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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3个城区初中
及其关联因素分析

李昱吕筠刘庆敏任艳军李．-#-4

生体力活动达标率

【摘要】 目的了解杭州市3个城区初中生体力活动达标情况及其关联因素。方法以杭

州市3个城区3867名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了解其体力活动达标情况，用logistic回归建立模型分

析社会人口学特征、认知因素和体力活动环境与体力活动达标的关联情况。结果杭州市3个城

区3867名初中生体力活动达标率为7．7％，对于每天应该运动时间的正确认知率为31。O％，59．2％

的初中生每周至少有3 d t-体育课。男性(OR=2．94)、认为每天至少应该运动60rain(OR=4．95)、

对于参加体力活动持正性结果预期(0矗=1．07)、一周上体育课的频率≥3 d(OR=1．44)、家人鼓励

运动(OR----1．06)、家人陪着一起做运动(0R=1．14)、家里运动器材充足(0尺=1．22)、居住地周边运

动场所可及性好(OR=1．09)、对于在居住地周围步行或者慢跑的安全性评价差(OR=1．11)与初中

生体力活动达标呈正相关。结论社会人口学、认知及支持性环境3个层面的因素对于初中生体

力活动达标与否均有影响。

【关键词】 体力活动；青少年；关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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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ave To explore the rate 0i1 completion of the recommended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its correlates among iunior students in 3 urban districts of Hangzhou。Me山ode Describing the

range on completion of the recommended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analyze its related demographic，

cognitive and environmentsl factors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I among 3867 iuniors students，

Results 7．7％of the junior students could achieve the recommended physical activities requirements．

砀e proportions of students who were aware of the recommendation on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s

showed as 31．O％．59．2％of itmiors students had phyrsical education(PE)classes in 3 days or more

within 1 week．Factors as being male(OR=2．94)，believing that adolescents should take part in at

least 60 minutes’physical activities a day(OR-=4．95)．having PE classes in 3 days or more within l

week(OR-=-1．44)，witb family encouragement on曲ysical activities(OR=】．06)and taking part in

phyileal activities together(OR=l，14)．perceiving the idea that they had enough sports equipment at

home(OR=-1．22)and had convenient access to sports facilities around the residential areas(OR=

1．09)．and perceiving the idea that it Was not safe to walk or fog around the residential area(OR=

l。l 1)e抛．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achieving the recommended phyrsical activities

among iuniors students．Conclnsion Demographic，cognitiv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d some

influence on the completion of recommended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 among juni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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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义“]。但目前成年人和青少年的体力活动形势均不

容乐观乜“。青少年的行为可塑性好，对其开展体力

活动干预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大，并且可以促进青少

年将这种良好习惯带入成年期生活b1，从而减轻未

来的疾病负担。体力活动不仅受个体因素也受环境

因素的影响№]，但国内关于青少年体力活动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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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特别是环境因素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影响杭

