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重庆市
"'''

年和
"'!'

年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分析

唐
!

平!

!曾玲莉"

!张亚妮#

!曹型厚!

"

!$

重庆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

3'''!%

#

"$

重庆市大坪中医院
!

3'''3"

#

#$

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

3'''#'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重庆市
"'''

年和
"'!'

年中小学生营养状况的分析!为进一步推进学生营养促进工程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对
"'''

年和
"'!'

年
"

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重庆片区检测数据!选取
#

个片区
!"

所监

测点学校
.!/&

名"

"'''

年$'

.!&#

名"

"'!'

年$

.

!

!&

岁中'小学生%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

年最新制定的)国际

儿童生长参照值*评价营养不良情况!采用)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肥胖工作组标准*对超质量'肥胖进行评价%

结果
!

"'!'

年城市营养不良检出率"生长迟滞
R

消瘦$为
!"$43Q

!低于乡村"

!4$&%Q

$#男生营养过剩"超质量'肥

胖$检出率为
!"$4!Q

!高于女生"

.$#&Q

$#城市营养过剩检出率为
!"$&.Q

!高于乡村"

.$!#Q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

$%与
"'''

年相比!营养不良检出率明显下降!肥胖检出率明显增长%结论
!

应针对学生群体出现的

营养问题特点!开展营养教育和营养干预!以确保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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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和肥胖是威胁学生健康的营养问题#经过多年不

懈努力#学生营养不良率持续,稳步下降#而营养过剩所致超质

量和肥胖成了严重威胁学生健康的疾病)

!9"

*

+因此#做好学生

营养监测#掌握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在学生中的流行,分布规

律和发展趋势#分析造成学生营养不良和超质量,肥胖的原因#

可为今后进一步推进学生营养促进工程#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提供科学依据+为此笔者对
"'''

年和
"'!'

年
"

次全国学生

体质健康调研重庆片区检测数据#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OZ)

&

"''.

年最新制定1国际儿童生长参照值2和1国际生命科学学

会中国肥胖工作组$

O )̂S

&中国标准2对城乡,不同性别学生

检出情况进行了评价分析)

"9#

*

+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调研对象为重庆市
!"

所监测点学校的城乡

.

!

!&

岁中小学生#男女学生各类各年龄组不少于
!%'

名#学

生总数分别为
.!/&

名$

"'''

年#其中#男
#4''

名#女
#%/&

名&和
.!&#

名$

"'!'

年#男
#%/3

名#女
#%&/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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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各项测试指标按.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检测细

则/

)

3

*要求进行+

.

!

!&

岁采用
OZ)"''.

年最新制定1国际

儿童生长参照值2中.

OZ)

男,女生年龄和身高筛查生长迟滞

界值点$

A6

&$简易版&/和.

OZ)

男,女生年龄别
[+_

筛查消

瘦界值点$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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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版&/评价营养不良$生长迟滞
R

消

瘦&#采用
O )̂S

标准$中国学龄儿童及青少年
[+_

超质量,

肥胖筛查标准&对超质量,肥胖进行评价#计算方法为常规统

计#由
*]**

统计软件包完成)

%

*

+

$$'

!

质量控制
!

按规范要求进行现场质控#采用随机抽样方

法复测体检#复测率为当天体检人数的
%Q

#将误差发生率控

制在
%Q

以内+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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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生营养状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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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为

!3$.3Q

#其中#男生检出率
!3$/!Q

#比女生高
'$#3Q

#差异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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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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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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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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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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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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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

$

'$'%

&%城市学生检出率
!"$43Q

#比乡村学生

低
3$"!Q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男女生生长

迟滞和消瘦检出率以及城乡学生消瘦检出率无明显差异#乡村

学生生长迟滞检出率比城市学生高
#$%/Q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超质量和肥胖检出率男生高于女生#城市学生

高于乡村学生#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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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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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城乡%男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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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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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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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区域

城市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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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男生比较#

C

!

#

'$'%

%与城市比较#

M

!

#

'$'!

#

A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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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
"'''

年比较结果
!

.

!

!&

岁学生营养不良检

出率
!'

年间下降了
!#$%

个百分点#其中#男生下降了
!%$.

个

百分点#女生下降
!!$#

个百分点%城市学生下降
!!$#"

个百分

点#乡村学生下降
!%$4&

个百分点+其中#男女生,城乡学生生

长迟滞和消瘦检出率均有明显下降#各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男女生和城市学生的超质量和肥胖检出率

均增高#仅乡村女生肥胖检出率差异不明显#其余各类学生超

质量和肥胖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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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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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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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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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城乡男女学生

!!!

营养状况比较&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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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生长迟滞

"'!'

年
"'''

年

消瘦

"'!'

年
"'''

年

超质量

"'!'

年
"'''

年

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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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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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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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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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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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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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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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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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乡
.$#% !%$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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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4

合计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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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 #$#/

C

"$4#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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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

年比较#

C

!

#

'$'!

+

'

!

讨
!!

论

儿童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营养状况直接影响

学生的身体健康,生长发育和学习效率)

4

*

+

"'!'

年重庆市中

小学生营养状况显示#男女生营养不良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但城乡差异明显存在#与许多文献报道)

.9/

*一致%营养过剩

$超质量,肥胖&检出率显示男生明显高于女生,城市学生显著

高于乡村学生)

/9!!

*

+这说明重庆市中小学生同时存在营养不

良和营养过剩问题#尤其是消瘦检出率占有比例远高于生长迟

滞检出率#提示今后应该将改善营养的重点人群锁定在消瘦

上#以减少,降低营养不良发生的可能性+

"'!'

年与
"'''

年比较#重庆市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得到明

显改善#营养不良检出率明显下降#但超质量和肥胖检出率呈

上升趋势#与全国和部分省市报道一致)

!"

*

+这充分证实了近

几年在重庆市中小学校深入推进体育,艺术,科技1

"R"

2项目

工作#大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和跳绳活动#坚持每天锻炼
!@

和每周
3

节体育课#实施1蛋奶工程2和1爱心午餐2等措施的实

际效果+但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统筹

城乡工作的深入以及城市化步伐加快等因素#致使城乡学生消

瘦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又导致了

城市学生肥胖检出率高于乡村学生+青少年肥胖与高血压,高

脂血症,冠心病等成年期疾病存在密切关系#且肥胖的治疗比

营养不良更困难#反复性更大)

!#

*

+因此#家长与学校应对儿童

加强健康教育#建立健康第一的理念#通过合理膳食,加强锻

炼,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建立健康饮食行为等方式#达到预防,

控制肥胖发生与发展的目的#防患于未然+

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

族未来的大事)

!#

*

+因此#针对学生群体出现的营养问题特点#

开展营养教育和营养干预#营养干预措施应各有侧重#加强学

生全面营养#以确保儿童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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