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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识别广州市青少年的生活行为模式ꎬ为对不同生活行为模式青少年进行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干预提供科学

依据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对广州市城区 ２７ 所中学 １２ ５４０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构建潜在类别模型对青少年的生活行

为模式进行识别ꎬ比较不同亚组青少年饮食习惯认知及参加体育锻炼意愿的差异ꎮ 结果　 基于潜在类别模型识别出 ３ 种

生活行为模式ꎬ其中“高甜食零食 / 长视屏时间、睡眠及运动不足组”３ ７９７ 名(３０.３％)ꎬ低营养膳食 / 严重睡眠及运动不足组

２ ７４５ 名(２１.９％)ꎬ一般饮食 / 睡眠及运动不足组 ５ ９９８ 名(４７.８％)ꎮ 各亚组青少年对自己饮食习惯的认知(χ２ ＝ ６７１.５４)和

参加体育锻炼的意愿不同(Ｚ＝ １５３.１６)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不同亚类的青少年具有独有的特点ꎬ
实际干预工作中需要针对不同生活模式青少年的特有特征给予最迫切的需求和指导ꎬ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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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行为方式与肥胖、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疾病密

切相关[１] ꎮ 青少年时期是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ꎬ良好

的生活行为方式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ꎻ如果不注重

培养健康的生活行为习惯ꎬ可导致超重、肥胖等多种

不良后果ꎬ甚至影响成年后的身体健康状况[２－３] ꎮ 生

活行为通常为成簇性发生ꎬ多数个体存在多种生活行

为ꎬ且往往相互影响ꎬ如个体使用电子产品(如手机、

计算机)时常伴随摄食行为ꎬ导致能量摄入过多ꎻ视屏

时间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体力活动及睡眠时

间[４－６] ꎮ 因此ꎬ从整体效应出发ꎬ基于个体的多种生活

行为构建生活行为模式ꎬ对具有相似行为的人群进行

模式识别ꎬ探讨不同生活行为模式人群的独有特征ꎬ
对于实现个体化的精准干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生活行为模式不能直接测量ꎬ属于潜变量ꎬ近年

来使用潜在类别模型(ｌａｔ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ꎬ ＬＣＭ)研究人

群不可见异质性逐渐成为许多研究领域的热点[７－８] ꎮ
当被研究人群为多类不同模式特征的混合群体ꎬ且属

于某个亚类的人群所占比例不可知时ꎬ该模型通过分

类潜变量研究可测变量间的关联ꎬ分析多个变量之间

复杂的交互作用ꎬ使得最具相似性的个体从属某一潜

７６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在类别而实现分类[９]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６ 年 ６—１１ 月对广州市城区 ２７ 所学

校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采用潜在类别模型识别中学

生的生活行为模式ꎬ为针对不同生活行为模式中学生

进行个体化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依托 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中学生常规体检项目

(已授权)ꎬ采用方便抽样调查 ２７ 所中学共 １３ ５１７ 名

初一、高一学生ꎬ收到有效问卷 １２ ５４０ 份ꎬ有效回收率

为 ９２.７７％ꎬ其中初一学生 ６ ５３３ 名ꎬ高一学生 ６ ００７
名ꎻ男生、女生分别为 ６ ３８３ꎬ６ １５７ 名ꎮ 本研究经广东

药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医伦审[２０１６]第

１７ 号)ꎬ调查前已取得所有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问卷　 参考“２０１４ 年全国体质与健康调研

