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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现状和防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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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脊柱异常弯曲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第三大慢性疾病ꎬ且地区间差异较大ꎮ 其发病原因复杂

多样ꎬ早期可防易治ꎬ晚期治疗难度大、经济负担高ꎮ 当前ꎬ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的防控已被提升至国家健康战略ꎬ一系列政

策文件陆续颁布ꎬ极大推动了全国范围学生脊柱弯曲异常定期筛查的制度化和常态化ꎮ 然而ꎬ目前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

常的防控体系尚不完备ꎬ亟需基于中国的制度优势建立以“初筛—确诊—诊疗—预防控制—随访评估”多位一体的闭环模

式以强化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的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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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弯曲异常是一种复杂的三维畸形ꎬ主要涉及
脊柱和躯干的非对称性改变ꎬ通常伴随椎体结构和生
物力学的变化ꎬ是威胁儿童青少年健康的主要疾病之
一[１－２] ꎮ 根据病因可将脊柱弯曲异常分为先天性和后
天性两大类[１] ꎮ 先天性脊柱弯曲异常是脊柱在胚胎
时期发育异常所致ꎬ包括椎体形成不良型、椎体分节
不良型以及两种的混合型ꎻ后天性脊柱弯曲异常指继
发于其他情况的如外伤、感染、神经肌肉型的疾病或
长期的不良姿势等[１－２] ꎮ 还有结构和功能性的脊柱弯
曲异常分类ꎬ以及按体征的分类ꎬ即侧弯和前后弯曲
异常ꎬ其中脊柱侧弯是脊柱弯曲异常中最为常见的一
类[２] ꎮ 此外ꎬ青少年群体中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脊柱侧
弯(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ꎬＡＩＳ) 在临床中也尤
为常见ꎮ

脊柱弯曲异常严重威胁当代中国儿童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ꎮ 轻度侧弯会影响体态和姿势ꎬ导致疲劳和

背部不适ꎻ重度侧弯则可能与长期健康问题相关ꎬ如
心肺功能受损、残疾、心理影响等[３] ꎮ 早发性 ＡＩＳ 发
展更为迅速ꎬ若不及时治疗ꎬ可能增加严重残疾和死
亡的风险[４－５] ꎮ 此外ꎬ脊柱侧弯还可能增加家庭负担
和治疗难度ꎬ据报道ꎬ患儿所在的家庭相较于健康同
龄人的家庭额外支出增加了 ７％ ~ ２７％ꎬ并且在正式干
预前ꎬ家庭负担就已经平均增加了 １０％[６－７] ꎮ 为加强
防控工作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自
２０１９ 年起将脊柱弯曲异常筛查纳入全国学生常见病
监测范围ꎬ并于 ２０２１ 年发布«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
常防控技术指南» (以下自简称«指南») [２] ꎬ明确了规
范的筛查流程和技术标准ꎮ ２０２４ 年ꎬ国家疾病预防控
制局制定并印发了 « 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技术指
南» [８] ꎬ再次强调包括近视、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
心理健康问题在内的学生常见病防治的重要性ꎬ通过
预防普遍的公共卫生影响因素实现多病共防ꎮ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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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为未来全面、有效地防控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创
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ꎮ

１　 脊柱弯曲异常流行现状

总体而言ꎬ相较于儿童青少年更易识别的常见健

康问题ꎬ脊柱弯曲异常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明显滞后ꎮ
我国自 ２０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行中小学脊柱侧弯筛

查工作ꎬ既往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具有以下特点:调查

工作开展较少ꎬ调查地区有限ꎬ多以小规模、短期筛查

为主ꎬ筛查对象年龄构成以及筛查标准存在异质性ꎬ
缺乏专业流行病学方案设计等[９－１２] ꎮ 在 ２０１９ 年之前ꎬ
脊柱弯曲异常在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筛查方法ꎬ这期

