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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状况调查

梁茵茵，袁瑞，朱幸，付云

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科，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目的 了解浙江省湖州市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学生超重肥胖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于2023年9—11月抽取湖州市5个区（县）的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学生健康状况

及影响因素调查表》收集基本信息、饮食习惯和运动情况等资料；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分析中小学生超

重肥胖状况；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中小学生7 573人，其中男

生3 791人，占50.06%；女生3 782人，占49.94%。小学2 754人，占36.37%；初中2 744人，占36.23%；高中2 075
人，占27.40%。检出超重肥胖2 166例，超重肥胖检出率为28.60%，其中超重1 186例，超重检出率为15.66%；肥胖

980例，肥胖检出率为12.94%。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女，OR=0.546，95%CI：0.493~0.604）、含糖

饮料摄入频次 （≥1 次/d，OR=1.349，95%CI：1.102~1.650） 和奶及奶制品摄入频次 （>0~次/d，OR=0.742，95%CI：
0.577~0.954）是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结论 湖州市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为28.60%，与性别、含糖饮料

和奶及奶制品摄入频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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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Huzhou City

LIANG Yinyin, YUAN Rui, ZHU Xing, FU Yun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Hu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uzhou, Zhejiang 31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primary and mid⁃
dle school students in H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formula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
trol strategies for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students. Methods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5 counties (cit⁃
ies, districts) of Huzhou City were selected by using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from September to No⁃
vember, 2023.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dietary habits and exercise behaviors were collected using the Student Health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Questionnaire. Height and weight were measured, and body mass index was used to ana⁃
lyze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Results A total of 7 573 students were surveyed, includ⁃
ing 3 791 males (50.06%) and 3 782 females (49.94%). There were 2 754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36.37%), 2 744 ju⁃
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6.23%) and 2 075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27.40%). There were 2 166 students with
overweight and obesity (28.60%), 1 186 students with overweight (15.66%), and 980 students with obesity (12.94%).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female, OR=0.546, 95%CI: 0.493-0.604), frequency of
sweetened beverage consumption (once and more per day, OR=1.349, 95%CI: 1.102-1.650), and frequency of milk and
milk products consumption (less than once per day, OR=0.742, 95%CI: 0.577-0.954)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Huzhou City is 28.60%, and is associated with gender, frequen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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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ened beverages and milk and milk products consumption.
Keywords: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verweight; obesity; influencing factor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呈快速上升趋

势。据统计，1985—2019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

胖检出率增长了 18.1 倍［1］。儿童青少年时期超重肥

胖的影响可持续到成年期，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和血脂异常等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2-3］，不仅影响

自身的生活质量，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超

重肥胖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遗传因

素、环境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等有关，其中环境因素

包括饮食行为、身体活动和睡眠时间等［4-5］。本研究

基于 2023 年浙江省湖州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

素监测与干预项目，分析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状况及影

响因素，为制定学生超重肥胖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23 年 9—11 月，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

法抽取湖州市 2 个区和 3 个县的中小学生为调查对

象。每个区随机抽取 2 所小学、2 所初中、2 所高中

和 1 所职业高中，每个县随机抽取 2 所小学、2 所

初中和 1 所高中；从小学 4 年级到高中 3 年级，每

个年级随机抽取 2~3 个班学生进行调查，各年级抽

取学生人数不少于 80 人。本研究通过湖州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HZ2021002）。学生及

家长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采用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制的《学生健

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表》收集中小学生的基本情

况、饮食习惯和运动情况等资料。基本情况包括性

别、年级、地区和住校等；饮食习惯包括过去 1 周

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奶及奶制品摄入频次等；运

动情况包括过去 1 周≥60 min/d 中高强度运动和体

育课频次。

参考 GB/T 26343—2010《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

范》［6］对身高和体重进行标准化测量。采用 SZG-210
型身高坐高计（南通悦健体测器材有限公司）测量身

高，精确度为 0.1 cm；采用 RCS-200 电子体重秤

（江苏苏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测量体重，精确度为

0.1 kg。
参考 WS/T 586—2018《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

肥胖筛查》［7］，按性别、年龄别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判断超重肥胖。BMI≥相应性别、年龄

别超重肥胖界值判定为超重肥胖。

1.3 质量控制

由经过统一培训且考核合格的工作人员进行调

查，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填写问卷，当场回收问

卷。问卷数据双人录入和逻辑验错。现场调查的测量

仪器符合国家计量认证要求，使用前均按规定进行校

准。

1.4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19.0 软件统计分析。超重肥胖检出率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
tic 回归模型。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中小学生 7 573 人，其中男生 3 791 人，占

50.06%；女生 3 782 人，占 49.94%。小学 2 754 人，

占 36.37%；初中 2 744 人，占 36.23%；高中 2 075
人，占 27.40%。住校 1 844 人，占 24.35%。含糖饮

料摄入频次≥1 次/d 568 人，占 7.50%。油炸食品摄入

频次≥1 次/d 373 人，占 4.93%。奶及奶制品摄入频

次≥1 次/d 4 640 人，占 61.27%。中高强度运动≥
60 min/d 891 人，占 11.77%。体育课频次＜3 节/周
3 691 人，占 48.74%。

