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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监测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生常见病监测结果

陈慧 1，刘宪峰 2，张宏伟 1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营养与学校卫生科，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2.新疆医科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 分析 2020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生常见病监测结果，为制定中小学生常见病防制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20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4个师所在区域132所学校31 467名中小学生综合健康状况监测资料，描述性分

析视力不良、超重肥胖、龋齿、营养不良和血压偏高 5种常见病检出情况。结果 31 467名学生中，男生和女生各

15 580和15 887人，分别占49.51%和50.49%。城区和郊县学生各19 632和11 835人，分别占62.39%和37.61%。小

学、初中、高中学生各11 371、11 169和8 927人，分别占 36.14%、35.49%和28.37%。视力不良、超重肥胖、龋齿、

血压偏高和营养不良检出率分别为57.22%、29.69%、27.57%、15.03%和4.81%。男生超重肥胖和营养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36.07%和5.71%，均高于女生的23.45%和3.93%（P<0.05）；视力不良、龋齿和血压偏高检出率分别为51.61%、24.46%
和14.61%，均低于女生的62.72%、30.63%和15.43%（P<0.05）。城区学生超重肥胖和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30.17%和

61.55%，均高于郊县学生的28.91%和50.04%（P<0.05）；营养不良、龋齿和血压偏高检出率分别为4.55%、24.47%和

14.66%，均低于郊县学生的5.24%、32.73%和15.63%（P<0.05）。随着学段的升高，中小学生营养不良和视力不良检出

率均呈上升趋势（P<0.05），超重肥胖、龋齿和血压偏高均呈下降趋势（P<0.05）。结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生视

力不良、超重肥胖和龋齿检出率相对较高，超重肥胖与营养不良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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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illance of common disease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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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common disease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in 2020, so as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formulating the control mea⁃
sures for common disease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 surveillance
data of 31 467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132 schools in 14 divisions of Xinjiang Produc⁃
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in 2020, and the prevalence of poor visio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dental caries, malnutri⁃
tion and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were descrip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31 467 students included 15 580 boys
( 49.51% ) and 15 887 girls ( 50.49% ). There were 19 632 students ( 62.39% ) from urban areas and 11 835 ( 37.61% )
from suburban areas, and there were 11 371 primary students ( 36.14% ), 11 169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35.49% )
and 8 927 high school students ( 28.37% ). The detection rates of poor visio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dental caries, ele⁃
vated blood pressure, and malnutrition were 57.22%, 29.69%, 27.57%, 15.03%, and 4.81%,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 36.07% vs. 23.45%, P<0.05 ) and malnutrition ( 5.71% vs. 3.93%, P<0.05 ) were sig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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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ly higher, while the detection rates of poor vision ( 51.61% vs. 62.72%, P<0.05 ), dental caries ( 24.46% vs.
30.63%, P<0.05 ) and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 14.61% vs. 15.43%, P<0.05 )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boys than in
girls. The detection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 30.17% vs. 28.91%, P<0.05 ) and poor vision ( 61.55% vs. 50.04%,
P<0.05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while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malnutrition ( 4.55% vs. 5.24%, P<0.05 ), dental caries
( 24.47% vs. 32.73%, P<0.05 ) and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14.66% vs. 15.63%, P<0.05)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stu⁃
dents from urban areas than from suburban areas. In addition, the prevalence of malnutrition and poor vision appeared
a tendency towards a rise, while the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dental caries and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ap⁃
peared a tendency towards a decline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the study period (P<0.05 ).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poor visio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nd dental caries is relatively high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and comorbid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nd
malnutrition is found.
Keywords: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mon diseases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营养状况逐步改善，营养

不良检出率逐渐下降；而超重肥胖、视力不良、龋齿

和血压偏高的检出率呈快速上升趋势［1］。户外活动

时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增多是中小学生常见病发生

风险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2］，给相关防控工作带来

了新的挑战。《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指

出，为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截至 2022 年和 2030 年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需分别达到 50%
和 60%［3］。2021 年新疆地区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呈中

等流行水平［4］，应引起重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

布于新疆边防与偏远地区，是新疆区域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生常见病患病情

况，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对 2020 年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中小学生常见病监测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2020 年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14 个师所在区域 132 所学校 31 467 名中小学

生综合健康状况监测资料。

1.2 方法 按照《2020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

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方案》［5］，对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中小学生开展综合健康状况监测，收集超重肥胖、

营养不良、龋齿、视力不良和血压偏高 5 种常见病

的监测资料，描述性分析不同地区、性别和学段学生

5 种常见病检出情况。

1.3 判定标准 营养不良诊断标准参照 WS/T 456—
2014《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6］。超重肥胖

诊断标准参照 WS/T 586—2018《学龄儿童青少年超

重与肥胖筛查》［7］。视力不良诊断标准为单眼裸眼视

力小于 5.0。龋齿诊断标准为牙齿的窝沟或光滑面的

病损有底部软化、釉质有潜在的损害或壁部软化。血

压偏高诊断标准参照 WS/T 610—2018《7 岁～18 岁

儿童青少年血压偏高筛查界值》［8］。

1.4 质量控制 由口腔科、眼科等专业人员组建检测

组，并进行统一培训。各检测组设质控人员，按每天

5% 比例随机抽取复测对象，并对身高、体重、左右眼

裸眼视力、戴镜视力、球镜和柱镜度数进行复测。

1.5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 χ2 检验，采用 SAS 9.4 软件

进行 Cochran-Armitage 趋势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2020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监测中

