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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社区医疗机构职工开展生活方式
健康促进的效果评价

刘冰刘庆敏任艳军 吕筠

【摘要】 目的了解杭州市社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干预现况，评估干预

措施效果。方法采用问卷方式调查杭州市3个代表性城区(下城区、拱墅区和西湖区)社区医务

人员，内容包括职工日常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工作场所开展吸烟、饮食和体力活动干预措施及同

事间健康促进影响情况。采用)c2检验及logistic回归法评估工作场所健康促进活动的干预效果。

结果工作场所吸烟干预措施中，讲座、戒烟规定及个体戒烟咨询均无显著效果；在饮食干预中参

加平衡膳食、合理营养讲座课程与经常吃蔬菜、水果间存在关联，其经常吃蔬菜、水果的频率是未

参与者的I．74倍(衄=1．74，95％CI：1．22—2．47)；体力活动干预措施中，同伴效应效果显著，和同
事一起参与体力活动的职工进行有规律的高、中度体力活动频率是非干预措施组的1．62倍(OR=

1．62，95％CI：1．15。2．29)。干预措施的联合效应分析表明，无论是饮食干预还是体力活动干预，多

干预措施联合作用可显著提高职工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的行为习惯。结论在工作场所开展饮

食和体力活动干预，可显著改进职工的健康促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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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workplace intervention programs related

with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s among community medical staff members in the communities of

Hangzhou city．Methods Three representative districts including Xiacheng．Gongshu and Westlake

were chosen and all the community medical staff was involved in the study．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pplied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from all the community medical staff．T11ree aspects including 1．

environmental support and policies on healthy lifestyles 2．1ectures and activities related to health．

promoting programs provided，and 3，peer effect on health promotion，were studied．Chi square test

and logistic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applied．Result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n smoking，

diet and physical exercises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It was indicated that none of the lectures．

regulations or individual counseling regarding smoking cess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decrease of

smoking behavior．Medical staff that taking part in the lectures on balanced diet showed higher

frequencies of vegetable／fruit intake．with the frequencies of vegetables／fruits consumption on 4 or

more days／per week appeared 1．74 times more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s for the physical

exercise intervention was concemed，the peer effect was found to be obvious．Medical staff that taking

exercise with colleagues tended to do more exercises with frequency in taking moderate or high

intensity exercises 5 or more days／per week as 1．62 times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Data alSO

indicated that regardless of intervention programs on diet or on physical activities．the combination

effect could statistically improve the healthy behavior on diet or physical exercise．Conclusion

Intervention programs on both balanced diet and physical exercises were preliminarily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enhanced health promotion behavior for workplace health promotion strategies but

need to be verified through further intervention studies ofthe same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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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健康促进(workplace health promotion，

WHP)可增进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健康危险因素、降

低病伤及缺勤率，促进职工、家属及其所在社区居民

健康，提高生活质量n1。目前在欧盟、美国及WHO

西太区已广泛开展WHP，而我国此项工作重点还集

中在职业危害因素的预防控制上，对慢性病尚未得

到有效重视乜1。在社区医疗机构职工中推广健康促

进生活方式，可对社区人群的慢性病干预起到良好

引导作用。为此本研究旨在了解杭州市社区医疗机

构医务人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干预现况，并评估

其干预措施效果，为制定和推广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选取杭州市3个代表性城区(下

城、拱墅和西湖区)的社区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卫生服务站)全部工作人员1020人作为研究

对象，实际调查985人，应答率为96．57％。

2．调查方法及内容：采用牛津健康联盟与北京

大学联合设计的“中国杭州社区健康干预项目”调查

问卷，采用自填方式完成。调查社区医疗机构职工

基本特征，日常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工作场所开展

吸烟、饮食和体力活动干预措施以及参与情况，同事

间健康促进影响情况。本研究吸烟定义为每天或几

乎每天吸烟；常吃蔬菜水果定义为每周食用蔬菜水

果≥4次；有规律体力活动定义为每周≥5 d中等或

高强度体力活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是指支付一定

体力、呼吸和心跳加快，并有微热感觉或略出汗，如

较轻的负重、扫地拖地、跳舞、瑜伽等；高强度体力

活动是指付出大量体力，呼吸和心跳明显加快，大

量出汗，如快速骑自行车、快跑、打篮球、踢足球、游

泳等)。

3．统计学分析：采用t检验比较计量资料，采用

Z检验比较分类资料，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干预的单项和多项联合措施效果，所有统计学分析