间的相关研究选取联合多种筛查方法的路径ꎬ包括

Ａｄａｍｓ 前屈试验、目测法、脊柱侧弯仪测量、波纹图像

法及 Ｘ 线检查在内的 ５ 种常见筛查手段[９－１２] ꎮ 这些

研究中ꎬ参与筛查的学生数为 ７８４ ~ ５７ ５８１ 人、年龄范

围为 ５ ~ ２０ 岁ꎬ其中以 ７ ~ １５ 岁年龄段为主[９－１１] ꎮ 在

２０１７ 年针对我国 ８ ~ １４ 岁儿童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脊

柱侧弯患病率为 ０. ６％ ~ ２. ０％[１] ꎮ 一项针对 １９８０—
２０２０ 年国内脊柱侧弯筛查的 ７７ 项研究开展的 Ｍｅｔａ
分析ꎬ报告了中国大陆地区校园内脊柱侧弯的初筛阳

性率和二筛阳性率的估计值分别为 ３.９７％及 ２.１２％ꎬ
确诊率为 １. ２０％ꎻ其中女性约为 １. ８０％ꎬ男性约为

０.９７％ꎬ最常见的 ＡＩＳ 患病率约为 １.１０％[１２] ꎮ
２０１９ 年ꎬ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儿少 / 学校卫生中心(北京大学

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指导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并培

训脊柱侧弯曲异常筛查方法[１３] ꎮ 自此ꎬ关于儿童青少

年脊柱弯曲异常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以及数据

报道骤增ꎮ ２０１９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

监测结果显示ꎬ我国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的检出率

估计值为 ２.８％[２] ꎬ同年ꎬ上海市黄浦区 １１ ~ １６ 岁儿童

的 ＡＩＳ 检出率为 ２.００％[１４] ꎻ浙江省儿童青少年的脊柱

侧弯检出率为 ３.９％[１５] ꎻ天津市中学生的脊柱侧弯检

出率为 ４.００％[１６] ꎻ上海市虹口区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

常和脊柱侧弯检出率分别为 ７.２％和 ５.０％[１７] ꎻ内蒙古

自治区中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为 ３.５６％[１８] ꎻ西藏

地区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约为 １. １７％[１９] ꎮ
此外ꎬ２０２０ 年ꎬ青藏高原地区 ６ ~ １７ 岁中小学生脊柱侧

弯检出率为 ３.６９％[２０] ꎻ北京市顺义区 ９ ~ １８ 岁中小学

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为 ７.９０％[２１] ꎻ甘肃省中小学生

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为 １.９５％ꎬ其中脊柱后凸检出率

和脊柱侧弯检出率分别为 ０.０４％和 １.９１％[２２] ꎮ 以上

数据表明ꎬ我国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患病率仍处

于高流行态势ꎬ且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ꎮ
此外ꎬ根据文献综述ꎬ总结我国儿童青少年脊柱

弯曲异常的流行病学分布具有以下特征:(１)女生检

出率高于男生ꎬ可能与女生肌肉韧带较弱以及较少的

锻炼时间有关[１４－１８] ꎻ(２)城市的检出率高于农村[１８] ꎻ
(３)姿势性脊柱弯曲异常的筛查检出率高于疾病性和

特发性脊柱弯曲异常[２３] ꎻ(４) 随着学龄的增加ꎬ脊柱

弯曲异常的检出率逐渐增加ꎬ在青春期达到高峰ꎬ最
高发生率出现在 １３ ~ １５ 岁[１４－１８] ꎮ 可能与身高迅速增

长、骨内有机成分较多但钙磷含量相对不足、脊柱周

围的肌肉韧带尚未成熟、学习负担加重等因素有关ꎻ
(５)在国内 ６ ~ ９ 岁儿童中较少发现 ＡＩＳꎬ建议 １０ 岁前

可推迟对 ＡＩＳ 的随访和调查[２４] ꎮ

２　 脊柱弯曲异常成因

目前ꎬ对于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病因尚未

形成明确且统一的共识ꎬ然而早期生活环境、行为、遗
传、激素代谢以及神经系统等多种因素都被认为是可

能导致这种异常的潜在原因ꎮ 近年来ꎬ根据全国学生

常见病与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项目分析结果ꎬ并
结合我国不同地区开展的多项流行病学研究结果ꎬ提
示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几个常见的可改变的行为因