2.2 超重肥胖检出情况

检出超重肥胖 2 166 例，超重肥胖检出率为

28.60%，其中超重 1 186 例，超重检出率为 15.66%；

肥胖 980 例，肥胖检出率为 12.94%。性别、含糖饮料

摄入频次、奶及奶制品摄入频次不同的学生超重肥胖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1。
2.3 超重肥胖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超重肥胖（0=否，1=是）为因变量，以表 1
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
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含糖饮料摄入频

次和奶及奶制品摄入频次是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影响

因素。见表 2。
3 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湖州市中小学生的超重肥胖检出

率为 28.60%，与 2021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超重肥胖

率（27.42%）［8］相近，高于我国 6~17 岁儿童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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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肥胖率（19.00%）［9］。提示需加大湖州市中小学

生超重肥胖的防控力度。

男生的超重肥胖检出率高于女生，与既往研究结

果［10］一致。这可能与男生偏好肉类食物、含糖饮料

等，摄入总能量过多有关［11］，而女生对体重管理更

为严格［12］。建议将男生作为超重肥胖防控的重点人

群，对男生及家长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对体重管理的

重视程度。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增加含糖饮料摄入频次可

能增加超重肥胖风险，与国内外研究结果［13-14］一致。

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含糖饮料日均消费量每增加

10%，超重肥胖检出率增加 3.7%；与从不摄入含糖

饮料的学生相比，每天摄入≥1 次的学生超重肥胖检

出率是前者的 1.14 倍［15］。含糖饮料增加超重肥胖风

险可能因为饮料含有大量添加糖，摄入过多导致总热

量增加，进而引起营养过剩［16］；同时，摄入含糖饮料

会降低饱腹感，进餐时会摄入更多的能量，从而导致

体重增加［17］。学校应加强营养健康知识宣教，提高学

生及家长的营养健康知识和素养。相关部门可通过推

广低糖饮料、增加含糖饮料的税收等措施降低含糖饮

料的消费［18］。

每天适量摄入奶及奶制品可能有助于降低超重肥

胖风险。奶及奶制品是良好的钙源，对中小学生的生

长发育有积极作用［19］。也有研究指出，每天摄入过

量的奶及奶制品可能会增加超重肥胖风险［20］。建议

中小学生每天摄入适量的奶及奶制品，倡导家庭营造

良好的饮食氛围，控制学生在生长发育早期阶段不饮

或少饮含糖饮料。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中小学生超重肥胖，促进身心

健康发展，建议加强营养健康知识宣传，普及超重肥

胖的危害性，限制摄入含糖饮料，并鼓励每天摄入适

量奶及奶制品。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为横

断面研究，无法验证超重肥胖与影响因素的因果关

系；饮食情况局限于过去 1 周内的饮食行为，无法

代表长期饮食行为。

表 1 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

Table 1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项目

性别

男

女

学段

小学

初中

高中

住校

是

否

含糖饮料摄入

频次（次/d）
0
>0~
≥1

油炸食品摄入

频次/（次/d）
0
>0~
≥1

奶及奶制品摄入

频次/（次/d）
0
>0~
≥1

中高强度运动≥60 min/d
是

否

体育课频次/（节/周）

<3
≥3

调查

人数

3 791
3 782

2 754
2 744
2 075

1 844
5 729

1 779
5 226

568

1 540
5 660

373

323
2 610
4 640

891
6 682

3 691
3 882

超重肥

胖例数

1 320
846

812
766
588

502
1 664

512
1 446

208

460
1 588

118

113
705

1 348

246
1 920

1 063
1 103

检出率/%

34.82
22.37

29.48
27.92
28.34

27.22
29.05

28.78
27.67
36.62

29.87
28.06
31.64

34.98
27.01
29.05

27.61
28.73

28.80
28.41

χ2值

143.708

1.755

2.267

20.134

3.718

10.136

0.487

0.138

P值

<0.001

0.416

0.132

<0.001

0.156

0.006

0.485

0.710

表 2 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变量

性别

女

含糖饮料摄入频次/（次/d）
>0~
≥1

奶及奶制品摄入频次/（次/d）
>0~
≥1

常量

参照组

男

0

0

β

-0.606

-0.053
0.299

-0.299
-0.237
-0.373

xs

0.052

0.062
0.103

0.128
0.124
0.124

Wald χ2值

135.506

0.709
8.436

5.417
3.648
9.106

P值

＜0.001

0.400
0.004

0.020
0.056
0.003

OR值

0.546

0.949
1.349

0.742
0.789
0.688

95%CI

0.493~0.604

0.839~1.072
1.102~1.650

0.577~0.954
0.61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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