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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心儿保门诊建档婴幼儿高体质指数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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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重庆市婴幼儿体质指数$

I/*

8

,);;-2*+_

#

T6A

%分布情况#探讨高
T6A

相关因素'

方法
!

选取

!"#"

年
#

月
#

日至
!"#C

年
##

月
#

日期间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进行体质量(身长等保健检查的
B

个月至

!

岁婴幼儿共
%#G"!

例$男童
#B$##

例#女童
#C%G#

例%为研究对象#并记录社会人口统计学(出生情况及喂养情况等信息#采

用
!

!检验(

D+)1;/2

相关分析及多因素
3/

N

-;7-(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
!

B

个月至
!

岁婴幼儿高
T6A

检出率为
#&=#Y

#男(

女童分别为
#E=#Y

$

%#B$

"

#B$##

%和
#%=$Y

$

#GCE

"

#C%G#

%#男童检出率高于女童$

7

$

"="#

%'市区(巨大儿(剖宫产(父母文

化程度高(部分母乳喂养婴幼儿高
T6A

的检出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7

$

"="#

%'多因素
3/

N

-;7-(

回归模型分析显示#

年龄(性别(地区(出生体质量(分娩方式(胎龄以及父母文化程度与高
T6A

有关$

7

$

"="#

%'

结论
!

出生体质量(分娩方式(

年龄(性别(胎龄(父母文化程度以及地区是婴幼儿高
T6A

状态的相关因素#预防儿童肥胖应从多方面控制'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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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

#F!%

个月%&体质指数&危险因素&肥胖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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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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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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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体质指数$

I/*

8

,);;-2*+_

#

T6A

%是反映人体

营养状况的一项综合指标#单独应用可评价儿童的

全身营养状况#预测儿童期肥胖)

#F!

*

'随着全球经济

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营养结构与生活方式的

巨大改变#我国人群
T6A

显著增加#尤其儿童的超

重和肥胖率居高不下)

%

*

'且儿童期的肥胖可维持到

青春期#从而进入成年期)

C

*

#导致一系列严重的近远

期生理(心理及社会问题#如认知功能受损(青春发

动时相改变(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综合征等)

$FB

*

'因

此#探讨儿童早期超重和肥胖发生(发展的相关因

素#筛选可控预测因素#对于早期预防和实施干预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

!

资料和方法

#=#

!

对象
!

选择
!"#"

年
#

月
#

日至
!"#C

年
##

月

#

日期间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建立档案#并进行体质量(身长等检查的
B

个月至
!

岁婴幼儿为研究对象'随机选取其中某一次检查#

同时排除有出生缺陷及严重影响发育疾病的婴幼

儿#最终共
%#G"!

例#其中男童
#B$##

例$占

$C=GY

%#女童
#C%G#

$占
C$=#Y

%'

#=!

!

方法
!

所有信息来自儿童保健体检数据库#包

括父母情况(母亲妊娠史(出生情况(喂养情况(体质

量(身长等'

#=!=#

!

一般情况
!

包括婴幼儿性别(年龄(出生情

况(喂养情况(母亲妊娠史(父母文化程度等'按出

生体质量分为!低出生体质量儿$出生体质量
$

!=$

a

N

%(正常出生体质量儿$

!=$a

N+

出生体质量
$

C="

a

N

%(巨大儿$出生体质量
,

C="a

N

%&按胎龄分为!早

产儿$

!E

周
+

孕周
$

%B

周%(足月儿$

%B

周
+

孕周
$

C!

周%(过期儿$孕周
,

C!

周%&按喂养情况分为!纯

母乳喂养$出生后
&

个月内只用母乳喂养%(部分母

乳喂养$

&

个月内因母乳不足添加其他乳类的喂

养%(人工喂养$

&

个月内因无法母乳喂养而使用其

他乳类喂养%'

#=!=!

!

体格测量
!

由专业医务人员采用统一方法

进行体格测量'体质量使用坐卧式杠杆称#测量值

精确到
"="#a

N

&身长使用量床#精确到
"=#(,

'根

据收集的体质量(身长指标#计算婴幼儿
T6A

值

)

T6Ac

体质量$

a

N

%"身高!

$

,

!

%*'根据
!""&

年世

界卫生组织$

US@

%推荐的儿童生长标准)

E

*对
"

"

!

