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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儿童心血管代谢风险 依托政策开展分层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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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存在低龄化趋势ꎬ亟需早期识别并开展分层干预ꎬ从而减轻成年期心血管病负担ꎬ减少健康

支出并增加社会资本ꎮ 根据现有政策要求和中国儿童生长发育特点ꎬ借鉴国内外儿童随访队列的优势ꎬ建立儿童健康相关

精细指标数据库ꎬ为识别儿童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ꎬ进行早期预警及制定有效分层干预策略提供细致参考ꎬ从而降低中国

儿童和成年人心血管疾病负担ꎬ提高其生命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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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期慢性病预防和传染病流行病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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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中国面临全民营养状态以及生活方式的极

大转变ꎬ儿童心血管代谢健康问题已成为目前广为关

注的公共卫生挑战[１] ꎮ 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如肥胖、
高血压、血糖异常、血脂异常等存在低龄化趋势[１] ꎬ已
成为儿童健康成长的重大威胁ꎮ 从精细化设计入手ꎬ
开展随访跟踪调查ꎬ识别儿童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ꎬ
是学术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ꎮ 依托国家政策ꎬ关注儿

童的生长发育实况并探索分层干预策略ꎬ是改善儿童

营养状态、生活方式以及心血管代谢问题的根本性预

防策略(“零级”预防策略) [２－３] ꎮ

１　 识别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

１.１　 腹型肥胖　 肥胖是心血管代谢的主要危险因素ꎬ
常会伴随罹患其他疾病ꎬ如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

病、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其他并发症[４] ꎮ 全国学生体质

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儿童体重增

长明显高于身高[５] ꎬ且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缺乏运

动等原因[６－７] ꎬ使得儿童肥胖问题愈渐突出ꎮ 国际糖

尿病联合会在 ２００７ 年提出腹部肥胖的诊断标准是腰

围≥Ｐ９０
[８] ꎻ中国在 ２０１０ 年建立了中国儿童青少年腰

围界值点来判断腹型肥胖[９] ꎬ并预测心血管病危险

因素ꎮ
１.２　 儿童高血压　 中国儿童血压水平及高血压检出

率呈增长趋势[１０] ꎬ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健康风险ꎮ 高血

压是可改变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危

险因素之一[１１] ꎬ 但儿童高血压的诊断相对复杂ꎮ
«２０１７ 年美国儿科学会(ＡＡＰ)临床实践指南»更新了

高血压和高血压升高的定义ꎬ规范了儿童血压测量过

程ꎬ并根据正常体重儿童和青少年血压的分布ꎬ建立

了针对年龄、性别和身高的规范性百分位数表[１２] ꎮ 米

杰团队在 ２０１７ 年建立了中国 ３ ~ １７ 岁儿童性别、年龄

别和身高别血压参照标准[１３]以及马军团队在 ２０１８ 年

发布的国家卫生行业标准«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血压

偏高筛查界值» ( ＷＳ / Ｔ ６１０—２０１８) [１４] 来规范中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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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青少年的血压评价和识别血压水平异常的儿童ꎬ提
高儿童血压防控意识ꎬ进而减少进展到更高的血压水

平造成靶器官损害[１５] ꎮ
１.３　 儿童血脂异常　 血脂异常包括总胆固醇升高、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和

三酰甘油升高ꎬ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１６] ꎮ 其

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固醇被认为是更简单

有效的识别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工具[１７] ꎮ
儿童血脂异常与肥胖的关系尤为密切ꎬ超重或肥胖儿

童的血脂异常风险较正常体重儿童高ꎬ且儿童期血脂

和脂蛋白水平可延续到成年并与成年期血脂异常及

相关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１８－１９] ꎮ
１.４　 儿童血糖异常　 儿童出现血糖异常但未达到糖

尿病诊断标准的状态称为糖尿病前期ꎮ 美国糖尿病

协会将糖尿病前期定义为存在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

受损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为 ５.７％ ~ ６.４％[２０] ꎮ 目前ꎬ
中国儿童糖尿病前期现患率不容乐观ꎬ共病因素如肥

