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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学校健康促进对中学生超重肥胖的干预效果ꎬ为有效预防控制学生超重肥胖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在三门峡市 １０ 所中学中随机抽取干预组和对照组初中、高中各 １ 所ꎬ再从被抽取的 ４ 所中学

中ꎬ初、高中一二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２ 个班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干预前ꎬ干预组 ４８９ 人ꎬ对照组 ４５１ 人ꎻ干预后ꎬ干
预组 ４７０ 人ꎬ对照组 ４６７ 人)ꎬ分别在干预前后进行问卷调查及体检并评价干预效果ꎮ 结果　 干预后干预组超重肥胖率由

干预前的 ２２.７０％降低到 １７.４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１１ꎬＰ<０.０５)ꎻ对照组干预后超重肥胖率(２２.９１％)高于干预前

(２２.３９％)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干预组干预后中高强度运动≥１ ｈ / ｄ、不以肉食为主、不吃油炸食品、不喝含糖饮

料、不吃高能量零食≥５ ｄ / 周ꎬ行为指标回答正确率均高于干预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２５.７３ꎬ１０. ６９ꎬ
２０８.５５ꎬ１７０.６６ꎬ５０.０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学校健康促进干预对中学生超重肥胖具有积极作用ꎬ能促使学生养成健康行

为及有效预防控制超重肥胖ꎬ并易于形成长效干预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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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ꎬ已成为我国儿

童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１－４] ꎮ 防控儿童青少年超重肥

胖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５] ꎮ 为探索在中学生中开

展超重和肥胖干预的有效措施ꎬ笔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在三门峡市 ４ 所中学中进行了为期 １
年的超重肥胖干预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三门峡市城区 １０ 所中学中ꎬ采用分层

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抽取 １ 所高中、１ 所初中作为干预

组ꎬ选择相对应未进行任何干预的学校做对照组ꎮ 以

初、高中一、二年级各随机抽取 ２ 个班在校学生为研究

对象ꎮ 干预前ꎬ干预组发放问卷 ４９８ 份ꎬ获有效问卷

４８９ 份ꎬ 有效应答率为 ９８. １９％ꎬ 其中男生 ２４２ 份

(４９.５０％)ꎬ女生 ２４７ 份( ５０. ５０％)ꎻ对照组发放问卷

４６１ 份ꎬ有效问卷 ４５１ 份ꎬ有效应答率为 ９７.８３％ꎬ其中

男生 ２２８ 份(５０.６０％)ꎬ女生 ２２３ 份(４９.４０％)ꎮ 干预

后ꎬ干预组发放问卷 ４８２ 份ꎬ有效问卷 ４７０ 份ꎬ有效应

答率为 ９７.５１％ꎬ其中男生 ２２９ 份ꎬ女生 ２４１ 份ꎻ对照组

发放问卷 ４７９ 份ꎬ有效问卷 ４６７ 份ꎬ有效应答率为

９７.４９％ꎬ其中男生 ２３３ 份ꎬ女生 ２３４ 份ꎮ 干预前ꎬ干预

组和对照组平均年龄分别为( １４. ８２ ± １. ７１) ( １４. ８０ ±

１８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１.７２)岁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与体检 　 依据中学生健康素养量

表[６]和健康促进学校[７]要求设计调查问卷ꎬ分别在干

预前后以无记名自填式进行调查及体检ꎮ 问卷调查

主要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超重肥胖防控相关知识和相

关行为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基线调查ꎬ２０１９ 年 １０—１１ 月干

预效果评价ꎬ被试均知情同意ꎮ 质控贯穿于培训、计
划制定、活动开展、效果评估等全过程ꎮ 由省健康教

育专家对市、区培训ꎬ所有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ꎮ 调

查完成后ꎬ市质控员现场随时随机抽查 ５％进行复核ꎮ
１.２.２　 干预方法　 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对
干预组学校实施为期 １ 年的健康促进综合干预ꎮ 包括