岁婴幼儿的
T6A

值采用百分位数法进行评价#以各

年龄段
T6A

值的
D

E$

和
D

G$

作为超重和肥胖筛查标

准'从预防的角度#本研究重点关注婴幼儿的高

T6A

状态#即所有
T6A

值超过
D

E$

的对象'

#=%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5D55!!="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率的比较使用
!

!检验&双变量相关分析

采用
D+)1;/2

相关分析&等级资料危险因素分析采

用二元
3/

N

-;7-(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

%为
"="$

'

C

!

结
!

果

!=#

!

一般情况及与高
T6A

值的关系
!

在
%#G"!

例

婴幼儿中#高
T6A

者男女比例$

!

!

c#!%=BC#

#

7c

"="""

%(城乡出生地比例$

!

!

cC#=%E#

#

7c"="""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出生体质量婴幼儿高
T6A

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CC=G!#

#

7c

"="""

%'不同分娩方式(喂养方式的高
T6A

检出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E!!

#

7c"="""

&

!

!

c#&E=G!B

#

7c"="""

%'约
!

"

%

的父母文化程度

在专科或本科及以上#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婴幼儿高

T6A

的检出率较高$

!

!

c&%=&%C

#

7c"="""

&

!

!

c

BE=BEB

#

7c"="""

%'不同年龄段婴幼儿高
T6A

检

出率也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E&=%&"

#

7c

"="""

%#其中
B

个月到
#

岁婴幼儿高
T6A

的检出率

最高$

!#=#Y

#

!$&!

"

#!#!$

%'见表
#

'

!=!

!

T6A

值相关因素分析
!

经
D+)1;/2

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婴幼儿
T6A

值与出生时体质量呈正相关

$

/c"=!"B

#

7c"="""

%#与年龄呈负相关$

/c

W"=%BC

#

7c"="""

%'

!=%

!

多因素
3/

N

-;7-(

回归分析
!

将性别(年龄(地

区(出生体质量(分娩方式(胎龄(喂养方式(父母文

化程度等作为自变量#婴幼儿
T6A

分组作为因变

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非条件
3/

N

-;7-(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地区(出生体质量(分娩方式(

胎龄以及父母文化程度与婴幼儿高
T6A

相关'具

体见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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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科琼#等
=

单中心儿保门诊建档婴幼儿高体质指数相关因素分析

表
>

!

婴幼儿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高
K7[

值情况

!!

指标 总计
=c%#G"!

#

,

$

Y

% 正常
T6A=c!&BBG

#

,

$

Y

% 高
T6A=c$#!%

#

,

$

Y

%

!

!

7

性别
#!%=BC# "="""

!

男
#B$##

$

$C=G

%

#C%%&

$

E#=G

%

%#B$

$

#E=#

%

!

女
#C%G#

$

C$=#

%

#!CC%

$

E&=$

%

#GCE

$

#%=$

%

地区
C#=%E# "="""

!

市区
!CG#!

$

BE=#

%

!"B%B

$

E%=!

%

C#B$

$

#&=E

%

!

郊县
&GG"

$

!#=G

%

&"C!

$

E&=C

%

GCE

$

#%=&

%

出生体质量
!CC=G!# "="""

!

低出生体质量
#&%E

$

$=#

%

#CBE

$

G"=!

%

#&"

$

G=E

%

!

正常出生体质量
!EE#E

$

G"=%

%

!C!E!

$

EC=%

%

C$%&

$

#$=B

%

!

巨大儿
#CC&

$

C=$

%

#"#G

$

B"=$

%

C!B

$

!G=$

%

胎龄
!=E!$ "=!CC

!

早产儿
#B!G

$

$=C

%

#C%$

$

E%="

%

!GC

$

#B="

%

!

足月儿
!GGG"

$

GC="

%

!$#EC

$

EC="

%

CE"&

$

#&="

%

!

过期儿
#E%

$

"=&

%

#&"

$

EB=C

%

!%

$

#!=&

%

胎次
"=#$B "=G!C

!

#

次
!#$E!

$

&B=B

%

#E#!#

$

EC="

%

%C&#

$

#&="

%

!

!

次
&CBG

$

!"=%

%

$C!G

$

E%=E

%

#"$"

$

#&=!

%

!,

%

次
%EC#

$

#!="

%

%!!G

$

EC=#

%

&#!

$

#$=G

%

产次
!="$C "=#$!

!

#

次
!BB""

$

E&=E

%

!%!!"

$

E%=E

%

CCE"

$

#&=!

%

!,

!

次
C!"!

$

#%=!