州市3个城区初中生体力活动的社会人El学、认知

和环境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对象与方法

1．对象与抽样方法：于2009年11月对杭州市下

城区、拱墅区和西湖区的初中一年级(初一)和初中

三年级(初三)学生进行调查。按照拱墅区和下城区

2400人、西湖区2400人的样本量及各区学生总数计

算抽样比例，并按此比例在3个城区内所有含初一

或初i的2l所学校中，按年级分层分别计算需抽取

班级数并取整。为保证各区样本量足够并且每个学

校每个年级至少抽取2个班，对计算结果进行适当

调整。随后，分别在各学校初一和初三年级中以班

为单位进行单纯随机抽样，抽中班级的所有学生均

接受调查。最终共抽取114个班级的4779名学生。

采用白填式问卷的调查方法，最终完成问卷4551

份，应答率为95．2％。无应答的原因主要是学生生

病或者家长不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体力活动

频率信息和体力活动时间长度信息有逻辑矛盾或者

有缺失值的个体，同时将性别、年龄和母亲受教育程

度有缺失值的个体排除，最终有3867人纳入研究。

2．研究内容：了解初中生的体力活动量是否达

标以及与其有关联的社会人口学、认知和环境方面

的因素。体力活动定义为令初中生出汗、心跳和呼

吸加快的肢体活动。体力活动达标者是指每天的体

力活动时问达到60 min的个体【7]。根据调查对象通

常一周里有几天会参加30 min以上的体力活动以及

达到30 min的时间段参与体力活动的时间长度来判

断体力活动是否达标。社会人13学方面的因素包括

性别、年龄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认知方面的因素主

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如果要保持健康，认为每天

至少需要参加多长时间的体力活动；二是对于经常

参加体力活动能够带来结果的预期。一共有10个

条目。6个正性预期条目即经常参加体力活动会更

健康、可以控制体重、会精力充沛、会有趣、会有好身

材、体育会更好；4个负性预期条目即经常参加体力

活动会疲惫、会受伤、会感到不好意思、会很无聊。

将对正性预期条目和负性预期条目的肯定回答记为

l，否定回答计为0，正性预期的总分取值在0～6分，

负性预期的总分取值在0～4分。支持性环境分三

部分：一是体育课频率，二是家人对于体力活动的4

种支持，三是对于体力活动环境5个方面的评价。

家人对于体力活动的4种支持按照其频率由“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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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每天”分别赋值l～5，对于体力活动环境5个方

面的相应描述从认为“非常不符合”到认为“非常符

合”分别赋值1～5。

3．统计学分析：用EpiData 3．1软件双录入，用

Stata 1 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考虑到整群

抽样设计，使用Stata中专门的调查分析模块(svy)

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前指定按学校和年级分层，

以班级为抽样单位，并用各层所含的班级数进行有

限总体校正，用实际抽样比例的倒数进行加权。除

对比删除不符合研究条件个体前后的基本特征时展

示的是未加权的结果，其他的均为加权后的结果。

对比男女生的特征以及对比删除不符合研究条件个

体前后基本特征的构成比例时，率的比较采用x2检

验，均值的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采用logistic回归建立体力活动是否达标与社

会人口学因素、认知因素和环境因素关联的三个模

型：模型1：包含性别、年龄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这些

因素属于强制进入模型，因为文献确证这些变量对

于青少年的体力活动水平有影响扭J。模型2：在模

型1的基础上对于体力活动结果的正性预期、负性

预期和是否认为每天应该运动60 min这三项认知

因素进行筛选。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对上体

育课的频率、4种家人支持和5项体力活动环境因

素这些支持性环境因素进行筛选。模型2和模型3

筛选变量利用后退法进行，变量人选概率为0．05，移

出概率为0．10。

结 果

1．基本信息：表1显示，剔除了不符合研究条件

的个体后，男性比例和低龄学生比例都有所上升，母

亲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也有变化。但是经；c2检验发

现，这些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运动达标情况：杭州市3个城区初中生体力

活动达标率为7．7％(95％(7／：6．8～8．6，设计效应为

0．9)，对于每天应该运动时间的正确认知率仅

31．O％。男生的达标率为11．5％，女生为3．3％。男女

生感知到的环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些特征指标

的设计效应最大为2．2，最小为O．7，主要集中在

1．0—1．5之间(表2)。

3．体力活动量是否达标的关联因素：3个

logistic回归模型反映了体力活动足否达标与社会人

口学因素、认知因素及支持性环境因素的关联情

况。模型3显示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因素和认知因

 



·586· 生堡堕笪塞兰銎查垫!!生!旦苎塑堂笪!塑里坐!墅!坐!堂!：!!些垫!!：型：!!：坐：!