素以及学校卫生因素:(１)不正确的阅读和写字姿势ꎬ
可能导致脊柱两侧肌肉受力不均衡ꎬ从而形成脊柱侧

弯[２５] ꎻ(２)久坐时长>２ ｈꎬ会加剧脊柱两侧肌肉的不

平衡[２６] ꎬ屏幕娱乐时间和作业时间过长是导致青少年

姿势异常的重要因素ꎬ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２７] ꎻ(３)过重的背包负荷和不正确的背包方式ꎬ会
导致儿童背包时重心不稳、姿势摇摆ꎬ从而使脊柱承

受不对称的负荷增加ꎮ 有研究显示ꎬ健康儿童背负重

量达到身体重量的 １０％时ꎬ躯干会出现前倾和左右不

对称的情况[２８] ꎻ(４) 班级座位调换频次ꎬ适当增加班

级座位调换频次(每周 １ 次)可减少脊柱弯曲异常发

生的风险[１８] ꎻ(５) 黑板平均照度ꎬ其达标是脊柱弯曲

异常发生的保护因素[２１] ꎻ(６) 教室课桌椅分配ꎬ其符

合率的增加能够降低脊柱弯曲异常的发生风险[１９] ꎻ
(７)营养状况ꎬ缺钙、较低体质量指数以及较低肌肉质

量指数是脊柱弯曲异常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１９] ꎻ(８)
身体活动ꎬ青少年缺乏运动、运动过度或者运动方式

不正确均可能导致脊柱负荷不平衡ꎻ选择适当的运动

强度ꎬ并优先选择包含正确的背部训练和对称性的运

动项目ꎬ有助于预防脊柱侧弯异常的发生ꎬ减轻相关

症状ꎬ并改善功能[２９] ꎮ
在先天性脊柱侧弯的病因学研究方面ꎬ２０１５ 年我

国科研人员报道了一个重大发现ꎬ在散发的汉族先天

性脊柱侧弯病例中ꎬ发现其中 １１％的病例具有高危等

位基因相关的 ＴＢＸ６ 缺失ꎬ提示了开展遗传学研究对

于揭示先天性脊柱侧弯的病因具有重要意义[３０] ꎮ 此

外ꎬ另有一项开展于我国青藏高原的流行病研究提

示ꎬ居住在海拔过高的地区(≥４ ５００ ｍ)是先天性脊柱

侧弯以及神经肌肉性脊柱侧弯发生的重要危险

因素[２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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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脊柱弯曲异常防控进展

儿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ꎬ而脊柱侧弯严重威胁
他们的健康ꎬ影响未来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ꎮ 早在
１９９０ 年ꎬ«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３１] 中强调:学校应当积
极做好近视、弱视、沙眼、龋齿、寄生虫病、营养不良、
贫血、脊柱弯曲异常、神经衰弱等学生常见病的群体
预防和矫治工作ꎮ 此外ꎬ香港卫生署在 １９９５ 年率先将
脊柱侧弯筛查内容纳入常规的公共卫生服务中[３２] ꎮ
同年ꎬ国家卫生部批准公开了«儿童少年脊柱弯曲异
常的初筛»(ＧＢ / Ｔ １６１３３—１９９５) [３３] 国家标准ꎬ为之后
的脊柱弯曲异常筛查项目落地提供了重要参考ꎮ 此
后经十余年实践经验的累积ꎬ又在 ２０１４ 年发布了«儿
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筛查» ( ＧＢ / Ｔ １６１３３—
２０１４) [３４]国家标准ꎮ ２０１６ 年ꎬ«“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
纲要» [３５]正式将脊柱侧弯列为青少年重点筛查和监测
疾病ꎬ推进了后续具体落实政策、卫生标准制定以及
常态化监测网络的落地ꎮ

近年来ꎬ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脊
柱健康ꎬ伴随着学生常见病防治被提升至国家健康战
略中ꎬ一系列举措正努力推动学生脊柱侧弯定期筛查

