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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上海市浦东新区不同人群体力活动现况调查

王书梅 范明秋赵加奎

【摘要】 目的 了解不同人群总体体力活动水平和不同种类体力活动分布情况。方法 采用多

阶段按E匕例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公务员、公司职员、高中生、社区居民、流动人口

共计3555人，用国际体力活动量表长卷进行调查。结果五类人群合计完全静坐、体力活动不活跃、

活跃和高度活跃的比例分别为20．5％、10．1％、26．5％和42．9％；高度活跃以社区居民最高为65．6％，

完全静坐以流动人口最高为33．1％；在不同类型人群和不同性别组的人群中，除流动人口男性外，其

他调查对象在4个单项活动中交通行程体力活动活跃达标率都是最高的，闲暇体力活动较少。结论

目前人群中最主要的体力活动仍是交通行程为主，闲暇体力活动较少，流动人口呈现两级分化。

【关键词】体力活动；人群；现况调查

Study on physical activities status of citizens froHl different subpopulation in Pudong，Shanghai WANG

S矗“_7扎ei+，FAN Mi，z鲁。qi甜，Z：HA0’，in一是“i．‘Sc矗ooZ q厂P“6Zic H阳Zf矗，凡dn咒Lki优，百i砂，S矗ang矗Ⅱi
20003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levels of total phySical activitieS among different

populations，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our domains． Methods With proportional stratified sampling an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3555 subject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officials，company staff，high sch∞l students，

community population and noating population．Results The proportions for inactive，insufficiently active，

minimally active and health enhancing physical active(HEPA active)as a wh01e were 20．5％，10．1％，

26．5％and 42．9％respectively．Community population had the highest level of}ⅢPA active which was

65．6％．Floating population had the highest level of inactivity of 33．1％．Apart from the male floating

population，the active 1evel in transportation，physical activity among the investigated were the highest

compared to other three active domains．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was in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The type of physical activities among general citizens were mainly of physical activity related to

transportatian but less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was seen．F10ating population had the highest level of

both HEPA activity and inactivity．

【Key words】 Physical activity；citizen；cross—sectional study

缺乏运动是死亡、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

WHO关于危险因素研究的初步资料表明，缺乏运

动，或者说久坐生活方式是全球十大致死和致残的

原因之一。在全世界的许多国家中，有60％～85％

的成年人没有做足够有益于健康的运动，静坐方式

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问题⋯。本次调查的目

的是对城市中五类人群进行体力活动评价，以了解

目前在城市中不同人群的体力活动水平和总体体力

活动水平。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按比例随机抽样和整

作者单位：200032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书梅、赵加

奎)；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范明秋)

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按照工作性质选取上海

市浦东新区最有代表性的五类人群，即公务员、公司

职员、社区居民、中学生和流动人口，按照以往浦东

新区人群体育锻炼调查结果和各个人群的人口情

况，确定所需样本总量和各人群所需样本量。公务

员以处级或科部门为单位，包括区政府和街道政府，

抽到部门的全体人员为调查对象；公司职员以公司

或科室为单位(取决于公司规模大小)，抽到公司或

部门全体人员为调查对象；社区居民以里委为单位，

先随机抽取里委，然后随机抽取门牌，上门调查时以

生日与调查日前最接近者为调查对象，年龄必须在

18岁以上；中学生以学校为单位，抽到学校所有高

二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建筑

工地、农贸市场、美容美发和服务性行业。最终调查

对象公务员592人(16．6％)、公司职员6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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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社区居民704人(19．8％)、中学生866人

