欲和食物的选择破坏能量平衡哺3，

刺激机体饥饿感增加和促进食欲，导致倾向于碳水

化合物和高能量食物的摄人哺·7I。行为理论认为，每

晚推迟入睡时间和缩短睡眠时间均可导致夜晚食物

摄取以及白天疲惫致使运动量减少伸1。此外，睡眠

不足影响了正常规律性膳食，很多饮食行为如不吃

早餐、低营养高热量性膳食摄人增加直接促进了肥

胖的形成№’9l。

儿童青少年肥胖将影响未来成人期的生活质

量，因此了解影响生命早期超重／肥胖的生活方式等

行为因素可为制定相关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为

此本研究2011年11月在江苏省徐州市5所初中学

校进行相关调查，并分析青少年睡眠时间、饮食模式

及超重／肥胖的相关关系。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方法调查徐州

市区5所初中学校3 322名初一学生，收回有效问卷

3 103份。其中男生1 586人(51．1％)，女生1 517人

(49．9％)，平均年龄(12．6±0．6)岁，其中11、12、13岁

年龄组分别为392人(12．6％)、2 538人(81．8％)、173

人(5．6％)。

2．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

统计学信息(年龄、性别、父母文化程度及自评家庭

经济状况等)、体力活动、视频情况(每周看电视和上

网时间)、饮食模式和睡眠时间等。要求被调查学生

集巾在教室，由经过培训的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系研究生以口头形式向调查对象说明本次调查的目

的及意义，获得所有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后，发放问

卷。同时调查员统一讲解问卷的正确填写方法，要

求学生自愿独立完成，发现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询

问，调查员及时核查问卷，对不合要求的问卷要求学

生及时更正，合格后收回。

(1)睡眠时间：采用自填方式回忆“周一到周五

上学期间平均每晚上床和晨起时间”以及“周末休息

期间平均每晚上床和晨起时间”，并以此计算上学期

问5 d内睡眠时间以及周末2 d睡眠时间，两者相加

之和除以7为平均每天睡眠时间。根据美国国家睡

眠机构的规定，本研究定义青少年人群睡眠时间<
8 h／d为睡眠不足n⋯。

(2)体力活动情况：采用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YRBS)问卷的项目，

即“最近7 d内进行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如快走、打太

极拳、慢速骑自行车等)，且心跳加快、但无大量出汗

或气喘吁吁，每次≥30 min的天数”，按照YRBS系

统推荐标准：每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5 d为足量中

等强度体力活动n“。

(3)视频时间：采用相关文献的4个条目¨“，分

别为“周一到周五上学期间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

问”、“周末休息期间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周一

到周五上学期间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问上网”、“周末

休息期间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间上网”。计算方法为

上学期问5 d内上网时间以及看电视时间和周末2 d

上网时间，以及看电视时间相加之和除以7为平均

每天视频时间。

(4)饮食模式：采用食物频率问卷(FFQ)评价青

少年过去一周摄人食物的种类、频率“3I。本次调查

对FFQ问卷条目进行稍微调整，问卷共包括中国人

群的日常32种食物，让学生回忆过去7 d内各种食

物包括饮料的摄入频次。共分5个等级：从不=0；

1～3次=1；4—5次=2；6～8次=3；>8次=4。FFQ

着重于每种食物的频次，而非食物的具体热量。利

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得出饮食模式，32种食物进入

因子分析，通过正交变换(最大方差法)旋转保持不

相关因素和更大的可解释性，根据Cronbach关于

FFQ的Ⅱ值(0．895)对每个因素进行可靠性评估，因

子载荷绝对值<0。3的项目被排除在外，并根据碎石

图的特征值保留两个分类，最后把饮食模式分为两

类，即零食类和传统类食物，再采用百分位数法根据

频次高低进行两大类食物摄入频率的二分类归类

(75％作为界点)。

(5)超重朋巴胖界定：体格检查数据来自于当地学

校卫生保健所每年学生体检数据，在问卷调查前一

周由体检医生按常规采用立柱式身高坐高计和杠杆

式体重计测量学生身高和体重，计算BMI(kg／m2)，

并依据中国2～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tJl巴,胖筛查界值

点的标准筛查超重／肥胖h⋯。

(6)主要变量赋值：包括性别(1=男，2=女)；超

重／肥胖(1=超重朋巴胖，0=正常体重)；睡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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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d。2=7～8 h／d，3=≥8 h／d)；平均视频