%

%$$G

$

EC=B

%

&C%

$

#$=%

%

分娩方式
$#=E!! "="""

!

顺产
#"%&G

$

%!=$

%

EG!$

$

E&=#

%

#CCC

$

#%=G

%

!

剖宫产
!#$%%

$

&B=$

%

#BE$C

$

E!=G

%

%&BG

$

#B=#

%

喂养方式
#&E=G!B "="""

!

纯母乳喂养
C&E

$

#=$

%

%E#

$

E#=C

%

EB

$

#E=&

%

!

部分母乳喂养
$B$$

$

#E="

%

C$"E

$

BE=%

%

#!CB

$

!#=B

%

!

人工喂养
!$&BG

$

E"=$

%

!#EG"

$

E$=!

%

%BEG

$

#C=E

%

父亲文化程度
&%=&%C "="""

!

初中及以下
CE!C

$

#$=#

%

C#G$

$

EB="

%

&!G

$

#%="

%

!

高中或中专
B##$

$

!!=%

%

&""$

$

EC=C

%

###"

$

#$=&

%

!

大专或本科
#E%$%

$

$B=$

%

#$%"!

$

E%=C

%

%"$#

$

#&=&

%

!

硕士及以上
#&#"

$

$=#

%

#!BB

$

BG=%

%

%%%

$

!"=B

%

母亲文化程度
BE=BEB "="""

!

初中及以下
$#BC

$

#&=!

%

C$#E

$

EB=%

%

&$&

$

#!=B

%

!

高中或中专
B$!G

$

!%=&

%

&C"B

$

E$=#

%

##!!

$

#C=G

%

!

大专或本科
#E"G$

$

$&=B

%

#CG$C

$

E!=&

%

%#C#

$

#B=C

%

!

硕士及以上
##"C

$

%=$

%

G""

$

E#=$

%

!"C

$

#E=$

%

年龄
%E&=%&" "="""

!

B

"

#!

个月
#!#!$

$

%E="

%

G$&%

$

BE=G

%

!$&!

$

!#=#

%

!

#%

"

#E

个月
#%&$#

$

C!=E

%

##GB"

$

EB=B

%

#&E#

$

#!=%

%

!

#G

"

!C

个月
&#!&

$

#G=!

%

$!C&

$

E$=&

%

EE"

$

#C=C

%

!!

T6A

!体质指数

+

B&%#

+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

年
#!

月#第
%&

卷

表
C

!

婴幼儿高
K7[

相关因素的
,(

1

'2&'/

回归分析

!!

变量
T+7) 5M U)3* *

:

@Z

$

G$YKA

%

7

年龄
!CB=EC# ! "="""

!

#%

"

#E

个月
W"=&%E "="C# !C%=GBC # "=$!E

$

"=CEE

#

"=$B!

%

"="""

!

#G

"

!C

个月
W"=C$& "="CE EE=BBB # "=&%C

$

"=$B&

#

"=&GB

%

"="""

性别
W"=!$E "="%! &C=B## # "=BB!

$

"=B!$

#

"=E!!

%

"="""

地区
"=#$B "="C# #C=GG" # #=#B"

$

#="E#

#

#=!&E

%

"="""

出生体质量
"=E%G "="%$ $&!=B&B # !=%#C

$

!=#$G

#

!=CE"

%

"="""

分娩方式
"=#E! "="%C !B=G!# # #=!""

$

#=#!#

#

#=!EC

%

"="""

胎龄
#"B=EC! ! "="""

!

早产儿
"=B$C "="BC #"$=""% # !=#!$

$

#=EC"

#

!=C$$

%

"="""

!

过期儿
W"=%&G "=!!E !=&!B # "=&G!

$

"=CC%

#

#="E"

%

"=#"$

父亲文化程度
#!=%GC % "=""&

!

高中或中专
"="EB "="&% #=EBE # #="G#

$

"=G&%

#

#=!%$

%

"=#B#

!

专科或本科
"="#G "="&& "="EB # #="!"

$

"=EG&

#

#=#&#

%

"=B&E

!

硕士及以上
"=!$% "="GB &=BCB # #=!EB

$

#="&C

#

#=$$E

%

"=""G

母亲文化程度
!!=E"# % "="""

!

高中或中专
"=##$ "="&% %=%BC # #=#!!

$

"=GG!

#

#=!&E

%

"="&&

!

专科或本科
"=!BG "="&$ #E=!E& # #=%!!

$

#=#&%

#

#=$"%

%

"="""

!