均采用SAS 9．2统计软件。

结 果

1．基本特征：985名社区医务人员年龄18～72

(平均35．78)岁，女性占全部职工的78．48％，工作年

限(≤2年、2～10年、≥10年)人数分布均衡(各占

1／3)，职业分布以医生、护士为主，占全部工作人员

的85％以上。

2．工作场所开展吸烟干预及效果评价：由于社

区医疗机构人员以女性为主，且女性吸烟比例较低，

本研究以212名男性职工作为吸烟干预效果的研究

对象。工作场所吸烟干预措施主要包括对吸烟的态

度、是否严格执行戒烟规定、职工对戒烟讲座课程及

戒烟咨询的参与情况(表1)。吸烟人群与非吸烟人

群在4项干预措施中分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逐步筛选法分析4项干预措施

的效果(模型中纳入研究对象的年龄、工作年限进行

调整)，结果表明干预措施均无显著效应；进一步分

析4种干预措施的联合效应，结果表明随着干预措

施种类的增加，在不同干预数量组间吸烟者与非吸

烟者比例构成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联合效应

对于吸烟的干预效果同样不显著。

表1社区医务人员接受工作场所吸烟干预及效果分析

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3．工作场所开展饮食干预及效果评价：此项干

预措施包括工作场所是否鼓励平衡膳食、合理营养，

举办的相关讲座课程及活动的参与情况，同事间鼓励

多吃蔬菜水果的氛围。结果表明经常吃蔬菜水果组

与不经常吃蔬菜水果组参加平衡膳食、合理营养讲座

比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9．41，P=0．00)。将干

预措施纳入模型分析，经年龄、性别、工作年限调整

后，参加讲座者经常吃蔬菜水果的比例是未参与者的

1．74倍(OR=1．74，95％CI：1．22～2．47)。进一步评估

饮食干预措施的联合效果，结果表明随着接受饮食干

预方式的增加，经常吃蔬菜水果的比例也逐渐增加，

以未接受干预组为参照，接受≥2种干预方式组经常

吃蔬菜水果的比例是参照组的1．74倍(OR=1．74，

95％C，：1．13～2．66)。见表2、3。

4．工作场所体力活动开展干预及效果评价：干

预措施主要包括工作场所是否鼓励职工积极开展体

力活动、对参加体力活动的奖励设置、职工参与集体

体力活动及同事间开展体力活动情况。其中同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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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体力活动情况在对比的两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和同事参与体力活动的职工进行有规律高、中

度体力活动频率是非干预组的1．62倍(OR-----1．62，

95％CI：1．15。2．29)，见表4。进一步评估体力活动

干预措施的联合效果，结果表明随

着接受体力活动干预措施的增加，

职工进行有规律体力活动的比例也

随之增加，以只接受一种体力活动

干预组为参照组，接受≥3种干预组

的职工进行有规律中或高度体力活

动的比例是参照组的1．60倍(0R=

1．60，95％c，：1．07～2．40)，见表5。

讨 论

慢性病与不良行为及生活方式

密切相关，采取有效针对性预防策

略和干预措施，能极大降低慢性病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b 3。工作场所被

明确认为是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的

重要活动领域，然而我国开展慢性

病健康促进活动的工作场所较少，

慢性病防控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因

此探索适宜我国国情的工作场所慢

性病干预模式，对于国民身体素质

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以杭州市社区医疗机构

的工作场所作为研究现场，评估健

康促进措施的干预效果，探索效果

显著的健康促进模式。研究中包括

吸烟干预、饮食干预及体力活动干

预，涉及工作场所的支持环境和政

策、开展健康促进相关的讲座培训、

健康促进技能、同事间健康促进影

响等。结果表明，工作场所吸烟干

预措施中，讲座、戒烟规定及个体戒

烟咨询均未发现有显著效果。有研

究表明H1，个体戒烟治疗包括戒烟

咨询治疗和戒烟药物治疗对于员工

戒烟有效，其他措施未能提供证据

支持。但本研究中由于吸烟人数较

少(49人)，且参与戒烟咨询的比例

较低，所以研究中未得出干预措施

的戒烟咨询与戒烟干预是否存在关

联。在饮食干预中发现参加平衡膳

食、合理营养讲座课程与经常吃蔬菜水果间存在关

联，其经常吃蔬菜水果的频率是未参与者的1．74倍，

而实施多种干预措施的联合效应同样具有显著意义，

随着职工接受干预措施种类的增加，其合理膳食的比

表2社区医务人员接受工作场所饮食干预及效果分析

注：。均有研究对象信息缺失；6纳入年龄、性别、工作年限对模型进行调整

表3社区医务人员接受工作场所饮食的联合干预及效果分析

注：“6同表2

表4社区医务人员接受工作场所体力活动的干预及效果分析

工作场所干预措施查塑笔}!堡!!!!；宇堡塑f值P值。R值(95％c矿

注：“6同表2

表5社区医务人员接受工作场所体力活动的联合干预及效果分析

注：“6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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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显著增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b‘71。通过

社区医疗机构平衡膳食、合理营养的健康饮食讲座

进而改变研究对象的认知，最后改变其饮食行为，该

模式在工作场所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应用logistic

逐步回归法筛选具有显著效应的体力活动干预措

施，发现体力活动的同伴效应效果显著，虽然社区

医务人员参加体力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但经常与

同事一起参与体力活动开展有规律的中高度体力

活动的比例为23．86％，而对照组仅为16．48％，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分析体力活动干预措施的

联合效应，发现体力活动的联合干预效应与饮食干

预的结果一致，即随着职工接受体力活动干预数量

的增加，进行规律体力活动的比例也随之增加。可

见在工作场所提供体力活动的适宜运动场所和运

动机会，增加体力活动的便利性，可有效促进体力

活动的开展旧]。

WHP在我国鲜有文献报道。本研究利用社区

医疗机构这一特殊工作场所对健康干预项目进行分

析和评价，结果表明在工作场所职工参加健康饮食

讲座、与同事共同开展体力活动与增加的健康促进

行为相关联。该结论同国外研究报道相一致。但本

文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筛选有效的健康促进行为干

预措施，而非由因及果的干预实验设计，因此研究发

现仅能为干预策略有效性提供研究线索，其结论尚

待更多的干预评价方法予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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