学生调查问卷” [１０] 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预调查后进行

修订完善ꎮ 调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ꎬ内容

包括性别、年龄、过去 １ 周的饮食行为频次(包括豆制

品、水产品、奶制品、蔬菜、水果、西式快餐、甜食、零

食、含糖饮料等食物)、运动时间、视屏时间、睡眠时

间、对自己饮食习惯的认知、参加体育锻炼的意愿等ꎮ
过去 ７ ｄ 的饮食行为频次分 ５ 个水平:１ ＝ 从不ꎬ２ ＝ 不

足 １ 次ꎬ３ ＝ １ ~ ２ 次ꎬ４ ＝ ３ ~ ５ 次ꎬ５ ＝ ６ ~ ７ 次ꎮ 被调查者

对自己饮食习惯的认知:１ ＝ 很健康并继续保持ꎬ２ ＝ 不

健康、在努力改正ꎬ３ ＝没关心过、无所谓ꎬ４ ＝ 不健康但

懒于改正ꎮ 参加体育锻炼的意愿:１ ＝ 非常不愿意ꎬ２ ＝
不愿意ꎬ３ ＝一般ꎬ４ ＝ 愿意ꎬ５ ＝ 非常愿意ꎮ 经统一规范

化培训的调查员进入学校进行问卷调查ꎬ问卷由学生

独立填写并当场收回ꎮ
１.２.２　 相关指标定义　 饮食行为:参考相关文献的定

义[１１－１２] ꎬ将各类饮食行为频次分类为≥３ 和<３ 次 / 周ꎮ
运动时间:学生在课内外平均每天参加各类型体育锻

炼的时间ꎬ根据 «中小学生一日学习时间卫生要求

(ＧＢ / Ｔ １７２２３—２０１２)» [１３] ꎬ将运动时间<１ ｈ / ｄ 定义为

运动不足ꎮ 视屏时间:平均每天看电视或使用电脑、
手机、游戏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ꎬ依据美国儿科学

会[１４]推荐ꎬ每日视屏时间≥２ ｈ 定义为长视屏时间ꎮ
睡眠时间: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包括午休时间)ꎮ 根

据«中小学生一日学习时间卫生要求( ＧＢ / Ｔ １７２２３—
２０１２)» [１３] ꎬ将睡眠时间< ９ ｈ / ｄ(初中) 及< ８ ｈ / ｄ(高

中)定义为睡眠不足ꎮ
１.２.３　 潜在类别模型 　 本研究将豆制品、水产品、奶
制品、蔬菜、水果、西式快餐、甜食、零食、含糖饮料、视
屏时间、睡眠时间和运动时间等生活行为作为可测变

量ꎬ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构建模型ꎬ识别青少年生活行

为模式ꎮ 建模时逐步增加潜在类别的数目ꎬ进行模型

的参数估计和适配性检验ꎬ选择最佳模型ꎮ 模型采用

最大似然法(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ꎬ ＭＬＥ) 估

计参数ꎬ迭代过程采用最大期望(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ｘ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ꎬ ＥＭ)算法ꎮ 采用赤池信息量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ꎬ ＡＩＣ)、贝叶斯信息准则(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ꎬ ＢＩＣ)和调整样本量 ＢＩＣ(ａＢＩＣ)等

信息统计量指标评价模型ꎬ信息统计量值越小提示模

型拟合越好ꎮ Ｌｏ￣Ｍｅｎｄｅｌｌ Ｒｕｂｉｎ 校正似然比检验

(ＬＭＲ)对应的 Ｐ<０.０５ꎬ表明模型 Ｋ(含 Ｋ 个亚类)与

模型 Ｋ－１(含 Ｋ－１ 个亚类)相比ꎬ模型 Ｋ 拟合更好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利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双人双录入

问卷ꎬ并检查一致性ꎬ录入完成后对数据进行逻辑纠

错ꎬ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ꎮ 采用 Ｍｐｌｕｓ ７.４ 软件

构建潜在类别模型ꎬＳＡＳ ９.４ 软件进行统计描述、χ２ 检

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秩和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结果显示ꎬ８８.３４％的中学生存在睡眠

不足的情况ꎬ８４.７１％运动不足ꎬ长视屏时间报告率为

２９.１９％ꎮ 豆制品、水产品、奶制品、蔬菜、水果摄入<３
次 / 周的比例分别为 ７０.２８％ꎬ７１.１３％ꎬ２５.５２％ꎬ４.６８％ꎬ
２３.９８％ꎻ西式快餐、甜食、零食、含糖饮料摄入≥３ 次 /
周的比例分别为 ３.５７％ꎬ３２.０３％ꎬ３２.２８％ꎬ３７.９９％ꎮ
２.２　 中学生生活行为模式的潜在类别分析　 以运动

时间、豆制品摄入等 １２ 个生活行为可测变量构建从含

１ 个潜在类别的 Ｍ１ 到含 ５ 个潜在类别的 Ｍ５ 的潜在

类别模型ꎬ采用 ＡＩＣ、ＢＩＣ、ａＢＩＣ 和 ＬＭＲ 评价模型拟合

情况ꎮ 结果显示ꎬＭ４ 模型 ＬＭＲ 对应 Ｐ>０.０５ꎬ提示 Ｍ３
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 Ｍ４ 模型ꎮ 考虑模型的简洁性及

