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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城市初中生健康行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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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初中生的健康行为和保护性困素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方法 采用

wH0的(搭Hs问卷，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北京、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4座城市中抽取100所

中学，在9015名初中生中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超重学生比例3．2％；在学校吃东西前从不或很少洗

手的学生占25．3％；过去12个月内20．5％的学生受到过严重伤害，打过架的男生占30 4％，认真考虑

过自杀的学生占17 1％。尝试吸烟率29 7％，过去30天里饮酒的学生占1 3 0％，14 5％的学生被给

过或被销售过毒品。运动量不足的学生占78 9％，乘车通常系安全带的学生只有14 3％。男生在吸

烟、饮酒、打架、喝碳酸饮料、饭前厕后不洗手等方面的不健康行为以及意外伤害发生的比例明显高于

女生(P<《1．01)。而女生在心理问题、体育运动不足方面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男生(P<0 01)。结论

目前四城市初中生中在饮食、卫生、心理、吸烟饮酒、体育运动等方面普遍存在不健康行为．学校应针

对这蝗丰要问题开展积极有效的健康教育活动，帮助青少年树立健康观念、养成健康行为，提高他们

的整体健康水平。

【关键词】健康行为；保护因素；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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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健康教育所与

wHO和美国CDc合作负责进行全球学校学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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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调查(global sch001 students health survey．GsHs)

项目的中国地区调查工作，监测学生主要的健康行

为和保护因素流行情况。GsHs目的旨在提供准确

的学生健康行为和保护因素数据，为调查国设计卫

生工作中针对青少年的优先项目和政策提供依据，

同时便于调查数据进行国家问和国内各地区间的比

较，并确定这些行为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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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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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调查对象与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初中生，中

国地区调查于2003年9—11月，城市选择了北京、

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市。采取两个阶段整群抽样

方法，先由美国cDc采用专门的抽样软件在四城市

中抽取25所学校，被抽到的学校根据自愿原则参加

调查；在被抽到的学校中随机抽取初中班级，被抽到

的班级的学生参加调查前需家长／监护人签署知情

同意书，根据自愿原则接受调查。调查总应答率

98．28％。四城市共100所学校完成了9173份问卷，

有效问卷9015份，分别为北京市2348份、杭州市

1802份、武汉市1947份以及乌鲁术齐市2918份。

2．调查方法：wHo提供核心问卷，结合我国特

殊情况和需要增加附加问题组成中国调查问卷。问

卷内容包含以下方面：饮食、卫生、意外伤害与暴力、

心理健康、烟草使用、酒精与其他药物滥用、体育活

动、保护性因素、HIv和AIDs以及中国特有的

sARs问题。调查为学生自填问卷，一节课内完成。

调查过程严格保护学生隐私，保证参加者的匿名身

份。由经过培训的健康教育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

班主任和学校老师回避调查现场。

3．统计学分析：所有问卷答题卡统一寄送至美

国cDc进行计算机读卡录入，生成相关数据文件，

数据处理采用sPsS 11 O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1．基本情况：9015份问卷中，男生4365份

(49．O％)，女生4537份(51 0％)，缺失122份。平

均年龄13．72岁(11．60～15 84)，其中13～15岁

7393份(82．9％)。分布在初一至初四的4个年级

内，分别为2699份(30 5％)、2942份(33．2％)、

3164份(35 6％)和58份(O．7％)，缺失152份。

2．营养与饮食：四城市初中生平均身高，男生

163 cm(145～182 cm)，女生158 cm(146～

17l cm)。平均体重，男生52 03 kg(26．49～

77．57虹)，女生47．32 kg(28．19～66 45 kg)。体

重指数(BMI)，男生19．40(1l 58～27 22)，女生

18．85(11．89～25．81)。以上指标男女生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_P<0 05)。

处于超重危险之中的学生占7，4％，男生

(9．7％)显著高于女生(5．1％)。超重学生的比例为

3 2％，男生(4．1％)显著高于女生(2 3％)。而自我

描述体重“有点重”或“很重”的学生占31．8％，约为

真正超重人数的10倍，女生(38．5％)远远高于男生

(24 7％，P<0 001)。

由表1可见，每天吃水果的比例女生(67．5％)

高于男生(61 3％)。值得注意的是，有20．6％的学

生很少吃早饭。男生中通常每天喝2次碳酸饮料或

更多的比率(20．2％)远远高于女生(14 9％)，其中

有21．4％的男生通常一周中运动每天不少于60分

钟，远远高于女生(10．4％，P<0．01)，也就是说，男

生碳酸饮料摄入的多与其经常运动有关。

表1 四城市初中学生过去30天饮食状况

注：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男女生相比P<O 05，#P<

o 01(f检验)

