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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同民族中小学生超重
和肥胖现状分析

李海霞 李晓梅陶静马依彤 杨毅宁 刘芬 陈邦党谢翔 杨红

【摘要】 目的调查新疆地区汉族、维吾尔(维)族、哈萨克(哈)族中小学生超重和肥胖检出

率。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和田、喀什、福海地区汉族、维族和哈族7～14岁中小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内容包括身高、体重等，按照中国肥胖问题T作组(WGOC)推荐的《中国学龄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计算超重和肥胖检出率。结果共抽取3个民

族7～14岁中小学生11 894名，超重总检出率为5．6％(男女生分别为6．6％、4．7％)，肥胖总检出率

为2．9％(男女生分别为3．6％、2．2％)，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39．765，P<0．05)。哈族学生超

重检出率为12．0％，显著高于其他民族，而汉族学生肥胖检出率为7．2％，高于其他民族，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2=363．885，P<O．05)。各民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随年龄增加呈明显下降趋势，均

在7—9岁达到高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_--101．479，P<0．05)。结论新疆中小学生超重、肥胖

检出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存在民族、性别及年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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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tection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Han．Uygur and Kazak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Xiniiang．Methods Random sampl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etection rates o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based on data from Han，Uygur and Kazak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7—14 years from 3 regions--Hetian．Kashi and Fuhai prefecture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Anthropometric data including weight and height was collected．

Overweight and obesity were defined according to body mass index[BMI，weight(kg)／height(m2)]
cutoffs recommended by the Chinese Working Group on Obesity for Children(WGOC)aged 7—14

years．ResulIs The present study was performed in 11 894 Han．Uygnr and Kazak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7一l 4 years．The overall prevalence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were 5．6％and

2．9％respectively，whi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as significant(T 2=39．765，P<

0．05)．Different ethnic student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rate showed differences．with detection rate

of overweight among Kazakh students was 1 2．0％．higher than the other ethnic groups．The obesity

detection rate was 7．2％among Han students．which was the highest of the three ethnic groups．with

difference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Y 2=363．885，P<0．05)．Prevalence rates of both overweight and

obesity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ge in various ethnic groups，showing a clear downward trend，with

the peak at 7—9 year-olds and the difr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7 2=101．479，P<0．05)．

Conclusion Both detection rates o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with

differences also seen in different ethnic．gender and ag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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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肥胖总体而言在我国仍处于早期流行阶

段，但近20年在经济发达城市学龄儿童超重合并肥

胖检出率上升了4～6倍⋯，其增速比发达国家流行

早期更迅猛。新疆是多民族共居地区，民族差异、生

活和饮食习惯等的不同均可影响儿童青少年生长发

育。有研究显示，新疆地区成年人超重和肥胖检出

率具有民族差异瞳1，但尚缺少民族聚居区中小学生

超重和肥胖最新流行水平资料。为此本研究在新疆

3个地区以维吾尔(维)族、汉族和哈萨克(哈)族中

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描述分析不同年龄段儿童BMI

的民族分布特点，以准确掌握民族聚居区该人群超

重和肥胖的基础数据及流行动态。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2009年10月至2010年6月应用整

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新疆中小学生样

本。首先依据人口普查资料分别根据人口、民族、地

理状况等随机选取喀什、和田、福海地区作为研究现

场，以民族聚集情况作为分层依据，从维族、哈族聚

居地区及县各随机抽取一个城区或县，从每个城区

或县抽取一所小学和中学，再从每所小学和初中人

群中随机抽取8个班级全部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按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年龄构成比计算各年龄组

的抽样人数，抽样时进行男女生分层以保证样本性

别人数均衡。共抽取汉族、维族和哈族7。14岁中

小学生12 096名。

2．研究方法：采用标准化问卷进行一般资料调

查，并完成体格检查。现场调查采取严格的质量控

制措施，调查前由研究者向学生及家长介绍项目情

况并共同签署知情同意书。体检由经过标准化培训

的专业医生进行，包括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腹围、

臀围、血压、心率等。身高测量采用标准米尺，精确

到0．1 cm；体重测量采用经校正的杠杆称，受检者免

外衣及鞋帽，读数以千克(埏)为单位，测试误差不得

超过0．1妇，并计算BMI(kg／m2)。

3．诊断标准：按照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

(WGOC)推荐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

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b1，以中国学龄儿童青少

年BMI P。，和P，，作为超重、肥胖筛查标准。

4．统计学分析：用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双

人独立录人调查问卷及检测结果，并检查、核对和校

正。使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不同年

龄、不同民族、不同性别超重和肥胖检出率。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22检验。检验水准
a=0．05。