的制度化ꎬ以及强化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的保障ꎮ 为
深入贯彻«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５
年)» [３６]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 [３７] 以
及«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工作实施方案» [３８] 等
国家重要政策文件的精神ꎬ以及依据«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 [３９] 及«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
理办法» [４０]的相关要求ꎬ２０１９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正式将脊柱侧弯纳入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
素监测与干预工作中[４１] ꎬ要求全国范围内统一在脊柱
侧弯的筛查过程中采用 ２０１４ 年的国家标准[３４] ꎬ基本
上结束了既往脊柱侧弯筛查手段异质性的时代ꎬ使得
脊柱侧弯筛查正式走入校园、家庭以及公众视野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 [４２] 以及发布
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
工作的意见» [４３]再次强调需要将脊柱弯曲异常筛查项
目纳入每学年或新生入学体检内容ꎮ 同年ꎬ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发布«指南» [２] ꎮ «指南» 根据«美国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筛查推荐声明»和«美国医学会杂
志»通过较高证据等级进一步规范完善了筛查标
准[３] ꎬ详细筛查流程见图 １ꎮ

注:躯干旋转角度(ＡＴＲ)ꎬＡＴＲ 的大小与脊柱侧弯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ꎮ

图 １　 脊柱弯曲异常筛查流程[２]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目前学生脊柱侧弯的常态化监测由原国家卫生
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精心规划ꎬ现由国家疾病预防
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负责具体组织ꎬ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儿少 / 学校卫生中心(北京大学儿童青少
年卫生研究所)负责指导全国实施ꎮ 这一全国性监测
平台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ꎬ涵盖所有地级
市的儿童青少年群体ꎬ通过设立约 ２ ８５８ 个区县级监
测点ꎬ每年对超过 ２００ 万学生进行筛查ꎬ确保了全国脊
柱侧弯监测网络的合理布局和高效运行ꎮ 在筛查的
成本效益方面ꎬ我国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体现ꎮ

完整的脊柱弯曲异常防控体系应是 “初筛—确
诊—诊疗—防控—随访评估” 多位一体的闭环工作ꎬ
除了十分重要的筛查ꎬ仍需一整套标准和指南对其他
环节工作的实施进行指引ꎮ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
脊柱外科学组于 ２０２０ 年发布了«中国青少年脊柱侧
凸筛查临床实践指南及路径指引» [４４] ꎬ推荐了校园脊
柱弯曲异常筛查的意见:建议选择学校作为脊柱弯曲
异常的筛查地点ꎬ在社区医院与该地区中心医院协助
下进行ꎻ脊柱弯曲异常的筛查建议由接受过筛查培训
的专业骨科医生和学校保健医生或全科医生共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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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ꎻ建立筛查后的转诊网络ꎬ对筛查阳性的青少年进
行及时的早期干预和随访ꎮ ２０２２ 年«儿童青少年特发
性脊柱侧弯非手术治疗专家共识» [４５]构建了符合我国
ＡＩＳ 非手术治疗的体医融合的治疗指南ꎬ并且明确了
筛查后的诊断规范和治疗规范ꎬ认为中国儿童青少年
常见的姿势性脊柱侧弯ꎬ可以通过纠正不良姿势ꎬ进
行科学的功能锻炼ꎬ合理膳食ꎬ养成良好的作息规律ꎬ
患儿一般可自行矫正ꎬ不需要特殊治疗ꎻ«共识»还明
确提出了 ＡＩＳ 等其他类型侧弯的功能锻炼、支具治疗、
手术治疗的指征ꎮ 如此一系列防控标准和指南为防
控措施的落地作保障ꎬ全国范围内对于脊柱侧弯筛查
与健康管理工作也自此被推向高潮ꎬ有利于全社会共
同关注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良好氛围的形成ꎮ