非超重的学生中过去一周有3次或以上吃快餐

食品的占6 8％，两性无差别。而超重的学生中频繁

吃快餐食品的占7 4％，经Y2检验二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比较接受过和未接受过健康饮

食教育的学生，前者吃早饭的比例为81．1％，显著高

于后者的75．3％(P<0．01)；喝碳酸饮料的次数二

者没有差异；而多次吃快餐的比例前者(7．1％)竞高

于后者(5．8％，P<0．01)。

3与卫生相关的行为：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的男生比例显著高于女生。在学校里，吃东西前

和厕后不洗手的比例分别是25．3％和7．5％，比平时

分别增加了5倍和3倍(表2)。在学校吃东西前从

来不洗或很少洗手男生(26．6％)显著高于女生

(24．0％，P<O．01)。65．6％的学生在学校得不到

清洁的饮用水。同时，上学年课堂上接受过如何避

免寄生虫感染知识的学生只占54 5％。

表2 四城市初中学生过去30天的卫生行为

卫生行为 全黔数 男豁数 女豁数
从小漱口或刷牙 224(2 5)o

饭前从不或很少洗手 465(5 2)”

厕后趴不或很少洗手 264(3 0)+

洗手时不用或很少用肥皂1034(1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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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暴力和意外伤害：如表3所示，过去12个月

内受到过严重伤害的男生远远高于女生。严重伤害

中骨折或脱臼的比例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受到严重

伤害的主要原因是意外事故，其次是游戏和体育锻

炼。过去12个月内有30 4％的男生参与打架，其构

成比远远高于女生。打过架的男生中有39．9％受到

过严重伤害，显著高于没有打架的男生(19 6％)。

有26 4％的人承认过去30天自己在学校被欺负，其

中19．0％是通过对身体的踢打推搡等方式进行

欺负。

表3 四城市13～15岁学生过去12个月受到意外伤害和

暴力情况

发生情况 全蔫△数 男冬△数 女与奈数

注：I叫表1

5心理健康：

(1)自我感知：有7．3％的学生承认自己在过去

12个月里通常或总是感到孤独，4．1％承认自己在

过去12个月里通常或总是因焦虑而失眠，承认过去

12个月持续2周或以上每天感到悲伤或无望而停

下日常活动的学生占20 4％。过去12个月里，认真

考虑过自杀的学生占17．1％，做过自杀计划的占

8．0％。7 3％的学生投有亲密的朋友。无亲密朋友

的学生，其孤独(21．7％)、因焦虑而失眠(10．7％)、

持续2周或以上每天感到悲伤或无望而停下日常活

动(29 9％)、考虑(27．8％)和计划自杀(16．4％)的

比率显著高于有亲密朋友的学生(分别是6，2％、

3．6％、19．9％、16 4％、7 4％，P<0 001)。在考虑

自杀和计划自杀上，女生分别为19 7％、14 8％，显

著高于男生的6 7％、9．5％(P<0 001)。女孩子更

容易感到孤独(占8．1％，高于男生的6．5％，P<

O．叭)。关于自杀意念的性别差异(女生多于男生)。

(2)心理健康教育：上一学年在课堂上接受过关

于如何用健康方式处理紧张的健康教育的学生的比

例为56．2％，无性别差异。接受过这类健康教育的

学生在过去12个月通常或总是焦虑失眠的为

3．4％，而未受过这类教育的学生为5 1％(P<

0．001)，可见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的重要影响。

109

6烟草、酒精与其他药物滥用：

(1)吸烟情况：学生尝试吸烟(即使吸一两口烟)