时问(1一≤2 h／d，2一>2 h／d)；每周中等强度体力活

动(1—0～4 d，2-----5～7 d)。饮食模式中包括零食类

食物摄入(1=经主成分分析转化后零食类食物摄人

频率<75％，2=≥75％)；传统类食物摄入(1一经主

成分分析转化后传统类食物摄入频率<75％，2--≥

75％)。由于饮食模式在本研究中作为联结睡眠时

问和超重肥胖的中介变量，因此其即作为超重／HE胖

的自变量，也作为睡眠时间的因变量(即零食类食物

摄人≥75％，和传统类食物摄入≥75％)，并进行多

因素模型分析。

3．统计学分析：资料采用EpiData 3．0软件由专

人录人，并针对各项设置核对文件，录入结束后进行

核对、纠错。使用SPSS 13．0软件分析数据。率的比

较用x2检验；分别以超重／HE胖应变量，用logistic回

归模型估计分析睡眠时间、饮食模式与超重／HE胖的

关系，并利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将所有食物分成两

大类，得出青少年饮食模式。以P<O．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一般特征：徐州市区初中

男生超重率为23．5％(372／1 586)，

肥胖率为22．5％(349／1 586)；女

生超重率为18．1％(275／1 517)，

肥胖率为11．9％(181／1 517)。男

女生超重率、肥胖率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01)。男生睡眠不足

(<8 h／d)为28．1％(445／1 586)，

女生睡眠不足为33．0％(501／

1 517)，男生睡眠时间显著多于女

生。每周参加足量中等强度体

力活动男生占14．8％(235／1 586)，

女生占10．9％(165／1 517)。男生

视频时间>2 h／d为15．3％(242／

1 586)，女生为10．7％(163／1 517)。

见表1。

2．分性别超重／HE胖单因素

分析：男生超重朋巴胖者视频时

间、零食类食物摄入频率显著高

于体重正常者，中等体力活动和

睡眠时问显著低于体重正常者；

女生中超重／HE胖者仅视频时问

显著高于体重正常者(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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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徐州市初中学生生活方式和超重／HE胖的基本情况

注：P值为性别间差异性比较

3．分性别睡眠时间和超重／HE胖的多因素分析：

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显示男生BMI和睡眠持续时间

在调整了年龄、自评家庭收入、父母亲教育程度、体

力活动、视频时间和饮食模式变量后，两者相关性依

然显著，而女生两者之间无显著相关性。按照睡眠

时间分成3个等级(<7 h，7～8 h，≥8 h)，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生睡眠时间<7 h／d相对于

睡眠时间≥8 h／d是超重／HE胖的危险因素，OR=1．72

(95％凹：1．08～2．74)，而女生睡眠时间等级和超重／

肥胖的关联不显著(表3)。

表2徐州市初中生分性别超重／月巴胖的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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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睡眠时间、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表4结果显示调整了年龄、自评家

庭收入、父母亲教育程度、体力活动和视频时间后，

男生睡眠时间和零食类食物摄人为超重朋巴胖的独

立危险因素，OR值(95％“)分别为1．67(1．10～2．73)