４　 小结与展望

儿童青少年脊柱异常弯曲发病原因复杂多样ꎬ在
早期可防易治ꎬ但晚期治疗难度大、经济负担高ꎬ且在
我国大陆地区仍然处于较高流行态势ꎮ 当前ꎬ学生脊
柱弯曲异常的防控已被提升至国家健康战略ꎬ一系列
政策文件陆续颁布ꎬ在数量上由少到多ꎬ在防治措施
上由原则性指导到具体落实ꎬ在实施场所上从单一场
所到“学校—家庭—医院—社会”的联合ꎬ极大推动了
全国范围学生脊柱弯曲异常定期筛查的制度化和常
态化ꎮ 然而ꎬ目前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防控体
系尚不完备ꎬ亟需基于中国的制度优势ꎬ创建“学生—
家庭—学校—教育—卫生—体育”多位一体的学生脊
柱弯曲异常综合防控体系ꎬ建立闭环模式的防控体
系ꎬ以强化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的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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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李卫平ꎬ 王志勇ꎬ 宋斌ꎬ 等. 不同时期广州市青少年儿童脊柱侧

凸患病率调查[ Ｊ] .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ꎬ ２０１０ꎬ１４
(４６):８７１２－８７１６.
ＬＩ Ｗ Ｐꎬ ＷＡＮＧ Ｚ Ｙꎬ ＳＯＮＧ Ｂꎬ ｅｔ ａｌ.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Ｊ] .Ｃｈｉｎ Ｊ Ｔｉｓ￣
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０ꎬ１４(４６):８７１２－８７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王振堂ꎬ 李中实ꎬ 刘朝晖ꎬ 等. 北京市中小学生脊柱侧凸患病率

调查报告[Ｊ] .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ꎬ ２００７ꎬ１７(６):４４０－４４２.
ＷＡＮＧ Ｚ Ｔꎬ ＬＩ Ｚ Ｓꎬ ＬＩＵ Ｚ Ｈꎬ ｅｔ 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ｐｉｎｅ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ꎬ ２００７ꎬ１７
(６):４４０－４４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徐弢ꎬ 徐建成ꎬ 李中华ꎬ 等. 兰州市中小学生特发性脊柱侧凸调

查[Ｊ] . 预防医学ꎬ ２０２０ꎬ３２(１１):１１５５－１１５７ꎬ１１６０.
ＸＵ Ｔꎬ ＸＵ Ｊ Ｃꎬ ＬＩ Ｚ Ｈ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 Ｊ] . Ｐｒｅｖ
Ｍｅｄꎬ ２０２０ꎬ３２(１１):１１５５－１１５７ꎬ１１６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徐帅ꎬ 苏永佳ꎬ 王振波ꎬ 等. 中国大陆中小学生脊柱侧凸的患病

特点:关于 ７２ 项研究的 Ｍｅｔａ 分析 [ Ｊ] .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ꎬ
２０２１ꎬ３１(１０):９０１－９１０.
ＸＵ Ｓꎬ ＳＵ Ｙ Ｊꎬ ＷＡＮＧ Ｚ Ｂꎬ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７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ｐｉｎｅ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１(１０):９０１－９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防控技术指

南»及编写说明[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０１) [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 / ｊｋｊ / ｓ５８９９ｔｇ / ２０２１１１ / ５５７９ｃ１２４０ｄ０３４ａｃ６８０ａ７５０５９９
４ａａ０８２ｄ.ｓｈｔｍ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 １１－ ０１) [２０２４－ ０４－ 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ｊｋｊ /
ｓ５８９９ｔｇ / ２０２１１１ / ５５７９ｃ１２４０ｄ０３４ａｃ６８０ａ７５０５９９４ａａ０８２ｄ.ｓｈｔｍｌ.(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４] ＨＵ Ｍꎬ ＺＨＡＮＧ Ｚꎬ ＺＨＯ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ｐｕ 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Ｃｈｉｎａ[Ｊ] . Ａｍ Ｊ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 Ｒｅｓꎬ ２０２２ꎬ１４(６):４１３２－
４１３８.

[１５] ＺＯＵ Ｙꎬ ＬＩＮ Ｙꎬ ＭＥ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Ｊ] . Ｆｒｏ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２２ꎬ
１０:７７３５９４.