素后，在家人对于体力活动的4项支持中，“家人陪

着一起运动”和“家人鼓励参与运动”进入了模型。

在5项感知到的体力活动环境因素中，“家里运动器

材的充足程度”、“去周边运动场所的方便程度”和

“白天在家附近步行或慢跑的安全程度”进入模型3

(表3)。

袭1杭州市3个城区初中生删除不符合研究条件

个体前后基本特征对比

洼：。P>O+05

讨 论

本次研究的结果显示仅有7．7％的

杭州市初中生能够达到每天60 rain的

体力活动推荐标准。虽然近年来美国

青少年的体力活动量在下滑，但是2009

年其高中生体力活动达标率也达到了

18，4％【9]。同时，2005年中国青少年健康

危险行为的调查结果显示，仅20．6％的

城市青少年能够达到每天运动60 rain的

标准乜]。与在美国高中生中的调查相

比，尽管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和总体人

群是不一样的，但是体力活动达标的标

准却是相似的，所以提示杭州市初中生

缺乏体力活动的情况比较严重。

与国内外的很多研究类似，本研究

的结果也显示女生的体力活动量远低于

男生心Jj。～方面说明女生在体力活动

方面需要重点干预，另一方面也应探索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从表2可以看

出，女生在所处的支持性环境略优于男

生，但是在认知因素方面则远落后于男

生。女生对于每天应该运动多长时间的

错误认知和对于体力活动益处感知的不

表2杭州市3个城区3867名初中生参加体力活动特征

特征
男生

(．=2059)

女生

(n=：sos)

合计

(n=3867)

体力活动达标叮％) 11．5 3．3 7．7

年龄(岁)4

≤13 29．9 37．7 33．5

14 20．o 18 8 194

15 32．5 31．4 32．o

≥16 17．6 12，2 15．1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35．7 33．3 34．6

高中 27．5 26．2 26．9

大学及以上 36．9 40．5 38．5

体力活动结果正性预期啊±j) 5．17_1．82 5，024-1．28 5．10+1．24

体力活动结果负性预期G4-s1 1．07+1．36 1．094-1．28 1．08±1．24

认为每天至少应该运动60 rnin'(％)40．2 20，4 31．0

一周上体育课I>3 d_(％) 57．6 61，2 59．2

感知到的体力活动环境(i---s、

家里的运动器材充足 3 80±1．82 3．70±1．28 3．754-I．24

家附近不适宜慢跑或步行 1．75土1．36 1，79±1 28 1．77±l 24

去周边的运动场所很方便 3 7311．36 3 794-1．29 3．76+1．24

白天在家附近步行或慢跑安全4054-1．36 4，02±1．28 4．03±1．24

家附近户外活动不安全 I．8l±1．36 1．96±1．28 1．88±1．24

家人对体力活动的支持每±s)

看着运动 1．95±1．36 2．04±1．28 1．994-1．24

鼓励运动 3．04±1．82 3．19±1．70 3．11±1．87

送到运动场所 1．764-1．36 1．76_+0．85 1．76+1．24

一起运动4 I．87±0．9i 2．044-1．28 I．95±1．“

注：‘P<O．05

表3体力活动量是否达标与社会人El学、认知和支持性环境因素的关联模型

变量 模型l。6 模型≯。 模型3“。

男

女

年龄(岁)

≤13

14

15

≥16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及以上

认为每天应该达到的体力活动时间

至少15 rain或者30 min或不知道

至少60 rain

对体力活动持正性结果预期

家人陪着一起做运动

家人鼓励傲运动

一周上体育课频率(d)

≤2

≥3

家里的运动器材充足

去周边的运动场所很方便

白天在家附近步行或慢跑安全

1．00 1JDo 1．00

026(O．22—0．30)0．36(o．30—0 43)0．34(0．28—0．41)

1．∞

1．11(o．92—1．35)

0．89(o．75—1,05)

0．79(0．63—0．98)

1．oo

1．31(1。04一l。6受

1．42(t．1l～1．80)

t．13(o．90一1．42)

1．∞

1．10(0．87—1．39)