学校卫生政策、学校环境、与家庭和社区的协作、健康

教育课、卫生服务等内容和健康体检、饮食行为、体育

锻炼在内的多个指标均须达标ꎮ 主要健康促进活动

包括:(１)学校政策环境干预ꎮ 学校制定并实施体育

活动制度ꎻ保证必要的体育器材和体育场地等设施ꎻ
规定课程表中安排课外活动和健康教育课ꎻ实施校园

内禁止零食售卖点制度ꎬ学校内食堂不售卖含糖饮

料ꎬ食堂有专职 / 兼职营养师ꎬ提供学生健康营养餐ꎬ
无食堂的学校必须从具有营养餐配送资格并接受项

目组监督的单位订购学生营养餐ꎻ学校提供足够的白

开水ꎻ学校周边的商店、饭店不售卖含糖饮料和高能

量零食等ꎮ (２)“３.３.６”健康教育活动ꎮ 由市、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项目组人员每学期为学生开展健康讲

座 ２ 次ꎬ包括健康生活方式、近视、龋齿、超重肥胖防控

等内容ꎻ专题板面展览 ２ 次ꎻ学校广播、宣传栏和电子

屏等进行超重肥胖防控知识宣传ꎻ每学期至少开展 ３
次“我要健康体重”的主题班会和同伴教育活动ꎻ发放

附有健康素养习题及答案的笔记本和拉杆笔 ３ 次ꎬ督
导学生和家长“以做题促学习健康知识”３ 次ꎻ每学期

校医利用短信平台向超重肥胖学生家长开展合理饮

食、运动的健康教育活动至少 ６ 次ꎻ为家长讲座 １ 次ꎮ
(３)“２ 要 ５ 不”健康饮食干预ꎮ ①有食堂学校提供营

养餐、无食堂学校保证配送健康营养餐ꎻ②班主任、校
医与学生家长签订“健康促进家庭合同”１ 次ꎻ超重与

肥胖学生合同随访跟进ꎬ校医指导督促超重肥胖学生

及其家长做到平衡膳食、改变不良饮食、运动行为ꎬ培
养健康行为ꎬ达到并保持健康体重ꎻ③对学生和家长

健康讲座以及签订“健康促进家庭合同” 时ꎬ强调“２
要 ５ 不”:要平衡膳食ꎬ不以肉食为主、不喝含糖饮料、
不吃油炸食品、不吃高能量零食、晚上睡前不饮食ꎬ晚
餐要清淡多吃蔬菜ꎮ (４) “体育课＋课外活动＋大课间
＋家庭运动”运动干预ꎮ ①每周初中 ３ 学时、高中 ２ 学

时的体育课ꎬ开展以体育锻炼为主的有氧运动ꎻ②没

有体育课的当天安排由体育教师组织的课外活动ꎬ每
次 ４５ ｍｉｎ 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ꎻ③每天 ３０ ｍｉｎ 的大课

间广播操活动ꎮ 学生每天在校体育活动时间达到不

低于 １ ｈ 的要求ꎮ ④家庭运动ꎬ每天早中晚快走、慢跑

至少 １０ ｍｉｎ 以上ꎬ特别是校医、家长共同督促超重肥

胖者在家中高强度跳绳或摇呼啦圈 １０ ｍｉｎ 以上ꎮ 在

干预期间ꎬ对照校不实施上述综合干预措施ꎬ只是照

常开展规定的活动如开展健康教育课、讲授健康知

识ꎻ每周初中 ３ 学时、高中 ２ 学时的体育课与每天

３０ ｍｉｎ大课间活动ꎬ没有体育课的当天有课外活动

４５ ｍｉｎ(班主任安排)ꎬ学生每天在校体育活动时间也

达到不低于 １ ｈ 的要求ꎮ
１.２.３　 判定标准　 身高与体重测量按照 ２０１４ 年全国

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体检细则[８] 进行ꎮ 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体重( ｋｇ) / [身高( ｍ)] ２ꎬ按照中国肥胖问题

工作组推荐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

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 [９]评定超重及肥胖情况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进行数据双录入ꎻ
数据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定性变量以绝

对数及率描述ꎬ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两组学生超重肥胖率比较　 干预前ꎬ干
预组超重肥胖率为 ２２.７０％ꎬ对照组为 ２２.３９％ꎬ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１ꎬＰ>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干预组超重