(24．4％)和流动人口705人(19．8％)，共计3555

人，其中有效答卷为3437人，应答率为96．7％。

2．研究方法：研究的调查表是经过效度和信度

验证的中文版本的国际体力活动量表(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IPAQ)长卷。该问

卷包括职业、家务、往来交通、休闲4类体力活动和

静坐5个部分。采用受试对象自填问卷的调查

方法。j

(1)体力活动量表能量赋值：根据代谢当量表对

体力活动进行每小时平均代谢当量(MET)赋

值乜'3|。MET为基础代谢率的倍数，MET．minutes

为体力活动时间与MET值的乘积。表1为量表中

各种体力活动能量消耗MET赋值情况。

表1 各种体力活动能量消耗MET赋值

(2)体力活动水平评价：①总体体力活动水平评

价：完全静坐：一周中没有任何中等强度或重度体力

活动；②体力活动活跃：符合下列三项中任何一项，

判定为体力活动活跃：每周不少于3 d的重度体力活

动，每天不少于20 min；每周走路、中等强度体力活

动合并累计不少于5 d，并且合计时间每次不少于

30 min；每周走路、中、重度体力活动合并累计不少

于5 d，并且合计总能量消耗达到600 MET／min；③

体力活动高度活跃：符合下列两项中任何1项者判

定为体力活动高度活跃：重度体力活动，每周至少

3 d，且能量消耗达到1500 MET／min；每周走路、中、

重度体力活动合并累计不少于7 d，并且合计总能量

消耗达到3000 MET／min。

(3)单项体力活动水平评价：①完全静坐：单项

体力活动没有任何的中等强度或重度体力活动；②

体力活动活跃：符合下列两项中任何一项，判定为体

力活动活跃：活跃1(重度体力活动活跃)，指每周不

少于3 d的重度体力活动，每天不少于20 min；活跃2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活跃)，指每周不少于5 d的中等

强度体力活动，每次不少于30 min。

结 果

1．基线情况：3437名调查者中，女性为50．7％，

男性49．3％；年龄≤25岁者占38．0％，26～岁

37．8％，46～岁17。3％，≥56岁者占6．9％(表2)。

2．调查对象体力活动情况：

(1)调查对象总体体力活动情况：按照IPAQ专

家组建议划分体力活动的总体体力活动水平评价标

准，将总体体力活动水平划分为4个等级：完全静

坐、不活跃、活跃和高度活跃。调查对象中69．4％的

人达到了体力活动活跃；20．5％的人一周中没有任

何形式的中重度体力活动。五类人群中社区居民的

体力活动活跃达到了83．2％，是五类人群中最高的，

而流动人口中有33．1％的人一周中没有任何中重度

体力活动(表3)。

(2)调查对象单项体力活动情况：按照IPAQ专

家组建议划分体力活动的总体体力活动水平评价标

准，将单项体力活动水平划分为3个等级：完全静

坐、不活跃、活跃。公司职员、公务员、社区居民、流

动人口、中学生单项体力活动情况见表4。

(3)按照性别分组的五类人群的单项体力活动

表2 浦东新区五类人群的性别与年龄分布情况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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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浦东新区五类人群总体体力活动水平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f 2

315．569．P<0．OOl

1

活跃达标情况(图1)：①将职业、交通往来、家务、闲

暇时间四项体力活动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各性别组

的调查人群的交通行程活跃达标率普遍比其他三项

体力活动高，而家务和闲暇时间体力活动活跃达标

率则相对要低。②从四种类型体力活动单项来看五

类人群之问的差异，可以看到社区居民的交通行程

和家务活跃达标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其中社区居

民中女性家务活动活跃达标率最高。社区居民的交

通活跃率达到了50％以上，男性更是接近60％，而

公司职员和公务员的交通活跃程度只有30％左右；

从图l中还可看出公司职员和公务员的职业和家务

活跃程度都相对于其他人群要低；此外各类人群的

闲暇时间体力活动都比较低，只有男性中学生活跃

率超过了20％，而流动人口女性活跃率仅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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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浦东新区五类人群各项体力活动活跃达标情况

讨 论

2002年世界卫生报告“减少危险因素，促进健

康生活方式”中指出：缺乏体育活动是全球非传染病

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完全缺乏体育活动估

计造成190万例死亡(2000年)，每年损失1900万

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是大约造成15％～20％

的局部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原因⋯。

本次调查采用的IPAQ调查问卷改变了以往只调查

体育活动而忽略了其他体力活动的情况，把交通、家

务和职业体力活动也计算在内，从而能够比较全面

客观地评估体力活动水平，同时也能明确提示哪些

方面是薄弱环节，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1．调查人群的总体体力活动情况：体力活动总