胖、高 / 低出生体重以及糖尿病家族史等均与儿童糖

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相关ꎬ且糖尿病前期会增加糖尿病

和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２１] ꎮ 因此在儿童期识别血糖

异常 / 糖代谢异常有助于早期发现和干预ꎬ可延迟或

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２２] ꎮ

２　 以行动面对挑战

中国儿童基数大、体格发育水平较之前明显提

高[２３] ꎬ构建完整的儿童生长发育标准需要耗费大量人

力、物力和财力ꎬ且需及时更新相应标准ꎮ 现阶段构

建儿童队列和收集生长发育相关精细指标有助于中

国儿童生长发育指标体系建设ꎬ因此亟需合作建立多

中心儿童队列联盟ꎬ突破单中心的人力和物力局限ꎬ
为儿童生长发育体系提供保障ꎮ
２.１　 儿童心血管代谢健康问题的政策干预　 随着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ꎬ儿童的

膳食结构也日趋西化ꎬ不合理膳食和久坐少动的生活

方式越来越普遍ꎬ导致儿童肥胖率逐步上升ꎮ 儿童时

期是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ꎬ其健康素质不仅会影

响成年人口的健康水平ꎬ还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ꎮ
为应对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遇到的健康挑战ꎬ中国政

府不断发布多项政策ꎬ涵盖了生理、心理和社会 ３ 个方

面内容ꎮ 国务院发布的 « 国民营养计划 (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０)»提出ꎬ要开展学生营养改善行动ꎬ指导学生营

养就餐以及开展针对性的“运动＋营养”体医融合的体

重管理和干预策略ꎬ控制学生超重、肥胖率的上升ꎮ
«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中小学健康促进行

动提出ꎬ中小学生要保持健康体重、保证充足的体育

活动、减少久坐和视屏时间、保障儿童营养摄入均衡

等ꎮ 这些政策内容由开始关注营养状况[２４－２６] 、关注体

质[２７－２８] 、关注身心健康[２９－３０] 、防止校园暴力[３１] 、关注

视力[３２] 和口腔健康[３３] ꎬ到改善环境健康[３４] ꎬ关注内

容逐渐增加ꎬ关注范围逐渐扩大ꎮ
２.２　 儿童心血管代谢健康问题的分层干预　 对儿童

施加合理的分层干预措施是在可负担成本下降低疾

病发生风险的关键ꎬ早期发现筛选不同心血管代谢危

险因素的儿童ꎬ根据个体具有的危险因素的特征分

类ꎬ分别施加不同的干预措施ꎬ如单纯膳食干预或膳

食联合身体活动干预ꎬ降低儿童相关疾病的发生风

险[３５] ꎮ 由于具有不同危险因素儿童的成年期患病风

险和靶器官损害部位的不同ꎬ采用个体化、针对性干

预可以减少部分非必要的干预尝试ꎬ既能达到良好的

干预效果ꎬ又能降低干预所需的时间成本和支出成

本ꎬ达到更高的收益成本比率ꎮ 应用具体的指标作为

分层的新工具ꎬ如可以区分腹型肥胖的腰围、腰围身

高比和体脂肪指数ꎬ与儿童代谢综合征相关的颈动脉

内中膜厚度、左心室质量指数等ꎮ 通过建立以学校、
家庭、社区医院为基点的网络体系ꎬ各方面共同协作ꎬ
定期监测儿童健康状况ꎬ重点关注高危儿童ꎬ提前进

行干预ꎬ减缓或遏制成年期疾病风险ꎮ

３　 展望

为识别儿童健康挑战ꎬ关注儿童健康问题并进行

分层干预指导ꎬ胡翼飞团队于 ２０１８ 年建立了北京儿童

生长与健康队列 (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号: ＣｈｉＣＴＲ
２１０００４４０２７)ꎮ 基于北京市顺义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学生