率为29 7％，6 1％的学生承认在过去30天吸过烟。

有1．6％的学生承认从10岁前就开始吸烟。过去

30天吸过烟的学生在过去12个月试图戒烟的比例

为67％，也就是说这部分学生有意愿不吸烟，但是

戒烟没有成功。过去7天里父母或监护人吸烟的学

生占62％。经过进一步分析可见，父母或监护人是

否吸烟与子女是否9岁及以前开始吸烟、子女是否

吸其他类型的烟以及子女是否曾试图戒烟无统计学

联系，而与学生近30天内是否吸烟和吸“二手烟”有

统计学意义(P<0．001)。吸“二手烟”的学生中，

72．9％是父母或监护人吸烟。男生在过去30天吸

烟的构成比为10．9％，远远高于女生1．9％(P<

0 001)。65．1％的男生报告过去7天有人在自己身

边吸烟，高于女生的59．5％(P<0．001)，而在父母

或监护人是否吸烟上两性无差异(P=O．113)，可以

判断男生接触烟草与朋友同学吸烟有很大关系。上

学年课堂上接受过吸烟危害教育的学生比例为

74．6％，女生(75．8％)高于男生(73．3％，P<

0．01)。上学年接受过拒烟技巧教育的学生的比例

为32．1％，男生(33．6％)高于女生(30 5％，P<

0 01)。

(2)饮酒情况：承认13岁或更小年龄开始正式

饮酒的比例为31．6％，承认在过去30天有饮酒行为

的学生占13．0％，承认在过去30天里每次喝酒在一

瓶以上的学生占5．4％，承认在过去30天通过在商

店和小卖部买酒自己饮用的人占4．5％，承认13岁

或更小首次饮酒真正喝醉的比例为13．6％，承认到

调查时为止真正喝醉过的学生占10 3％。

在过去30天里，饮过酒的男生(18．2％)的构成

比远远高于女生(10．1％)，同时饮一瓶酒以上学生

的构成比男生(8．2％)也显著高于女生(3 5％)，男

生自己购买酒饮用的构成比(7 1％)高于女生

(2 9％)，13岁或更小首次饮酒真正喝醉的比例男

生(18．3％)高于女生(9．4％)，到目前为止男生喝醉

的情况(14．5％)同样远高于女生(6 5％)。以上数

据说明，我国13～15岁初中生饮酒的行为比较普

遍，饮酒的各个方面，男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O．001)。

上学年课堂上接受过不饮酒好处内容健康教育

的学生占54．5％，两性无差别。过去课堂上接受过

如何拒绝饮酒技巧教育的学生比例为27 5％，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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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高于女生(25 4％，P<O．001)。学校对饮

酒内容的键康教育远没有对吸烟内容的健康教育力

度大。

(3)药物滥用：调查表明，过去30天里有14．5％

的学生被给过或销售过毒品(大麻、冰毒、摇头丸、鸦

片、海洛因)，男生(15．5％)略高于女生(13 5％，

P<0 05)。

7体育活动：过去7天每天至少运动60分钟的

学生的构成比为16．1％，通常一周每天至少运动60

分钟的学生为12．6％。由此可见，能够保证每天60

分钟体育运动的学生非常少。通常一周中每天至少

3个小时坐着看电视、聊天、看书等活动的人占

2l 1％，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性别来看，通

常一周每天至少运动60分钟的人的比例男生

(16．3％)比女生(9 3％)高。没有参加足够量体育

运动的人占78．9％，女生(83 1％)远高于男生

(74．5％，P<0．001)。

在过去的12个月里参加一个或多个体育团队

的学生占38．9％．男生40．0％略高于女生37．8％

(P<0 05)。上学年每周上3天及3天以上体育课

的人占21．2％。上个学年在课堂上接受过关于运动

好处健康教育的学生占89．7％。以r两方面男女生

之间均无差别。

8个人安全：过去30天乘车的时候通常或总是

使用安全带的比例只有14．3％，男生(16 0％)明显

高于女生(12 8％，P<0 001)。上一学年在课堂上

接受过关于如何避免机动车事故教育的学生比例为

77．9％，男女生无性别差异。上一学年在课堂上接

受过关于如何在紧急事件(如火灾、地震)中保护自

己的教育的学生比例为69 1％，同时在家庭内部讨

论过如何在危机中保护自己的学生比例为60．1％，

女生均高于男生(P<0．005)。

9保护性因素：认为过去30天大部分同学是友

善和乐于助人的学生构成比为48．0％，女生

(53．6％)远高于男生(42．2％，P<0 001)。在过去

30天堡父母或监护人通常或总是检查他们作业的

学生占37．6％．男生(42．3％)高于女生(33．1％，

P<0 001)。在过去30天里父母或监护人通常或

总是理解他们的问题和烦恼的学生占35，9％，两性

别间无差异。在过去30天里父母或监护人通常或

总是知道学生闲暇时间做什么的构成比为45．2％，

女生(46．6％)高于男生(43．9％，P<0 05)。

进一步的分析，在过去12个月通常或总是因焦

虑而失眠的学生，他们的监护人在30天内通常或总

是“不了解”他们的比例为80．9％，与不失眠的学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3 3％，P<0．001)，这说明父