结 果

1．样本特征：共抽取和田、喀什、福海地区汉族、

维族和哈族7一14岁中小学生12 096名，本研究针对

实际完成调查的11 894名学生的超重和肥胖进行分

析，应答率为98．33％。其中男生5 871人(49．36％)，

女生6 023人(50．63％)；维族9 113人(76．62％)，汉族

l 567人(13．17％)，哈族1 214人(10．21％)。见表1。

2．超重和肥胖检出率：3个民族学生超重总检出

率为5．6％，其中男生为6．6％，女生为4．7％；HE胖总检

出率为2．9％，其中男生为3．6％，女生为2．2％。检出

率陛别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2=39．765，P<0．05)。

(1)不同民族间比较：汉族、维族、哈族学生超重

总检出率分别为10．02％、4．03％、12．03％，肥胖总检

出率分别为7．21％、1．87％、4．86％，不同民族问超重

和肥胖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363．885，

P=0．000)。其中汉族男女生超重检出率分别为

13．23％、6．60％，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0．26％、3．96％，

男生显著高于女生(z2=46．626，P=0．000)；维族男

女生超重检出率分别为4．79％、3．30％，肥胖检出率

分别为2．09％、1．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

15．734，P=0．000)；哈族男女生超重检出率分别为

10．60％、13．48％，肥胖检出率分别为5．38％、4．3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2=2．903，P=0．234)。见表2。
(2)不同年龄组间比较：3个民族中小学生超重

和肥胖检出率均以7～9岁年龄组最高(x2=89．81，

P=0．000和x 2=30．04，P=0．000)，10～12岁组和

13～14岁组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1．801，P=0．406)。见表2。

表1新疆3个地区1l 894名不同民族7～14岁中小学生基本特征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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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新疆3个地区不同民族、年龄、性别7。14岁中小学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超重、肥胖检出率(％)；与同民族男生比较，。P<0．05；与汉族比较，6 P<0．05；与维族比较，‘P<

讨 论

本次调查使用BMI作为评价超重和肥胖的指

标，并采用WGOC标准计算检出率，结果显示新疆3

个民族7～14岁中小学生超重总检出率为5．6％，肥

胖总检出率为2．9％，均明显低于2000年全国大城市

中小学生的平均水平H“】。

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儿童青少年男生超重、肥胖

检出率分别为43％和23％，女生分别为39％和21％‘71；

加拿大男女生超重检出率均为30％，肥胖检出率分

别为60％和64％。我国上海市2010年7～12岁小学

生超重检出率男女生分别为17．91％、13．59％，肥胖

检出率男女生分别为29．73％、15．53％随1；季成叶。9调

查显示2005年全国城市除台湾、西藏地区外30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汉族7～18岁中小学生超重检

出率男女生分别为13．1％、7．4％，肥胖检出率男女生

分别为7．1％、3．6％；本次调查新疆地区7～14岁汉

族、维族、哈族中小学生超重检出率男女生分别为

6．6％、3．6％，肥胖检出率男女生分别为4．7％、2．2％，

男生超重、肥胖检出率均明显高于女生，与我国其他

地区儿童青少年肥胖调查结果一致阳。。3I。表明我国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存在性别差异，而发达

国家基本上无此性别特征。究竟是因为饮食习惯的

性别差异，还是食物获得方面的不同，或仅是肥胖流

行早期的表现，目前尚无定论¨4·”】。

本研究表明，新疆哈族女生超重检出率高于男

生且为3个民族中最高，汉族学生肥胖检出率显著

高于其他两民族。提示哈族中小学生成年后发生

肥胖的可能性更大，与徐佩茹n61研究结果相似。产

生民族间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哈族聚居在海拔较高

地区，气候较为寒冷，当地居民和儿童饮食中的动

物性脂肪及蛋白质含量较高有关。研究结果还显

示3个民族中小学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7～9岁组

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10～12岁组和13～14岁组超

重和肥胖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产生这种情况

的原因可能与青春期发育有关，儿童10岁后开始进

入青春期，即发育初期将出现身高增长明显而BMI

值暂时下降。

尽管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新疆部分地区3个民族

7。14岁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低于国内其他

城市，但仍不能忽视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潜在危

害，应降低或减少超重与肥胖发生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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