肥胖率(１７.４５％)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２.９１％)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３５ꎬＰ ＝ ０.０４)ꎮ 干预后ꎬ干预组超重

肥胖率明显低于干预前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４.１１ꎬＰ ＝ ０.０４)ꎬ而对照组超重肥胖率与干预前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０４ꎬＰ>０.０５)ꎮ 干预后干预组

男女超重肥胖率均 低 于 干 预 前ꎬ 男 生 下 降 幅 度

(６.７０％)高于女生(３.７２％)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８７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干预前后不同性别学生超重肥胖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干预前后
干预组

男 女

对照组

男 女
干预前 ６８(２８.１０) ４３(１７.４１) ６２(２７.１９) ３９(１７.４９)
干预后 ４９(２１.４０) ３３(１３.６９) ６６(２８.３３) ４１(１７.５２)
χ２ 值 ２.８３ １.２８ ０.０７ ０.００
Ｐ 值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７９ ０.９９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干预前后两组学生相关行为比较　 干预前ꎬ干预

组和对照组各相关行为指标包括每天中高等强度运

动≥１ ｈ 且每周≥５ ｄ、饮食不以肉食为主、不吃油炸食

品、不喝含糖饮料、不吃高能量零食、每周晚上睡前不

饮食≥５ ｄ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０.４５ꎬ１.３３ꎬ２.６７ꎬ０.０４ꎬ１.８１ꎬ０.１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组干预后ꎬ除晚上睡前不饮食外ꎬ其余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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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指标回答正确率均明显高于干预前ꎬ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对照组干预后各相关行为

指标除不吃油炸食品、每周不喝含糖饮料≥５ ｄ 外ꎬ其
余 ４ 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干预后两组比较ꎬ各相

关行为指标ꎬ干预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但只有每天

中高等强度运动≥１ ｈ、饮食不以肉食为主、不吃油炸

食品、不喝含糖饮料、不吃高能量零食≥５ ｄ / 周者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３３. ３８ꎬ７. ５０ꎬ１１０. ７６ꎬ
９４.３８ꎬ８１.７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干预组与对照组学生干预前后饮食运动行为指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每天中高等强度运动

≥１ ｈ 且每周≥５ ｄ
不以肉食

为主≥５ ｄ
每周不吃油

炸食品≥５ ｄ
每周不喝含

糖饮料≥５ ｄ
每周不吃高

能量零食≥５ ｄ
每周晚上睡

前不饮食≥５ ｄ
干预组 干预前 ４８９ １７５(３５.７８) ３３５(６８.５０) １６５(３３.７４) １９３(３９.４７) ２６０(５３.１７) ３７６(７６.８９)

干预后 ４７０ ３３８(７１.９１) ３６６(７７.８７) ３７６(８０.００) ３８０(８０.８５) ３５３(７５.１１) ３８１(８１.０６)
χ２ 值 １２５.７３ １０.６９ ２０８.５５ １７０.６６ ５０.０１ ２.５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１

对照组 干预前 ４５１ １５２(３３.７０) ２９３(６４.９７) １５３(３３.９２) １８１(４０.１３) １９７(４３.６８) ３４２(７５.８３)
干预后 ４６７ １６０(３４.２６) ３２７(７０.０２) ２１９(４６.９０) ２３７(５０.７５) ２１６(４６.２５) ３６３(７７.７３)

χ２ 值 ０.０３ ２.６７ １６.０１ １８.３１ ０.６２ ０.４６
Ｐ 值 ０.８６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５０