小学生 31 467 人，其中男生 15 580 人，占 49.51%；

女生 15 887 人，占 50.49%。城区学生 19 632 人，

占 62.39%；郊县学生 11 835 人，占 37.61%。小学

生 11 371 人，占 36.14%；初中学生 11 169 人，占

35.49%；高中学生 8 927 人，占 28.37%。

2.2 中小学生常见病检出情况 2020 年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中小学生检出视力不良 18 005 例，占

57.22%；超重肥胖 9 344 例，占 29.69%；龋齿 8 677
例，占 27.57%；血压偏高 4 728 例，占 15.03%；营

养不良 1 514 例，占 4.81%。

2.3 不同性别、居住地和学段中小学生常见病检出

情况比较 男生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检出率高于女

生；女生视力不良、龋齿和血压偏高检出率高于男

生（P＜0.05）。城区学生超重肥胖和视力不良检出

率高于郊县学生 （P＜0.05）；郊县学生营养不良、

龋齿和血压偏高检出率高于城区学生 （P＜0.05）。

中小学生营养不良和视力不良检出率随学段的升高

呈上升趋势（P＜0.05）；中小学生超重肥胖、龋齿

和血压偏高检出率随学段的升高呈下降趋势 （P＜

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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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生视力

不良检出率最高，达 57.22%，高于成都市［9］和长沙

市［10］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结果。建议采取针对性

干预措施，如倡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和加强防

护意识宣传。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高于男生，可能与

男生户外活动时间多于女生有关。研究显示，每天使

用电子设备超过 2 小时的中小学生视力不良风险较

高［11］，城区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高于郊县学生可能

与此有关。随着学段的上升，学生用眼时间变长，因

缺乏视力保护意识，不注意正确的用眼姿势，导致视

力不良检出率呈上升趋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为

29.69%，高于苏州市［12］。男生超重肥胖检出率高于

女生，可能与男生高糖高脂食物摄入较多有关，而女

生更注重体重管理，有意识控制自己的饮食。城区学

生超重肥胖检出率高于郊县学生，与经济消费水平有

关［13］。随着学段的上升，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

呈下降趋势，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最高，可能是因

为家长对小学生超重肥胖的宽容度较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生龋齿检出率为

27.57%，高于阿克苏地区［14］。城区学生龋齿检出率

低于郊县学生，可能是因为城市学生具有良好的防护

意识和口腔卫生习惯，且医疗条件较好，患龋后能及

时进行修补。中小学生的龋齿检出率随学段的上升呈

下降趋势，小学生龋齿检出率最高，可能是因为小学

生自控能力较差，未养成刷牙习惯，食物残渣易黏附

在牙齿窝沟点隙上，引起龋齿。建议全面开展学生窝

沟封闭项目，有效降低小学生龋齿检出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为

4.8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2%）［15］。随着学段的

上升，中小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呈上升趋势，可能与

青春期生长发育加快，新陈代谢增强，学习负担加

重，营养供给不足有关。郊县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高

于城区学生，可能与郊县发展水平较低，学生膳食摄

入不平衡有关。血压偏高检出率为 15.03%，高于全

国中小学生血压偏高检出结果［16］。随学段的上升，

血压偏高检出率呈下降趋势，但初中学生血压偏高检

出率最高，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生常见病检出情况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mmon disease prevalence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χ2 值

P值

居住地Residence
城区Urban areas
郊县Suburban areas

χ2 值

P值

学段Study period
小学Primary school
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
高中High schoola

Z值

P值

营养不良Malnutrition

检出数n

889
625

53.929
<0.001

894
620

7.563
0.006

493
491
530

5.094
<0.001

检出率

Rate/%

5.71
3.93

4.55
5.24

4.34
4.40
5.94

超重肥胖Overweight
and obesity

检出数n

5 619
3 725

599.946
<0.001

5 922
3 422

5.533
0.019

3 974
3 246
2 124

-17.352
<0.001

检出率

Rate/%

36.07
23.45

30.17
28.91

34.95
29.06
23.79

视力不良Poor vision

检出数n

8 041
9 964

396.413
<0.001

12 083
5 922

399.572
<0.001

5 116
6 721
6 168

34.927
<0.001

检出率

Rate/%

51.61
62.72

61.55
50.04

44.99
60.18
69.09

龋齿Dental caries

检出数n

3 811
4 866

149.843
<0.001

4 803
3 874

252.757
<0.001

3 897
2 293
2 487

-11.615
<0.001

检出率

Rate/%

24.46
30.63

24.47
32.73

34.27
20.53
27.86

血压偏高Elevated
blood pressure

检出数n

2 277
2 451

4.070
<0.001

2 878
1 850

5.462
0.019

1 820
2 016

892
-11.068
<0.001

检出率

Rate/%

14.61
15.43

14.66
15.63

16.01
18.05
9.99

注：a表示包含职业高中学生。Note: a, the student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are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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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生视力不

良、龋齿等常见病检出率较高，营养不良与超重肥胖

共存。建议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健康普查，宣传健康

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我保健意识与能力；同时鼓励

均衡膳食，保证充足运动；建立“学生-家庭-学校-
医疗”四位一体的防治模式，做到早关注、早预防、

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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