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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虹口区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发生率及影响因素ꎬ为脊柱弯曲异常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抽取虹口区 ７ 所学校 １ ８８４ 名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三年级中小学生进行脊柱弯曲异常

筛查和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ꎮ 结果　 虹口区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为 ７.２％ꎬ随着学段的升高ꎬ脊柱弯曲异常检出

率升高ꎬ普通高中(１５.７％) >职业高中(８.１％) >初中(３.４％) >小学(１.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１.２４ꎬＰ<０.０１)ꎻ男生脊

柱弯曲异常率为 ５.９％ꎬ女生为 ８.６％ꎬ女生高于男生(χ２ ＝ ５.２７ꎬＰ<０.０５)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影响脊柱弯曲异常

发生的因素有学段、营养状况、每天户外活动时间(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脊柱弯曲异常是危害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常见疾

病之一ꎮ 需要学校、学生、家长的共同参与ꎬ加强筛查、预防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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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弯曲异常是因脊柱弯曲明显超出正常生理

弯曲而导致的异常体征ꎬ可分习惯性(姿势性)和固定

性(器质性)两类ꎮ 儿童少年中的脊柱弯曲异常大多

属姿势性ꎬ主要表现有脊柱侧弯、后凸(驼背)、前凸、
平背(直背) 等[１] ꎬ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２－３] 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 年我国各地报道的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

常率为 ２.２％ ~ ２２.１％[１ꎬ４－７] ꎮ 由于国内开展的研究存

在测量方法不统一、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现状ꎬ导致

检出率普遍较低ꎬ如襄阳市 ２０１６ 年中学生脊柱弯曲异

常筛查的检出率为 ４.９２％[８] ꎮ 上海市虹口区自 ２０１９
年开始ꎬ在中小学人群中开展脊柱弯曲异常筛查ꎬ并
对相关影响因素及早期干预进行了探讨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在上海市虹口区按小学(四至五年级)、初中(预初

至初三)、高中(高一至高三)各抽取 ２ 所学校和 １ 所

职校(高一至高三)ꎬ共 ７ 所学校ꎬ每所学校按年级分

层ꎬ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取研究对象ꎬ每所学校每个

年级不少于 ８０ 人ꎬ共对 １ ８８４ 名学生进行了体格检

查ꎬ其中男生 ９８２ 名ꎬ女生 ９０２ 名ꎮ
１.２　 方法　 研究开始前向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详细

介绍研究目的和涉及内容ꎬ并得到家长知情同意后开

展调查ꎮ 参与体格测量和问卷调查的工作人员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ꎬ按照

２０１９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实施方
案工作要求[９]进行统一培训并考核合格ꎮ

体格检查包含身高、体重测量和脊柱弯曲异常筛

查等ꎬ其中脊柱弯曲异常筛查按照«儿童青少年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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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曲异常的筛查»(ＧＢ / Ｔ １６１３３—２０１４) [１０] 标准ꎬ通过

观察法及前屈试验ꎬ用脊柱侧弯测量仪分别测量被检

者背部各段(胸段、胸腰段、腰段)ꎬ筛检出姿势性脊柱

侧弯和姿势性脊柱后凸为主ꎬ并与正常脊柱和其他脊

柱弯曲异常相区别ꎮ 按照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

筛查(ＷＳ / Ｔ ４５６—２０１４) [１１]及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

肥胖筛查标准( ＷＳ / Ｔ ５８６—２０１８) [１２] ꎬ确定学生的营

养状况ꎮ
问卷调查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学

生健康状况及健康影响因素调查表”和“学生视力不

良及影响因素专项调查表”ꎮ “学生健康状况及健康

影响因素调查表”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ꎬ饮食和运动

相关行为ꎬ伤害和受校园欺侮等相关行为ꎬ吸烟、饮酒

等物质滥用行为ꎬ网络成瘾等内容ꎬ分小学版、中学

版ꎻ“学生视力不良及影响因素专项调查表”包括校内

用眼环境、校外用眼环境、读写姿势、电子屏幕使用情

况、户外活动及睡眠情况等ꎮ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卫生

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ꎬ以班级为单位ꎬ按照统一指导

语组织学生自填匿名问卷ꎬ问卷当场发放和回收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建库双录

入ꎬ并编辑逻辑检查程序进行逻辑查错ꎮ 数据统计分

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为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　 结果显示ꎬ脊柱弯曲异常