量对代谢调节，特别是体重控制具有重要作用。调

查发现五类人群总体的体力活动活跃人口超过了

50％，但从疾病预防和强身健体的角度考虑，目前的

总体人群体力活动水平并不乐观。而且五类人群间

总体体力活动水平有明显的差异，社区居民体力活

动程度是五类人群中最高的，从分类活动情况来看，

社区居民也是最好的。人口学特征显示，社区人群

的年龄较大，这一方面验证了以往调查显示的退休

人群体育锻炼比例较高心’3I，但同时也发现综合4个

方面的体力活动情况来看，闲暇体力活动仍是最低

的。流动人口虽然从事的工作大多为体力劳动如建

筑、服务行业等，但就总体体力活动水平而言仍处于

最弱势状态，且4种体力活动分布极不平衡，提示流

动人口应是干预的重点人群。

2．调查对象单项体力活动情况：

(1)职业体力活动：有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职

业性体力活动水平下降与肥胖的发生率有关H1。本

次调查结果表明，职业性体力活动活跃达标率都较

低，相对而言，流动人口的职业体力活动较活跃，公

司职员和公务员则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女性更低。

当然，职业体力活动与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不能

强行要求一定要达到某种体力活动水平，可考虑增

加其他类型体力活动量以保证充分的体力活动

总量。

(2)交通行程体力活动：骑自行车和步行是人们

交通相关体力活动的主要来源，而且除流动人口男

性外，由交通而发生的体力活动在各个人群中都是

最高的。国外研究发现，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交通行

程体力活动与体重指数负相关b。7]，能够降低心血管

系统危险因素水平¨’11【。因此，有必要提倡人们多

利用交通活动来增加体力活动水平，同时也要关注

交通环境对人们交通活动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3)家务活动：我国的城市居民基本没有室外家

务重度体力活动，家务活动中体力活动多为轻或中

等强度。对于社区人口和女性，家务活动是其主要

体力活动来源之一。实质上，家务活动也是一种体

力活动，这在今后的干预活动中应该明确。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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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家用设备的电器化，使

人们日常生活中通过家务劳动而产生的体力活动大

为减少，其对总体能量消耗的贡献也越来越低。如

何在保证人们高品质生活的情况下，也能够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动值得探索。

(4)闲暇时间体力活动：本次调查显示闲暇时间

体力活动活跃达标率相对于其他3种类型的体力活

动要低，也就是说人们工作、学习之余主动利用闲暇

时间参加健身活动的比例较低，而闲暇时间体力活

动是4种体力活动中国内外研究最多的一种也是健

康效应最为肯定的一种，因此促进人们多参加闲暇

时间的体力活动应作为今后的干预重点之一。

3．结论与建议：干预重点人群为流动人口、在职

人员、女性。干预的重点领域为闲暇时间体力活动

与交通相关体力活动。干预方法：①加强宣传，特别

是大众媒体的参与，让人们认识到体力活动的重要

性；不同的人群可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途径和

方法增加每日的体力活动水平，特别提倡主动寻求

体力活动，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上下班尽量步

行或骑自行车，闲暇时间多参加一些健身活动。②

加强社区行动，可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综合性体力活

动促进项目，学校、公司、国家单位等可以共享资源，

同时社区也可以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服务。③充分发

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在城市和城区规划中应考虑居

民的体力活动问题，如体育场馆和小区健身中心的

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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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第四届国际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和公共卫生干预组织学术大会概况

第四届国际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和公共卫生干预组织(TEPHINET)学术大会于2006年11月12一18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

召开。本次会议由国际现场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干预培训组织(TEPHINET)、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及巴西联邦共和国

卫生部联合主办，主题为“通过全球现场流行病学合作促进公共卫生”。会议就最近两年世界各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的调查成果

进行为期6天的交流，以达到促进世界各个国家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FETP)之间的学术和技术交流，共享经验，加强全球应

对各种疾病暴发和流行的能力。大会共接收192篇摘要，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代表参加，其中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

项目(CFETP)派出4名教师和6名学员赴巴西参加会议，共有8篇摘要和3个展板被选中。中国代表团的调查报告从公共卫生

事件的重要性和调查质量上，均获得了TEPHIN肼主席、美国CDc专家以及各国参会代表的高度评价，显示出cFETP在经历了
6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国际TEPHINET组织中一支令人瞩目的力量，在国际现场流行病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

整个会议设置了专题workshop、各国代表介绍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专家讲座等几个部分。大会的第一天为workshop

专场讨论，共分为7个主题会场，其中包括分子流行病学、现场调查中的病例对照研究、疫苗效果评价、禽流感防治、国际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评估、组织管理和培训技术等方面。从第二天开始各国流行病学工作者开始介绍现场调查报告，调查内容涵盖

广泛，包括传染病、慢性病、计划免疫、监测系统评价等多个领域。在专家讲座部分，来自美国CDC的专家和巴西卫生部副部

长分别对世界流感大流行这一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专题讲座，并就这一当前热门话题与各国代表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此外，

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专家分别介绍了全球沙门菌实验室监测网络、发展中国家的慢性病研究以及加强全球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的合作等内容。

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