结果的可解释性ꎬ最终选择含 ３ 个亚类的 Ｍ３ 模型ꎬ见
表 １ꎮ

表 １　 中学生生活行为模式的潜在类别模型拟合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ｔ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ｆ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模型 ＡＩＣ ＢＩＣ ａＢＩＣ ＬＭＲ 潜在类别概率
Ｍ１ １４９ １３２.１ １４９ ２２１.３ １４９ １８３.２ － １.００
Ｍ２ １４５ ３９０.１ １４５ ５７６.０ １４５ ４９６.５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６７
Ｍ３ １４４ ０４４.２ １４４ ３２６.８ １４４ ２０６.１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２２ ＼０.４８
Ｍ４ １４３ ６９５.２ １４４ ０７４.４ １４３ ９１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４７ ＼０.０９
Ｍ５ １４３ ４５２.８ １４３ ９２８.８ １４３ ７２５.４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１８ ＼０.４８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２ꎮ 模型 １ 有 ３ ７９７ 人ꎬ占
３０.３％ꎬ该类人群西式快餐、甜食、零食、含糖饮料摄入

频次≥３ 次 / 周及长视屏时间发生的条件概率最高ꎬ睡
眠及运动不足的条件概率较高ꎬ因此命名为“高甜食

零食 / 长视屏时间、睡眠及运动不足组”ꎻ模型 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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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７４５人ꎬ占 ２１.９％ꎬ该类人群豆制品、水产品、奶制品、
蔬菜水果等富含每日必需膳食营养素的食物摄入频

次<３ 次 / 周、睡眠不足和运动不足的条件概率最高ꎬ因
此命名为“低营养膳食 / 严重睡眠及运动不足组”ꎻ模
型 ３ 有 ５ ９９８ 人ꎬ占 ４７.８％ꎬ该类人群各项生活行为发

生的条件概率多介于其他 ２ 个亚类之间ꎬ因此命名为

“一般饮食 / 睡眠及运动不足组”ꎮ
２.３　 不同生活行为模式中学生饮食习惯认知差异　
不同生活行为模式中学生对自身饮食习惯认知不同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７１.５４ꎬＰ<０.０５)ꎬ其中“高甜

食零食 / 长视屏时间、睡眠及运动不足组”有 ４４.０７％认

为自己的饮食习惯“很健康ꎬ并继续保持”ꎬ１５.７１％自

觉饮食习惯“不健康ꎬ但懒于改正”ꎻ“低营养膳食 / 严
重睡眠及运动不足组”认为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健康ꎬ
但懒于改正”的在 ３ 种模式中占比最高ꎬ为 １７.１５％ꎬ见
表 ３ꎮ
２.４　 不同生活行为模式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意愿的

差异　 不同生活行为模式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意

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１５３.１６ꎬＰ<０.０５)ꎮ “高甜食

零食 / 长视屏时间、睡眠及运动不足组”非常不愿意参

加体育锻炼的发生率最高ꎬ为 ３.６９％ꎻ“低营养膳食 /
严重睡眠及运动不足组”青少年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

的发生率最高ꎬ为 ５.７６％ꎮ 见表 ４ꎮ

表 ２　 中学生各亚类生活行为模式条件概率 / ％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ｆ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 ％

生活行

为模式
人数

豆制品

(<３ 次 / 周)
水产品

(<３ 次 / 周)
奶制品

(<３ 次 / 周)
蔬菜

(<３ 次 / 周)
水果

(<３ 次 / 周)
西式快餐

(≥３ 次 / 周)
甜食

(≥３ 次 / 周)
零食

(≥３ 次 / 周)
含糖饮料

(≥３ 次 / 周)
长视

屏时间

睡眠

不足

运动

不足
模式 １ ３ ７９７ ０.６４ ０.６２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０９ ０.７４ ０.７９ ０.６２ ０.４１ ０.８９ ０.８１
模式 ２ ２ ７４５ ０.８４ ０.９０ ０.５１ ０.１３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３４ ０.３６ ０.９３ ０.９３
模式 ３ ５ ９９８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８５ ０.８３

　

表 ３　 不同生活行为模式中学生饮食习惯认知构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生活行

为模式
人数

很健康ꎬ
并继续保持

不健康ꎬ
但懒于改正

不健康ꎬ
在努力改正

没关心

过ꎬ无所谓
模式 １ ３ ７９７ １ ６５２(４４.０７) ５８９(１５.７１) ８７６(２３.３７) ６３２(１６.８６)
模式 ２ ２ ７４５ １ １０５(４０.８４) ４６４(１７.１５) ６５４(２４.１７) ４８３(１７.８５)
模式 ３ ５ ９９８ ３ ７９２(６３.６８) ３４６(８.８１) １ １３２(１９.０１) ６８５(１１.５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４　 不同生活行为模式中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意愿构成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生活行为模式 人数 非常不愿意 不愿意 一般 愿意 非常愿意
模式 １　 　 　 ３ ７９７ １３８(３.６９) １５５(４.１５) １ １７１(３１.３４) １ ２２５(３２.７９) １ ０４７(２８.０２)
模式 ２　 　 　 ２ ７４５ ７８(２.８８) １５６(５.７６) ９８７(３６.４７) ８７２(３２.２２) ６１３(２２.６５)
模式 ３　 　 　 ５ ９９８ １２５(２.１１) １６８(２.８４) １ ５９３(２６.８９) ２ １８７(３６.９２) １ ８５１(３１.２５)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有研究显示ꎬ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往往呈聚集性