[１６] 张献伟ꎬ 孙志颖ꎬ 刘忠慧ꎬ 等. 天津市中学生脊柱侧弯流行特征

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２３ꎬ４４(１):１１５－１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Ｘ Ｗꎬ ＳＵＮ Ｚ Ｙꎬ ＬＩＵ Ｚ Ｈ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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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２３ꎬ４４(１):１１５－１１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亓德云ꎬ 李丽平ꎬ 江艳微ꎬ 等. 上海市虹口区儿童青少年脊柱弯

曲异常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２１ꎬ４２( ３):
４４４－４４７ꎬ ４５３.
ＱＩ Ｄ Ｙꎬ ＬＩ Ｌ Ｐꎬ ＪＩＡＮＧ Ｙ Ｗꎬ ｅｔ ａｌ.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２１ꎬ４２(３):４４４－ ４４７ꎬ ４５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杨田ꎬ 张秀红ꎬ 高昇ꎬ 等. 内蒙古自治区中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现

状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２３ꎬ４４(３):４４７－４５０.
ＹＡＮＧ Ｔꎬ ＺＨＡＮＧ Ｘ Ｈꎬ ＧＡＯ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２３ꎬ４４
(３):４４７－４５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李尚乐ꎬ 张强ꎬ 荣霞. 西藏地区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状况分析

[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２１ꎬ４２(９):１３８４－１３８７.
ＬＩ Ｓ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Ｑꎬ ＲＯＮＧ Ｘ.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２(９):１３８４－１３８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２０] ＺＨＯＵ Ｌꎬ ＹＡＮＧ Ｈꎬ ＨＡＩ Ｙ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Ｑｉｎｇ￣
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Ｆｒｏ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２２ꎬ１０:９８３０９５.

[２１] 赵芳芳ꎬ 赵瑞兰ꎬ 段军伟ꎬ 等. 北京市某区 ９ ~ １８ 岁中小学生脊

柱弯曲异常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 . 华南预防医学ꎬ ２０２２ꎬ４８
(１０):１２７２－１２７４.
ＺＨＡＯ Ｆ Ｆꎬ ＺＨＡＯ Ｒ Ｌꎬ ＤＵＡＮ Ｊ Ｗꎬ ｅｔ ａｌ.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
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 ９－１８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ａ 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 Ｐｒｅｖ Ｍｅｄꎬ
２０２２ꎬ４８(１０):１２７２－１２７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许馨文ꎬ 周巧玲ꎬ 樊玉芳ꎬ 等. 甘肃省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情

况分析[Ｊ] .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ꎬ ２０２２ꎬ３６(６):９３－９４ꎬ９８.
ＸＵ Ｘ Ｗꎬ ＺＨＯＵ Ｑ Ｌꎬ ＦＡＮ Ｙ Ｆ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 Ｃｈｉｎ Ｐｒｉ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２２ꎬ３６( ６):９３－ ９４ꎬ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董彬ꎬ 霍卓平. 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防治[Ｊ] . 中国学校卫

生ꎬ ２００８ꎬ２９(１２):１１６３－１１６５.
ＤＯＮＤ Ｂꎬ ＨＵＯ Ｚ Ｐ.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９(１２):１１６３－１１６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郑瑜ꎬ 吴晓珺ꎬ 孙宁ꎬ 等. 无锡市北塘区小学生特发性脊柱侧凸

患病率调查[Ｊ] .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ꎬ ２０１６ꎬ２２(３):３３５－３４０.
ＺＨＥＮＧ Ｙꎬ ＷＵ Ｘ Ｊꎬ ＳＵＮ Ｎ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Ｂｅｉｔ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Ｗｕｘｉ[Ｊ] .Ｃｈｉｎ Ｊ Ｒｅｈａ￣
ｂｉ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ａｃｔꎬ ２０１６ꎬ２２(３):３３５－３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ＳＥＤＲＥＺ Ｊꎬ ＤＡ ＲＯＳＡ Ｍꎬ ＮＯＬＬ Ｍꎬ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Ｒｅｖ Ｐａｕｌ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 ２０１５ꎬ３３(１):７２－８１.