硕士及以上
"=#EB "=### !=E%% # #=!"&

$

"=GB"

#

#=CGG

%

"="G!

!!

模型中设定各分类变量赋值
"

的为对照组
=T6A

!体质指数

J

!

讨
!

论

儿童肥胖一向是公共卫生关注的重点问题#有研

究显示#相对于正常体质量状态儿童#高
T6A

婴幼儿

更容易在儿童后期(青少年期甚至是成年期发生肥

胖#其风险性显著增加)

G

*

'

US@

估算
!"#"

年全球
$

岁以下超重及肥胖儿童已超过了
C=!

亿#且其中约有

%=$

亿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

*

'因此#有必要对婴幼儿

高
T6A

状态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以实现早期预防'

本研究显示#

B

个月至
!

岁婴幼儿高
T6A

检出

率为
#&=#Y

$

$#!%

"

%#G"!

%#男(女童分别为
#E=#Y

$

%#B$

"

#B$##

%和
#%=$Y

$

#GCE

"

#C%G#

%#男童高

T6A

检出率高于女童$

7

$

"="$

%#这与国内相关研

究基本一致&同时#地区(父母文化程度等结果也与

其他研究相似)

##F#!

*

'

]0

等)

#%

*发现
!""&

/

!"#"

年

超重和肥胖婴幼儿较
#GG&

/

!"""

年分别增加了

##=C"Y

和
C=%"Y

#提示我国婴幼儿的高
T6A

状态

正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现

处于营养转型的关键时期#生活方式日益西式化(人

们,由动趋静(久坐少动-(营养模式改变等环境因

素#导致,肥胖易感环境-形成#诱发相关基因表达#

最终致使肥胖的发生及蔓延'

人体生长发育的水平是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

用的综合结果)

#C

*

#因此#婴幼儿高
T6A

状态除受遗

传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各种外界环境因素的作用'

本研究中#剖宫产儿高
T6A

检出率较顺产儿高$

7

$

"="#

%#且
3/

N

-;7-(

回归分析显示剖宫产儿高
T6A

检

出率是顺产儿的
#=!""

倍$

7

$

"="#

%'这可能与以

下因素有关!剖宫产后产妇泌乳始动时间晚#剖宫产

儿首次摄入母乳时间较晚#从初乳获得丰富的蛋白

质(脂溶性维生素及免疫抗体时间延迟#从而首次免

疫时间相对较晚)

##

*

'

有关母乳喂养在控制肥胖流行中所起的作用一

直存在争议)

#$

*

'本研究中#婴幼儿人工喂养的比例

很高#约为
C

"

$

#其次是部分母乳喂养#纯母乳喂养

仅占
#=$Y

#其高
T6A

的检出率依次为
#C=EY

(

!#=BY

和
#E=&Y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

"="#

%&但

3/

N

-;7-(

回归分析显示#喂养方式对婴幼儿的高
T6A

检出率无影响'这一结果与国内曹慧等)

#&

*的研究

结果不同#与国外
S02;I+1

N

+

等)

#B

*的研究结果也不

同#可能是由研究人群(地域以及诊断标准等的不同

导致&但也有研究报道只要在出生后
#

个月内喂养

模式方法得当(质与量适宜#可使婴幼儿处于正常生

长发育的轨迹#否则#就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营

养不良或肥胖)

#E

*

'所以#喂养方式可能并不是独立

的影响因素#而是强调营养素摄入的种类和量的多

少#也就是喂养模式'因此#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综

合考虑喂养模式#避免研究结果存在的争议'

R0+11+1/FZ/,+1/

等)

#G

*研究发现巨大儿是儿童

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亦发现#婴幼儿出生体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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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李科琼#等
=

单中心儿保门诊建档婴幼儿高体质指数相关因素分析

质量与高
T6A

有关$

@Zc!=%#C

#

7c"="""

%#且巨大

儿高
T6A

检出率高于正常和低出生体质量儿$

7

$

"="#

%'同时随着婴幼儿年龄的增长#

T6A

值呈降低

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婴幼儿期是身长发育的第一个高

峰期#此时身长的增长速度较快#而体质量的增加速

度相对较低#从而呈现出
T6A

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的

现象'

综上所述#

B

个月至
!

岁婴幼儿高
T6A

状态的

相关影响因素包括出生体质量(分娩方式(年龄(性

别(地区(胎龄(父母文化程度等#故预防儿童肥胖可

从不同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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