常规体检的 １０ 年纵向数据ꎬ以儿童青少年体重增长与

收缩压变化性别差异为切入点ꎬ采用混合效应线性模

型分析增长速度的性别差异ꎬ得出收缩压增长速度及

规律存在性别差异ꎬ且收缩压变化与体重增加密切相

关ꎬ为实现控制体重和血压快速增长的有效干预提供

参考依据[３６] ꎻ基于队列基线数据ꎬ探索了 ６ ~ ８ 岁儿童

不同时期偶测血压偏高检出率的差异ꎬ提示基线血压

和重复血压测量的第一次存在一过性紧张造成的血

压波动ꎬ重复测量后 ２ 次的平均值可能会较好地反映

儿童真实血压[３７] ꎻ探讨了超重肥胖儿童内脏脂肪指数

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联ꎬ提示可以利用内脏脂肪指

数作为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分层的指标ꎬ通过持续监

测内脏脂肪指数对非酒精性脂肪肝儿童进行分层干

预和管理[３８] ꎮ
综上所述ꎬ儿童心血管代谢风险深刻地影响着成

年期心血管健康ꎮ 纵向开创性的研究工作ꎬ例如 Ｂｏ￣
ｇａｌｕｓａ 心脏研究(Ｂｏｇａｌｕｓａ Ｈｅａｒｔｈ ＳｔｕｄｙꎬＢＨＳ)、芬兰青

年研究(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Ｙｏｕｔｈ ＳｔｕｄｙꎬＦＹＳ) 和其他队列ꎬ使人

们认识到需要前移公共卫生服务ꎬ并提出了实现对儿

童心脏代谢风险“零级”预防的方向ꎮ 针对儿童期显

２４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第 ４２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５



现的风险因素是成人心血管风险先兆的研究启示ꎬ应
对肥胖病的流行、高血压的高患病率和心脏代谢风

险ꎬ在生命早期进行预防是极有价值的ꎮ 从小学阶段

开展全面的健康教育ꎬ开展“零级”预防ꎬ如美国开展

的 “ 健 康 提 前 / 心 智 健 康 ” (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ｈｅａｄ / Ｈｅａｒｔ
Ｓｍａｒｔ) [２] ꎬ是可供借鉴的开始“零级” 预防的一种方

法ꎬ甚至目前提倡更早的开展教育ꎬ提前到幼儿园阶

段ꎬ与传统教育主题一起纳入公共教育ꎮ 通过不断借

鉴国内外儿童随访队列的优势ꎬ并根据中国儿童生长

发育特点ꎬ结合«“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背景ꎬ推
进儿童生长与健康队列建设ꎬ建立儿童健康数据库ꎬ
识别儿童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ꎬ进行早期预警及制定

有效分层干预策略提供政策意见ꎬ从而减少中国儿童

和成年心血管疾病负担ꎬ提高生命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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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快报(３):童年期虐待经历加速儿童细胞老化进程
童年期虐待经历使儿童行为问题、精神疾病风险显著升高ꎮ 布朗大学阿尔珀特医学院精神医学系 Ｒｉｄｏｕｔ 博士追踪了

１３３ 名 ３~ ５ 岁经历了中重度童年期虐待的学龄前儿童及 １２３ 名对照组儿童ꎮ 通过福利机构档案信息与结构式访谈ꎬ评估

其近期虐待经历与其他类型逆境经历ꎮ 同时检测了 ２ 种细胞老化的分子标志物———端粒长度和线粒体 ＤＮＡ 拷贝数( ｍｔＤ￣
ＮＡｃｎ)ꎮ 研究发现有虐待与其他类型逆境经历的儿童ꎬ其端粒长度增长、ｍｔＤＮＡｃｎ 增加ꎮ 儿童内化症状与端粒长度和 ｍｔＤ￣
ＮＡｃｎ 密切相关ꎮ 研究者认为童年期中重度虐待经历造成的儿童端粒长度增加可能反映了对近期创伤暴露的代偿机制ꎬ同
时这一结果还提示细胞学老化进程可能是逆境经历儿童健康风险升高的重要病理机制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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