1．27(o，99—1．62)

1．12(0．90—1．42)

1．00 1．00 1．加

0．90(1．01一L44)0．90(0．75一I∞1．07089—1-27)
1．o瓤o．91—1．281 1．06(0．89—127)1．150．96～1．38)

1 00 1．00

4S目f(4．28—5，83)4．95(4．24—5．79)

1．13(1．05一l忽1 1．07(I．00一1．16)

1．14(1．07—1．22)

1．06(I。Ol—1．12)

1．00

1．WI．24—1．68)

tm(1．15—1．31)

I．09r1．02一I．16)

0 90(O．85—0．96)

注：40R值(95％C1)；‘第一步，强制进人；‘第二步，后退法；。第三步，后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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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很可能是造成其体力活动落后于男生的重要原

因；这与台湾的一项研究结果类似”⋯。虽然单纯的

认知改善对于增加人群的体力活动水平效果不明

显，但是一些干预性研究显示认知的改善是有效增

加青少年人群体力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

有必要在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年女生中开展继康教

育，增加其对于体力活动知识的了解，加深其对于体

力活动益处的认识。考虑到男女生对于体力活动的

益处、阻碍和提示因素各有侧重“2。，应该根据不同性

别有针对性地制定健康教育内容。

在本研究和其他很多的横断面研究中，家人支

持和体育课这两项可调控的环境因素都同青少年的

体力活动水平存在较为稳定的正性关联，同时又有

前瞻性研究证实了其因果联系№]，所以强化家人支

持和体育课可以作为青少年体力活动综合干预的一

个组成要素。在家长给予孩子的4项支持中，家长

鼓励运动和一起参与运动进入了模型3。这提示家

长不仅要鼓励青少年多傲运动，最好还要同其一起

参与运动，这也是国外较为成功的青少年体力活动

干预项目所提倡的““。但是．可以看到家长一起参

与体力活动的频率是较低的，其频率在4项家长支

持中仅略高于送学生到体力活动场所。这可能与家

长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孩子一起运动有关系。在这

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发挥学校体育课的作用，不仅保

证体育课的频次，也要提高体育课的质量。通过增

加体育课的趣味性可以取得较好的干预效果”“。

在模型3中，出现了违背常理的关联。对于在

家周围步行或者慢跑是否安全的感知与体力活动是

否能够达标成负相关，即越认为在家周围步行或者

慢跑不安全，那么其体力活动达标的可能性就越

高。按照常理，如果在家周围步行或者慢跑不安全

的话，那么这种不安全性会阻碍青少年参与更多体

力活动。事实上，国外至少有两项研究也得出了和

本研究类似的结果”轧14]。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

是体力活动达标的初中生因为更多地参与了户外活

动，所以对居住地周边的道路情况更为了解，更容易

发现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交通混乱、有犬和流氓

团伙等威胁步行或者慢跑安全的冈素。因为本研究

属于横断面研究，无法确定造成这样一种有悖常理

结果的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前瞻性

研究或者实验陛研究来阐明因果关系。
本研究分析之前，在问卷应答人群的基础上剔

除了一部分不符合研究条件的个体，虽然这样减小

了样本量，但提高了体力活动达标评价的准确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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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比剔除前后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变化幅度都

不大，而且这些变化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所以最后

的分析对象基本上能够代表问卷应答人群。本研究

的对象为经济较为发达的杭州市，所以研究结果在

外推时需要慎重，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其

他城市或农村地区不一定适用。对于体力活动环境

的评价是采用主观评价的方式，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下无法确定实际的环境到底如何，因为不同的人对

于同一环境的感知会有差别。但是，即便如此。本研

究和国外众多研究都得出了感知到的环境同体力活

动之间存在关联。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前瞻性研究得

出的结果：这些至少提示了体力活动环境对于体力

活动水平是有影响的“列；所以在未来的体力活动干

预中应该重视环境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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