和1．36(1．06～2．77)，而女生睡眠时间和饮食模式与

超重／肥胖的关系无显著性意义。

5．分性别睡眠时间等级和饮食模式的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表5显示，调整了年

龄、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庭收入、体力

活动、视频时间及超重／月巴胖变量后，男

生睡眠时间<7 h／d为零食类食物摄人

频率高(≥75％)的危险因素，OR----1．69

(95％CI：1．10～2．73)，而女生为睡眠时

间<7 bud和传统类食物摄入频次减

少，OR=O．53(95％CI：0．27．0．98)，但

与零食类食物摄人关系不显著。

讨 论

本研究显示徐州市区初中男生超

重率为23．5％，肥胖率为22．5％；女生超

重率为18．1％，肥胖率为11．9％。该结

果高于以往文献报道乜1，提示徐州市区

初中生超重朋巴胖检出率较高，且男生显

著高于女生，并受多重生活方式行为的

影响。Meta分析也显示我国城镇男童

超重／月巴胖率加速上升，显著高于女童，

因此城镇儿童青少年超重绡巴胖群体中

男性是更需重视的人群陋]。本研究显

示，青少年睡眠时间<7 h／d的超重朋巴

胖率是睡眠充足(≥8 h／d)的1．59倍，这

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致“5'“1。本研究

还发现睡眠时间和超重／且巴胖发生的联

系存在性别差异，仅在男生中有显著性

联系，而在女生中则无显著性联系。

随着初中生学习负荷加重，睡眠

时问较儿童期相对减少。睡眠时间不

足可增加肥胖的发生风险，其中可能

的机制是通过影响代谢调节和食欲控

制“⋯。由于食物的选择在能量摄人中

占核心作用，可直接导致超重／肥胖，同

样作为一种引发肥胖的行为模式，食

物的选择和其他生活方式一样也受睡

眠的影响‘18,19)，因此睡眠和饮食模式的

关系成为关注的重点。最近一项研究发现10～11

岁儿童睡眠不足导致对高能量食物的摄取过多乜0|，

Nedeltcheva等n1认为睡眠短缺只是增加零食摄入

而非正常规定膳食热能。因此推测高能量食物如脂

肪等摄人链接了睡眠和BMI之间的联系[21+22]，同时

睡眠时间不足如人寝时间推迟可引发不规律膳食模

式n 9。，增加可口美味、高能量食物的摄入∞'2⋯。睡眠

受损和大脑奖赏的相关区域相互联系，下丘脑睡眠

表3分性别睡眠时间和BMI、超重／肥胖多重线性回归

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注：所有的模型均调整了年龄、自评家庭收人、父母亲教育程度、体力活动和视频时

间等变量

表4分性别睡眠时间、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男生 女生

口值Wald)f值DR值(95％c，)卢值耽^饼值OR值(95％C／)

注：模型调整了年龄、自评家庭收入、父母亲教育程度、体力活动和视频时间等变

量：。P<O．05

表5分性别睡眠时间和饮食模式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注：模型调整了年龄、自评家庭收入、父母亲教育程度、体力活动、视频时间和超重／

肥胖等变量；“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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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系统以及杏仁核对睡眠剥夺的敏感性也和饮食

相关，因此应激性睡眠剥夺和感觉寻求行为体现为

机体对零食和高能量食物的摄入增加乜5·2“。另外，

睡眠不足导致血浆瘦素蛋白水平下降，胃饥饿素和

皮质醇水平增加，改变体内葡萄糖稳态，最终影响食

物摄入㈦。

本研究分析睡眠时间与饮食模式问的相关性，

认为男性青少年睡眠时间不足显著增加零食摄入频

次，且独立于视频时间和体力活动等其他生活行为，

这种现象也可以用不同的性别之间自我意识差别来

解释，即早期青少年是脱离童年期、体格发育、认知

和行为急剧发生变化的年龄段，而进入青春期的女

牛与同龄男生相比更愿意遵从推荐的健康生活方

式，如健康合理的饮食摄人和睡眠习惯n’2⋯。本研究

认为我国青少年肥胖相关行为(如零食摄人增加)似

乎在睡眠不足的男生中更易被诱发，因此推测零食

摄入过多在睡眠减少和超重lie胖关系中的联结作

用。本文表3、4结果对比可见，当男生“零食摄人”

进入睡眠时间和超重／,IE胖多因素同归模型中后，

“睡眠时间<7 h／d”对超重／月巴胖的OR值由1．76变为

1．67，提示“零食摄人”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此外，

系统性综述分析认为儿童青少年人群睡眠时间和超

重朋巴胖的联系存在于男生，而女生中这种联系不显

著[5]，其中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性别间存在睡眠结构

的差异心“。通过睡眠活动记录仪发现男性睡眠质量

低于女性，如睡眠觉醒次数较女性更多，而持续性静

止睡眠时间则更短，导致男性实际睡眠的有效性低

于女性。但目前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导致其肥胖的

生理机制仍不明确。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我国青少年睡眠时间不

足和超重lie胖之间存在联系，且仅存在于男生中，

并推测睡眠不足导致零食摄人增加并促进超重lie

胖形成。然而本文为横断面研究，无法阐明其间的

因果关系。有研究认为选用FFQ要比“24小时回顾

法”更为精确¨“，然而FFQ作为一种非营养标准评价

量表，仅作为一种饮食行为，不能作为一种定性的评

价方法，也是本研究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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