检出人数为 １３６ 人ꎬ检出率为 ７.２％ꎻ不同学段学生脊

柱弯曲异常的检出率不同ꎬ普通高中(１５.７％) >职业高

中(８.１％) >初中(３.４％) >小学(１.８％)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ꎻ女生高于男生(Ｐ ＝ ０.０２)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学段不同性别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ｌ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学段与性别 选项 人数 检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学段 小学 ３９８ ７(１.８) ９１.２４ <０.０１

初中 ６８５ ２３(３.４)
普高 ５４２ ８５(１５.７)
职高 ２５９ ２１(８.１)

性别 男 ９８２ ５８(５.９) ５.２７ ０.０２
女 ９０２ ７８(８.６)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脊柱弯曲异常分类　 脊柱弯曲异常分为脊柱侧

弯(胸段、胸腰段、腰段)和脊柱前后弯曲(前凸、后凸、
直背)ꎮ 共检出脊柱侧弯 ９５ 人ꎬ检出率为 ５.０％ꎮ 脊柱

前后弯曲异常检出 ５２ 人ꎬ检出率为 ２.８％ꎬ其中姿势性

脊柱后凸异常检出率为 １.２％(２２ 人)ꎬ前凸、直背异常

检出率为 １.６％(３０ 人)ꎮ
２.３　 脊柱弯曲异常单因素分析　 消瘦的学生脊柱弯

曲异常率发生较高ꎻ每周体育课越多ꎬ脊柱弯曲异常

率越低ꎻ每天使用电子移动设备者脊柱弯曲异常率高

于没有用过者(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上海市虹口区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单因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影响因素 选项 人数 脊柱弯曲异常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营养状况 消瘦 １４３ １３(９.１) １４.３３ ０.００

正常 １ １２１ ９８(８.７)
超重 ３４１ １２(３.５)
肥胖 ２７９ １３(４.７)

课桌椅高度根据身高调整频率 从不或课桌椅不可调 １ ２６６ １０２(８.１) １１.２１ ０.１１
１ 次 / 学年 ３０１ ８(２.７)
１ 次 / 学期 ２３７ ２０(８.４)
１ 次 / ２ ~ ３ 个月 ８０ ６(７.５)

平均每周体育课节数 ０ ~ ２ ３４２ ３０(８.８) １１.８８ ０.００
３ ~ ４ ９９４ ８４(８.５)
≥５ ５４８ ２２(４.０)

过去 １ 周ꎬ每天白天户外活动时间 / ｈ <１ ４７２ ４１(８.７) ６.４６ ０.０９
１ ~ <２ ８０７ ６１(７.６)
２ ~ <３ ３０２ ２２(７.３)
≥３ ３０３ １２(４.０)

过去 １ 周ꎬ每天至少 ６０ ｍｉｎ 及以上中高强度运动天数 / ｄ ０ ~ ２ ７８１ ６３(８.１) ２.３２ ０.３１
３ ~ ５ ８０７ ５７(７.１)
６ ~ ７ ２９６ １６(５.４)

读写时ꎬ胸口离桌子边沿一拳频率 从不、偶尔 ８８３ ６１(６.９) ０.２４ ０.６３
经常、总是 １ ００１ ７５(７.５)

读写时ꎬ眼睛距离书本一尺频率 从不、偶尔 ９３３ ６４(６.９) ０.３６ ０.５５
经常、总是 ９５１ ７２(７.６)

读写时ꎬ手指距离笔尖一寸频率 从不、偶尔 ８０６ ５２(６.５) １.２４ ０.２７
经常、总是 １ ０７８ ８４(７.８)

老师经常提醒注意读写姿势 从不、偶尔 １ １６７ ９８(８.４) ６.３６ ０.０１
经常、总是 ７１７ ３８(５.３)

父母经常提醒注意读写姿势 从不、偶尔 ８３１ ６７(８.１) １.５８ ０.２１
经常、总是 １ ０５３ ６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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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影响因素 选项 人数 脊柱弯曲异常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躺着或趴着看书或电子屏幕频率 从不、偶尔 １ ４４６ １０９(７.５) ０.９５ ０.３３

经常、总是 ４３８ ２７(６.２)
过去 １ 周ꎬ每天看电视时间 / ｈ 没有看过 ４８５ ３７(７.６) ０.３９ ０.５７

<１ ７３３ ５５(７.５)
１ ~ <２ ３５８ ２７(７.５)
２ ~ <３ １８２ １３(７.１)
３ ~ <４ ６５ １(１.５)
≥４ ６１ ３(４.９)