[２６] 唐倩倩ꎬ 陈玉华. 大学新生脊柱侧弯患者的生活行为习惯调查

[Ｊ] .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３７(３):５１－５４.
ＴＡＮＧ Ｑ Ｑꎬ ＣＨＥＮ Ｙ 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 Ｊ ] . Ｊ Ｈｕｂｅｉ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
Ｕｎｉｖꎬ ２０２１ꎬ３７(３):５１－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王富百慧ꎬ 李雅倩ꎬ 郭晓丹ꎬ 等. 久坐时间、身体活动与青少年身

体姿态异常[Ｊ] . 中国青年研究ꎬ ２０２１(６):５－１２.
ＷＡＮＧ Ｆ Ｂ Ｈꎬ ＬＩ Ｙ Ｑꎬ ＧＵＯ Ｘ Ｄ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ｔｉｍｅ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ｂｏｄｙ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 Ｃｈｉｎａ Ｙｏｕｔｈ

Ｓｔｕｄｙꎬ ２０２１(６):５－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ＤＲＺＡŁ－ ＧＲＡＢＩＥＣ Ｊꎬ ＳＮＥＬＡ Ｓꎬ ＲＡＣＨＷＡŁ 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ａ ｂａｃｋｐａｃｋ ｉｎ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ｍａｎｎ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ｌｅｘ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ｅ[Ｊ] . Ｈｕｍ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２０１５ꎬ５７(２):２１８－２２６.

[２９] ＣＥＢＡＬＬＯＳ ＬＡＩＴＡ Ｌꎬ ＴＥＪＥＤＯＲ ＣＵＢＩＬＬＯ Ｃꎬ ＭＩＮＧＯ ＧÓＭＥＺ Ｔ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ꎬ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Ａｒｃｈｉｖ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 Ｄｅ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 ２０１８ꎬ１１６(４):ｅ５８２－ｅ５８９.

[３０] ＷＵ Ｎꎬ ＭＩＮＧ Ｘꎬ ＸＩＡＯ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ＢＸ６ ｎｕｌｌ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ｙ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ａｌｌｅ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７２(４):３４１－３５０.

[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学校

卫生工作条例[ＥＢ / ＯＬ].( １９９０－ ０６－ ０４)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７８ / Ａ１７ / ｔｗｙｓ ＿ ｌｅｆｔ / ｍｏｅ ＿ ９４３ / ｍｏｅ ＿ ７９３ / ｔｎｕｌｌ ＿
９８６６.ｈｔｍ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 ＥＢ / ＯＬ]. ( １９９０ － ０６ － ０４)
[２０２４－ ０５－ ２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７８ / Ａ１７ / ｔｗｙｓ＿ｌｅｆｔ / ｍｏｅ＿
９４３ / ｍｏｅ＿７９３ / ｔｎｕｌｌ＿９８６６.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 ＬＵＫ Ｋ Ｄꎬ ＬＥＥ Ｃ Ｆꎬ ＣＨＥＵＮＧ Ｋ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Ｊ] . Ｓｐｉｎｅꎬ ２０１０ꎬ３５ ( １７):１６０７ －
１６１４.

[３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儿童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初筛:ＧＢ / Ｔ
１６１３３—１９９５[Ｓ].１９９５－１２－２１.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ＧＢ / Ｔ １６１３３ － １９９５ [ Ｓ].
１９９５－１２－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筛查:ＧＢ / Ｔ
１６１３３—２０１４[Ｓ].２０１４－０９－０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ＧＢ / Ｔ １６１３３－
２０１４[Ｓ].２０１４－０９－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３０) [２０２４－０５－２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６￣
１０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２４１７４.ｈｔｍ.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３０ ｐｌａｎ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 － １０ － ３０)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６￣１０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２４１７４.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

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５ 年)的通知[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１４) [２０２４－０４
－０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１７￣０２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１６７８８６.ｈｔｍ.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ｏｎ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１７－２０２５)[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２
－ １４)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１７￣０２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６７８８６.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２７)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ｏｍ / ｃｈｌ / ０ｆｅ９８８０ｃ３３１ｆｃｃ８７ｂｄｆｂ.ｈｔｍ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２７)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ｋｕｌａｗ. ｃｏｍ / ｃｈｌ / ０ｆｅ９８８０ｃ３３１ｆｃｃ８７ｂｄｆｂ. 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３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工作实施