母的不理解与学生的焦虑失眠关系密切。

10关于HIv／AIDs与sARs：听说过HIv或者

AIDs的学生占96．3％，同家长和监护入讨论过

HIv或AIDs的学生占37 7，女生(4l 6％)远高于

男生(33 5％，P<O 001)。与同学或朋友讨论过

HIv或AIDs的人占46％，两性别间无差异。女生

和家艮交流较男生多，男女学生都更愿意和朋友交

流此类问题。听说过SARs的人占99．2％，2003年

上学年在课堂上学习过如何预防sARs的学生占

92-8％，在SARs期间因&埙s而勤洗手的人占
92．4％，女生(94，2％)高于男生(90．6％，P<

O 001)。在sARs流行期问“害怕”得上sARs(有

恐惧心理)的人占48 7％，女生(52．5％)高于男生

(44．5％，P<0 001)。

讨 论

1．需加强营养健康教育和审美观教育：调查显

示，不吃早餐的学生比例较高，占到I『l／5。而相关

研究表明不吃早餐会影响认知能力和学习成

绩“’⋯。男生因为经常运动喝碳酸饮料较频繁，部

分学生吃洋快餐很频繁。四城市超重学生所占比例

不高，但学生认为自己体重超重的是真正超重的lO

倍，尤其是女生。这需要学校有钊对性的开展营养

和形体美的教育。

2．学生不良卫生习惯率较高：学生普遍认为学

校缺乏清洁饮用水，学校卫生设施不足，学生吃东西

前不洗手现象较普遍，尤其是男生。学生普遍缺少

寄生虫防治知识。

3．意外伤害与校园暴力发生率较高，校园人文

环境亟待改善：调查显示超过1／4的学生过去一个月

中在学校遭到欺负。有1／5的学生受到过严重身体

伤害，大部分严重伤害缘于意外事故，其巾造成骨折

或脱臼的比例接近1／4。在世界各国，意外伤害是

5～24岁年龄段的第一位或第二位死亡原因。奉次

调查显示，过去一年中有近1／3的男生参与过打架，

与4年前调查数据接近。而参与打架的的男生更易

受到严重伤害。

4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堪忧，需加强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父母或监护人不

理解他们，有些女生曾有过自杀意图。爱尔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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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调查报道在其首都都柏林，13～14岁在校学生中

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9％，而青少年自杀人数在逐年

增加，已成为这一年龄阶段的第二大死因，仅次于交

通事故”“。关于自杀意念的性别差异(女性多于

男性)，国内外研究者观点较一致”“1。在对学生的

健康保护方面。家长对学生关心不够，检查学生作

业的家长比例较低。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大部分同

学不友善或不乐于助人。分析表明，缺少亲密朋友

和家长关心，使学生更易出现心理问题，而心理健康

教育对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有很大帮助。

5．烟草、酒精和毒品使用问题日趋严重：本次调

查表明，学生尝试吸烟率呈上升趋势，高于3年前李

爱兰等”。中国4省市初中生吸烟行为调查中的

22 5％。多半学生的父母和监护人吸烟：分析显示，

家长或同伴是否吸烟对学生的吸烟行为影响很大。

而有关研究也表明，同伴吸烟是影响学生吸烟行为

的最显著因子”。男生饮酒较为频繁。学校对饮酒

的健康教育远没有吸烟的力度大。有关资料表明，

青少年饮酒与成人期酒精依赖有关联”】，过量饮酒

与焦虑症状、打架、吸烟、不健康减肥和自杀行为显

著相关”“。我们应更加关注青少年饮酒的预防与

控制。学生有机会接触毒品。因此，对学生和家长

进行预防吸烟、饮酒和接触毒品的健康教育迫在

眉睫。

6运动量普遍不足：大部分学生没有参加足够

量的体育运动，参加学校体育团队的学生不及一半。

只有很少的学生每天都运动1小时以上，女生的运

动量显著低于男生。而每天久坐3个小时以上的学

生超过l／5。

7建议学校健康教育改进的重点：学校应加强

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家长要重视与学生的沟通交

流，关心学生心理变化；通过开展适合少年儿童的活

动来增进学生之间的友谊。针对学生的特点和性别

差异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健康观

念，培养健康行为。引导学生远离烟、酒、毒品；培养

良好的个人卫生、饮食和运动习惯，保证身体成长所

需要的营养，并积极组织体育活动，增强学生的身体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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