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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 O省(自治区)农村学龄前儿童
超重／肥胖现状调查

谢胜男 王建敏李能蒋蔚蔚杨森焙李侠凌子羽 张静

【摘要】 目的了解中国10省(自治区)农村学龄前儿童超重朋巴胖的发生情况。方法利用

“2006年巾国10省农村7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资料，选取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以体重

超过同性别、同身高参照人群均值的10％为超重，超过20％者为轻度肥胖，超过30％者为中度肥

胖，超过50％为重度肥胖。利用SPSS 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f检验进行率的比

较。结果共纳入38 923名儿童，超重检出率为4．18％，男童的超重检出率高于女童(f=4．343 6，

P=0．037 1)，3～岁组儿童超重检出率最高(5．80％)；肥胖检出率为1．21％，以轻度肥胖为主

(O．78％)，男、女童肥胖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389 0，P=0．532 8)，其中6一岁组的肥胖检

出率最高(1．42％)；10省(自治区)农村超重检出率为1．38％一7．62％，肥胖检出率为0．57％～

3．08％，其中吉林省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均最高，广西壮族自治区最低。结论中国农村地区学龄

前儿童超重朋巴胖总检出率较低，3。4岁为农村学龄前儿童超重朋巴胖高发期，北部地区超重朋巴胖

检出率较高，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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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of ten provinces in China．Methods Using data from“Physical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7 from ten provinces of China in 2006”．preschool children we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 of study．Overweight，mild obesity，moderately obese，severe obesity were

defmed as：weight was over 10％，20％，30％，50％than the same sex under height population

reference mean．SPSS 13．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T
2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rates．Results A total number of 38 923 preschool children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The overalI

prevalence ofoverweightwas4．18％，withboy’Shigherthan girl’S(Z=4．343 6，P=0．037 1)andthe

highest rate of overweight(5．80％)was seen in the 3-year-old group．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obesity was 1．2 1％，with majority as mild(0．78％)．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oys and girls(Z2=0．389 0，P=0．532 8)．The 6 to 7 year old group had the highest rate ofobesity

(1．42％)．In the ten provinces，the prevalence rates of overweight were 1．38％一7．62％and the obesitv

were 0．57％一3．08％．The prevalence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showed the highest in Jilin and
lowest in Guangxi．Conclusion The overall prevalence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in ratal areas of China were lOW．with 3 to 4一year-olds appeared in the age of high

incid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The overall prevalence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northern area were higher than in oth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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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