出现[１５－１６] ꎮ 国外对生活行为模式已有多项研究ꎬＬａｓ￣
ｋａ 等[１７] 采用潜在类别模型研究大学生饮食、体力活

动及睡眠等生活行为ꎬ针对不同性别识别出 ４ 种不同

的生活行为模式ꎻＨｕｈ 等[１８] 基于儿童体力活动、久坐

行为、含糖饮料摄入等生活行为构建潜在类别模型ꎬ
将儿童分为 ５ 类ꎮ 本文采用潜在类别模型ꎬ从整体效

应出发ꎬ对广州市青少年生活行为进行模式识别ꎬ最
终识别出 ３ 个不同的亚组:“高甜食零食 / 长视屏时

间、睡眠及运动不足组” “低营养膳食 / 严重睡眠及运

动不足组”及“一般饮食 / 睡眠及运动不足组”ꎮ 本次

研究包括了饮食、视屏时间、睡眠及运动等多种生活

行为ꎬ较全面地探讨了广州市青少年的生活行为模

式ꎬ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及相关部门制定个体

化干预措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ꎮ
潜在类别模型分析结果提示ꎬ３ 个亚类的青少年

既具有共性ꎬ又有各自的独有特点:３ 个亚类的青少年

均存在体育锻炼和睡眠不足情况ꎬ家庭、学校和社会

应引导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ꎬ确保每天 １ ｈ 以上

的体育锻炼活动ꎮ 同时ꎬ减少学生课业负担及使用电

子设备的时间ꎬ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ꎮ 对“高甜食零

食 / 长视屏时间、睡眠及运动不足组” 的青少年ꎬ家长

可以适当限制孩子的消费能力ꎬ以减少甜食、零食等

高能量食品的摄入ꎮ 学校应严格禁止高能量食品进

入校园ꎬ使学生远离垃圾食品ꎮ 社会层面应完善零

食、快餐食品管理政策ꎬ鼓励公共场所供应健康食品

等ꎮ 由于“低营养膳食 / 严重睡眠及运动不足组”豆制

品、水产品、奶制品、蔬菜和水果等摄入频次偏低ꎬ不
合理的膳食结构可能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或不均衡ꎬ
应重点关注该亚组中学生的膳食营养情况ꎮ

本次研究还发现ꎬ不同生活行为模式中学生对自

身饮食习惯的认知、参加体育锻炼的意愿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ꎮ “高甜食零食 / 长视屏时间、睡眠及运动不

足组”与“低营养膳食 / 严重睡眠及运动不足组”两组

中超过 ５０％认为自己的饮食习惯“很健康ꎬ并继续保

持”或认为自己饮食习惯“不健康ꎬ但懒于改正”ꎮ 另

外ꎬ广州市中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意愿不够积极ꎬ运
动意愿是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基础ꎬ是决定是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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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的重要前提ꎮ 李宝国等[１９]研究发现ꎬ体育锻

炼态度好的学生更愿意主动开展体育锻炼ꎬ并且锻炼

的频次、强度也相应提升ꎮ 正确的饮食认知、积极参

加体育运动的意愿是养成良好生活行为的前提ꎬ因此

如何提升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值得深入探讨ꎮ
目前ꎬ移动通讯技术( ｍＨｅａｌｔｈ)已得到广泛应用ꎬ

为青少年生活行为模式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平台ꎮ 穿

戴式移动 ＡＰＰ 可以监测青少年的视屏时间、运动和睡

眠时间等行为ꎬ同时通过移动 ＡＰＰ 等手段ꎬ可以对不

同特征亚组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或家长推送个性化的

膳食营养及体育锻炼等方面信息ꎮ 如何利用 ＡＰＰ、微
信公众号平台等信息化手段积极开展针对青少年健

康危险行为的健康教育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ꎮ
本研究对广州市青少年的生活行为模式进行识

别ꎬ为进一步针对不同生活模式亚组青少年制定精准

化、个性化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ꎮ 本文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ꎬ文中饮食行为频次、视屏时间、睡眠时

间和运动时间等生活行为情况均来自被调查者的自

我报告ꎬ可能存在回忆偏倚ꎬ今后研究需要更为精确

的采集技术收集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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