　 注:()内数字为正确率 / ％ꎮ

３　 讨论

结果显示ꎬ三门峡市城区中学生干预前超重肥胖

率为 ２２.５５％ꎬ干预组超重肥胖率为 ２２.７０％、对照组为

２２.３９％ꎬ与陈贻珊等[１０]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三门峡市

城区中学生的超重肥胖率处于全国中等水平ꎬ可能主

要与三门峡市地理位置处于我国华中区ꎬ经济发展以

及居民生活水平都处于全国中等水平有关ꎮ 干预后ꎬ
干预组超重肥胖率明显低于干预前ꎬ同时干预后干预

组相关行为指标除晚上睡前不饮食回答正确率升高

不明显外ꎬ其余行为指标正确率都明显升高ꎬ与国内

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１－１４] ꎬ证明基于学校的健康促进干

预措施对培养学生健康行为及预防控制超重肥胖具

有积极的作用ꎮ 与林力孜等[１２] ３ 个月的研究结果相

比ꎬ较长时间(１ 年)的干预ꎬ超重肥胖率降低的幅度更

大ꎬ饮食、运动相关健康行为形成率升高的幅度更大ꎮ
学校健康促进综合干预策略是以政府为主导ꎬ教育和

卫生部门合作进行ꎬ更容易组织和实施推广ꎮ
结果显示ꎬ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前后ꎬ男生超重

肥胖率均高于女生ꎬ与刘尚红等[１５－２０] 国内相关研究结

果一致ꎬ可能与家长的饮食误区认为男生需要更多的

食物量有关ꎬ也可能与男生摄入更多高脂肪、高糖和

高蛋白食物有关等ꎮ 针对影响超重肥胖的多因

素[２１－２５]和中学生的身心特点ꎬ采取学校健康促进干预

措施ꎬ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合理膳食＋体力活动足够

的综合干预活动ꎮ 由于中学生处于青春前期和青春

期ꎬ身高和体重处于生长发育的第 ２ 个突增高峰ꎻ同
时ꎬ由于中学生自我意识增强、心理上更加关注身体

匀称度和健美ꎬ是超重肥胖防控干预的关键时期ꎬ相
关研究显示ꎬ中学生超重肥胖干预更能收到积极的效

果[１１－１４] ꎮ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ꎬ干预组干预后男生超重

肥胖率比干预前降低ꎬ且降低幅度高于女生ꎬ但是青

少年对综合性超重肥胖干预效果无性别差异ꎮ
改变饮食行为方式可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

长[２６] ꎮ 加强运动ꎬ以促进儿童体力活动水平、促进健

康饮食习惯为目标的干预策略是预防和干预超重肥

胖的重点和关键[２７－２８] ꎮ 由于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增

加ꎬ以身体匀称为目的ꎬ而摒弃不健康饮食习惯和身

体活动量增加的健康行为更容易形成ꎮ 本研究结果

也显示ꎬ干预组除晚上睡前不饮食外ꎬ其余 ５ 项指标回

答正确率都明显升高ꎬ改变不良饮食、运动行为的比

例升高ꎬ有益于防控超重肥胖ꎮ 说明采取的“ ２ 要 ５
不”和“体育课＋课外活动＋课间＋家庭运动”的饮食、
运动干预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本研究干预效果较好ꎬ健康促进干预措施可通过

改变学生挑食、偏食肉食、吃油炸食品、喝含糖饮料、
吃高能量零食和缺乏运动等不健康行为ꎬ培养健康行

为ꎬ降低学生超重肥胖率ꎮ 可能与“２ 要 ５ 不”饮食干

预以及与“体育课＋课外活动＋课间＋家庭运动”方式的

监管学生多运动有关ꎬ也可能与“３.３.６” 健康教育有

关ꎬ特别是发放附有健康素养 ６６ 条、健康素养习题及

答案的笔记本和拉杆笔 ３ 次ꎬ在基线调查收回问卷后ꎬ
立即发放第 １ 次ꎬ便于学生及时发现答错的题目、及时

学习ꎻ学期末发放第 ２ 次ꎬ便于学生和家长假期在家加

强学习ꎻ第 ３ 次在效果评估前几天发放ꎬ便于学生牢固

掌握各项指标的正确答案ꎬ可能是各项指标比较好的

原因ꎮ
本研究由于资金不足ꎬ研究对象只局限在 ２ 所干

预学校ꎬ采取了高强度高频次的综合干预ꎮ 但是ꎬ本
研究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促使学生养成健康行为

及防控超重肥胖的干预措施ꎮ 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

深入探索大样本、干预周期更长、更有效的干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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