期肥胖可明显增加成年后肥胖的风险，是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乜1。3～6岁是

脂肪的重聚期口1，在此阶段控制肥胖是减少日后肥

胖发生的关键时期。为了解中国农村学龄前儿童的

超重／肥胖现状，本研究利用“2006年中国10省农村

7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资料，选取学龄前儿童

进行超重／肥胖的现状分析。

对象与方法

1．调查范围和对象：按照((2006年中国10省农

村7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实施方案及细则》，共

调查吉林、山西、甘肃、新疆、江苏、四川、江西、湖南、

广西和贵州共10省(自治区)，以经济状况作为分层

依据，并兼顾抽样地区的代表性，每个省(自治区)抽

取4个县(市)，每县(市)随机抽取>3个的乡镇，保

证至少纳入1个经济状况较好、中等和较差的乡。

调查对象为满3岁到不满7周岁的农村儿童(父母双

方或一方为农、I止户口，且儿童随农业户口一方生活

在农村，居住时间>年龄2／3者)。

2．调查内容和方法：

(1)体格测量：采用指定身高坐高计(由项目组

统一下发)，要求儿童脱去鞋、帽，读数时应精确到
0．1 cm；体重测量用最大载重为50蚝的杠杆式台

秤，要求脱去鞋、帽以及厚重衣物，排空大小便，读数

精确至0．Ol kg。

(2)评价标准：参照WHO推荐的身高标准体重

值，排除病理性或继发性肥胖。以儿童体重超过同

性别、同身高参照人群均值的10％为超重，超过20％

者为轻度肥胖，超过30％者为中度肥胖，超过50％为

重度肥胖H]。

3．质量控制：测量工具统一购置，调查人员统一

培训，采取规范化程序，现场调查中要求随机复测人

数达总测查人数的3％，复测指标的误差率不得超过

全部复测指标的5％；2次测量的误差体重不得超过
o．05 kg，身高不得超过0．5 cm。

4．统计学分析：利用EpiData 3．02软件通过双录

入方式建立数据库(经过重复测量的，选择原测结果

作为分析数据)。经唯一性检查、逻辑检查和双份核

对检查后专业人员对数据再进行逻辑检查、纠错，待

完全无误后，利用SPSS 1 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运用Z检验进行率的比较。

结 果

1．一般情况：共调查3。6岁学龄前儿童38 923

名，男童19 736人(50．7l％)，女童19 187人

(49．29％)，性别比为1．03：1。其中98．33％的儿童为

足月儿，99．03％为单胎，39．57％为集居儿童，60．43％

为散居儿童。3～岁组儿童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

28．99％，其次为4～岁组，占28．43％，6～岁组儿童人

数最少(14．98％)。

2．超重／肥胖检出率：学龄前儿童超重检出率为

4．18％，肥胖检出率为1．21％，超重朋巴胖的总检出率

为5．39％。男童超重检出率为4．39％，女童为3．97％

(Z=4．343 6，P=0．037 1)，6。岁组男童超重检出率

大于女童(z2----5．626 2，P=0．017 7)，其余各年龄组

之间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O．05)，3～岁

组超重检出率最高，为5．80％(z2=162．510 5，P<

o．05)；男童肥胖检出率为1．24％，女童为1．17％，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岔=0．389 0，P=0．532 8)，不同年

龄肥胖检出率I生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O．05)，

6～岁组的肥胖检出率最高为1．42％，不同年龄组肥

胖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9．551 5，P=0．022

8)，见表1。

3．肥胖度分布：农村学龄前儿童以轻度肥胖居

多，占64．26％，重度肥胖最少(8．09％)，其中3～岁组

的重度肥胖检出率最高(#=11．707 5，P=0．008 5)，

重度肥胖检出率男童高于女童(x2=8．040 5，P=

o．004 6)，而轻、中度肥胖的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P>O．05)，见表2。

4．超重／肥胖的地域分布特征：按照10省(自治

区)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不同省份之间超重

表1中国10省(自治区)农村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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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国10省(自治区)农村学龄前儿童不同肥胖检出率

年龄组 堡鏖墨壁 生窒!里壁 重垦!里壁
(岁)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3～ 53(0．92)41(0．74) 94(0．83) 19(0．33) 22(0．40)41(0，36)

4～ 37(0．66)40(0．73) 77(0．70) 1 1(0．20) 13(0．24) 24(0．22)

5～ 37(0 68)41(0．77) 78(0．73) 19(0．35) 21(0．39)40(0．37)

6～ 27(0．92) 26(0．90) 53(0．91) 14(0．47) 11(0．38) 25(0．43)

1 5(0．26)

7(0．13)

3(0．06)

3(0．10)

5(0．09)

2(0．04)

1(0．02)

2(0．07)

20(0．18)

9(0．08)

4(o．04)

5(0．09)

合计 154(o．78) 148(0．77) 302(0．78) 63(0．32) 67(0．35) 130(0．33) 28(0．14) 10(0．05) 38(0．10)

注：同表1

检出率和肥胖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超重

x 2=386．632 6，P<0．05，肥胖3C 2=159．756 5，P<

o．05)，10省(自治区)超重检出率为1．38％～7．63％，

肥胖检出率为0．57％～3．08％，其中吉林省超重和

肥胖检出率最高，分别为7．63％、3．08％，广西壮族

自治区超重和肥胖检出率最低，分别为1．38％、

0．57％，见表3。

讨 论

儿童超重朋巴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5]，据报

道，全球的儿童超重／肥胖率为5．8％，亚洲地区为

4．2％№1。2006年中国九市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

的数据资料显示"1，0～6岁儿童超重检出率为

6．25％，肥胖检出率为3．19％，其中6岁组儿童的肥

胖检出率高达7．02％。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农村

学龄前儿童的超重／肥胖总检出率为5．39％，肥胖检

出率为1．21％，超重检出率为4．18％。超重／肥胖总

检出率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高于亚洲整体水

平。无论是超重还是肥胖检出率农村均低于城市，

且随儿童年龄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

城市6岁组儿童的肥胖检出率高出农村6倍。有研

究显示，农村肥胖问题在近几十年内有所上升，农

村地区肥胖检出率从1990年的o．71％睛1上升到2003

年的1．14％㈨。

国内外研究显示，男童的超重检出率和肥胖检

出率大于女童“0’“1。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童超重检出

率大于女童，肥胖检出率虽无性别差异，但重度肥胖

男童多于女童。分析其原因可能由于农村地区家长

传统的养育观念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最终导致男童

超重肥胖比女童多“引，但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查。

中国城市儿童肥胖近10年来增长快速，平均年

增长为6．9％“3|，其中3岁前增长平稳，3岁以后增长

速度极快，平均年增长率为9．2％。11．7％n“。本研

究结果显示，3岁组农村学龄前儿童超重／HE胖总检

出率最高，且重度肥胖也主要集中在该年龄段。学

龄期是脂肪组织重聚的时期，如果脂肪重聚过早会

增加成年后肥胖的风险H“。

本研究结果显示，位于北部地区吉林省超重／

肥胖检出率最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次之，而位于

西南部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出率最低。从

1986、1996和2006年连续3次9个城市的儿童调查

也发现，北部地区的儿童肥胖检出率明显高于南部

地区"3。这种地区的差异，可能与经济状况、生活环

境和风俗文化的不同有一定关系。

表3中国10省(自治区)农村学龄前儿童超重朋巴胖检出率

注：同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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