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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围指标是重要的疾病风险预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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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大量肯定的科学证据证实，中心型肥胖

与心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相关。而与

此关联的指标如腰围、腰臀比(WHR)、腰围身高比

(wHtR)的研究n蚓，探讨了这些指标对于疾病危险

的预测力，提出这些指标与体重指数(BMI)同时应

用可以增强对疾病的预测力，且腰围、WHtR可能

是独立于BMI以外很强的预测指标。中国的大人

群流行病学研究和队列跟踪研究都证实了“腰围”

的预测力，并提出预防疾病的适宜腰围值或WHtR

值n。1¨。同时这一课题是当前预防慢性病策略方面

的一个热门话题。

关于中国儿童中心型肥胖的疾病危险研究，本

期发表3篇有关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疾病危险的

文章，讨论以腰围增大和体脂分布预测疾病危险的

结果。其中在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肥胖问题工作

组(WGOC)推动下，由国内7个学术单位组成的中

国儿童腰围切点研究协作组在我国儿童腰围研究上

取得的成果包含①“2008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

测”和香港地区数据组成的16万7—18岁儿童青少

年的参考人群，首次描述了我国儿童青少午腰围值

的分布和人群特征，制作了该学龄组儿童青少年腰

围值百分位曲线；②对7个协作单位提供的数据汇

总分析(验证人群样本量为91 558人)，根据罹患心

血管病危险因素的风险评估结果，提出建议：将不同

性别、年龄的儿童腰围第75和第90百分位数分别作

为儿童心血管病危险开始增加和明显增加的界值

点，可作为同行讨论和应用。“中国2一18岁儿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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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体重指数界值点的研究”一文

以丰富的数据和科学的比较，补充了2—7岁儿童的

超重、肥胖筛查BMI界值点，扩大了我国儿童筛查

肥胖BMI切点的年龄范围，具有重要的价值。

为预防心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根据大量的

科学证据制定了我国“健康体重，健康血压”的社区

预防策略，而预防肥胖是当前预防策略中的首要成

分。科学并符合我国人群特点的肥胖筛查指标对于

降低危险因素极为关键，因为只有以中国人群在各

个指标水平下的疾病危险为依据，制定针对性的适

宜切点，才能及时阻断疾病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世界

各国(或不同民族)都在关注适宜本国的筛查切点。

我国成年人和7。18岁儿童青少年的BMI筛查

切点分别纳入了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的超重

与肥胖预防控制指南，并在应用中得到验证，已被学

术界广泛接受。如所证实：对糖尿病、心血管病、高

血压，“腰围”与“BMI”有相加的预测力，甚至比BM|

有更强的预测力n2，”3；这无论对于疾病预防还是临

床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①我国≥45岁人群中心型

肥胖率为40％～43％，城市人群则高达50％～60％；

②腰围的测量更简易直观；③在评价体重控制效果

时，研究对象常表现为腰围值下降而体重并末改变，

这反映了体脂分布和体成分的变化，实际上已产生

健康效益，但却往往得不到关注。对于儿童而言，应

用“腰围”作为筛查肥胖的指标，具有其独特的意

义。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在保证正常发育的

前提下控制体重过度增长是关系儿童的体质和健

康，也是控制儿童肥胖策略的根本原则。如果将

“腰围”与“BMI”作为在控制超重和肥胖的双重筛查

评价工具，就可能避免由于仅以减体重为目标控制

儿童肥胖而带来限制生长发育的潜在危险。

本期另两篇文章讨论成年人腰围在85 cm(男

性)和80 cm(女性)以上不同范围值的疾病风险以

及不同身高人群的腰围值问题，验证了WGOC对成

年人腰围界值，证实成年人腰围与心血管病危险因

素的独立相关性。

在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上，选择正常腰围作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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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指标，需要进一步探讨相关指标如WHtR、

WHR等对我国人群疾病风险预测能力的比较和使

用。本期推荐重点号“中心型肥胖”系列文章，旨在

更广泛地推动对我国人群腰围及其变化研究和讨

论，期待有更多的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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