方案[ＥＢ / ＯＬ].(２００３ － １１ － １１)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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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ｃｎ / ｊｙｂ＿ｘｘｇｋ / ｇｋ＿ｇｂｇｇ / ｍｏｅ＿０ / ｍｏｅ＿８ / ｍｏｅ＿２５ / ｔｎｕｌｌ＿２８５.ｈｔｍ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Ｂ / ＯＬ].(２００３－１１－
１１)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ｊｙｂ＿ｘｘｇｋ / ｇｋ ＿ｇｂｇｇ /
ｍｏｅ＿０ / ｍｏｅ＿８ / ｍｏｅ＿２５ / ｔｎｕｌｌ＿２８５.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 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２８) [ ２０２４－ ０５－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ｍｓ￣ｓｅａｒｃｈ / ｘｘｇｋ / ｇｅｔ￣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Ｘｘｇｋ.ｈｔｍ? ｉｄ ＝ ｄ２０ｃ３７ｅ２３ｅ１ｆ４ｃ７ｄｂ７ｂ８ｅ２５ｆ３４４７３ｅ１ｂ.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０３－ ２８) [２０２４－
０５ － 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ｍｓ￣ｓｅａｒｃｈ / ｘｘｇｋ / ｇｅｔ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Ｘｘｇｋ.ｈｔｍ? ｉｄ ＝ ｄ２０ｃ３７ｅ２３ｅ１ｆ４ｃ７ｄｂ７ｂ８ｅ２５ｆ３４４７３ｅ１ｂ.(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印发«中

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 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０８ － ０６ － ２７)
[２０２４－０５－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１７５８３０.ｈｔ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Ｎｏ￣
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ｅｃｋ￣ｕｐ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０８－０６－２７) [２０２４－ ０５－ 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７５８３０.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９ 年全国学

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方案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９ )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ｊｋｊ /
ｓ５８９８ｂｍ / ２０１９０３ / １ｂｃｂａｃ２１ｅ１８６４３７７ａｄ２４９８４ｆａｃ０１４ｃ７ｄ.ｓｈｔｍ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９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９ )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ｊｋｊ /
ｓ５８９８ｂｍ / ２０１９０３ / １ｂｃｂａｃ２１ｅ１８６４３７７ａｄ２ ４９８４ｆａｃ０１４ｃ７ｄ. ｓ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０９－ ３０) [ ２０２４－ ０５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７８ / Ａ１７ / ｔｗｙｓ＿ ｌｅｆｔ / ｍｏｅ＿９４３ / ｍｏｅ＿
７９３ / ｔｎｕｌｌ＿５２３６６.ｈｔｍ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３０)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７８ / Ａ１７ / ｔｗｙｓ ＿ ｌｅｆｔ / ｍｏｅ ＿ ９４３ / ｍｏｅ ＿ ７９３ / ｔｎｕｌｌ ＿
５２３６６.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 ０８－ １０) [ ２０２４－
０５－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１７ / ｍｏｅ＿９４３ / ｍｏｅ＿９４６ /
２０２１０８ / ｔ２０２１０８２４＿５５３９１７.ｈｔｍ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ｕ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１０)
[２０２４－０５－２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１７ / ｍｏｅ＿９４３ / ｍｏｅ
＿９４６ / ２０２１０８ / ｔ２０２１０８２４＿５５３９１７.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脊柱外科学组. 中国青少年脊柱侧凸筛

查临床实践指南及路径指引[Ｊ] . 中华骨科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４０(２３):
１５７４－１５８２.
Ｓｐｉｎ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Ｊ] . Ｃｈｉｎ Ｊ Ｏｒｔｈｏｐｅｄꎬ ２０２０ꎬ４０(２３):１５７４－１５８２.(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４５] 中华预防医学会脊柱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儿童青少年

特发性脊柱侧弯非手术治疗专家共识[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 ０７－ ２７)
[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ｃｎ / ｇｕｉｄ / １７９６? ｌａｎｇ
＝ ｚｈ＿Ｃ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ｐｉ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ｎｏｎ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７－２７) [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ｃｎ /
ｇｕｉｄ / １７９６? ｌａｎｇ ＝ ｚｈ＿Ｃ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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