过去 １ 周ꎬ每天用电脑时间 / ｈ 没有用过 ５９９ ３９(６.５) １.５６ ０.９１
<１ ６８６ ５０(７.３)
１ ~ <２ ３４６ ２７(７.８)
２ ~ <３ １４９ １１(７.４)
３ ~ <４ ４６ ５(１０.９)
≥４ ５８ ４(６.９)

过去 １ 周ꎬ每天使用移动电子设备 从未用过 ２５２ ７(２.８) ８.５７ ０.００
用过 １ ６３２ １２９(７.９)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４　 脊柱弯曲异常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脊柱

是否弯曲异常为因变量(否＝ ０ꎬ是＝ １)ꎬ将部分人口学

基本信息和相关因素(性别:男 ＝ １ꎬ女 ＝ ２ꎻ学段:小学
＝ １ꎬ初中＝ ２ꎬ高中＝ ３ꎬ职高＝ ４ꎻ营养状况:消瘦＝ ０ꎬ正
常＝ １ꎬ超重 ＝ ２ꎬ肥胖 ＝ ３ꎻ平均每周体育课节数:０ ~ ２
节＝ １ꎬ３ ~ ４ 节＝ ２ꎬ≥５ 节＝ ３ꎻ过去 １ 周ꎬ每天白天户外

活动时长:<１ ｈ ＝ １ꎬ１ ~ <２ ｈ ＝ ２ꎬ２ ~ ３ ｈ ＝ ３ꎬ≥３ ｈ ＝ ４ꎻ过
去 １ 周ꎬ每天至少做 ６０ ｍｉｎ 的中高强度运动的天数:０
~ ２ ｄ ＝ １ꎬ３ ~ ５ ｄ ＝ ２ꎬ６ ~ ７ ｄ ＝ ３ꎻ读写时ꎬ胸口离桌子边

沿超过一拳的频度:从不、偶尔 ＝ ０ꎬ经常、总是 ＝ １ꎻ读

写时ꎬ眼睛距离书本超过一尺的频度:从不、偶尔 ＝ ０ꎬ
经常、总是＝ １ꎻ读写时ꎬ手指距离笔尖一寸左右的频

度:从不、偶尔 ＝ ０ꎬ经常、总是 ＝ １ꎻ老师提醒注意读写

姿势的频度:从不、偶尔 ＝ ０ꎬ经常、总是 ＝ １ꎻ父母提醒

注意读写姿势的频度:从不、偶尔 ＝ ０ꎬ经常、总是 ＝ １ꎻ
过去 １ 周ꎬ每天使用电子移动设备:从未用过＝ ０ꎬ用过
＝ １)作为自变量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影
响脊柱弯曲异常发生的因素有学段、营养状况、每天

户外活动时间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上海市虹口区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１ ８８４)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 １ ８８４)
影响因素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０.２７ ０.１９ １.９０ ０.１７ １.３１(０.８９ ~ １.９１)
学段
　 初中 ０.６９ ０.４３ ２.３９ ０.１２ １.９８(０.８３ ~ ４.７３)
　 高中 ２.４７ ０.４４ ３２.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７６(５.０１ ~ ２７.６３)
　 职高 １.５０ ０.５４ ７.７２ ０.０１ ４.４９(１.５６ ~ １２.９５)
营养状况
　 正常 －０.２４ ０.３３ ０.５３ ０.４７ ０.７９(０.４１ ~ １.５０)
　 超重 －１.１７ ０.４３ ７.３９ ０.０１ ０.３１(０.１３ ~ ０.７２)
　 肥胖 －０.７２ ０.４２ ２.８８ ０.０９ ０.４９(０.２１ ~ １.１２)
平均每周体育课次数 / 节
　 ３ ~ ４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７３ ０.３９ ０.７６(０.４１ ~ １.４２)
　 ≥５ ０.０９ ０.４１ ０.０５ ０.８２ １.０９(０.５０ ~ ２.４２)
过去 １ 周ꎬ每天白天户外活动时长 / ｈ
　 １ ~ <２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７２ ０.４０ ０.８３(０.５３ ~ １.２８)
　 ２ ~ <３ －０.２９ ０.２９ １.０３ ０.３１ ０.７５(０.４２ ~ １.３１)
　 ≥３ －０.９２ ０.３５ ６.７７ ０.０１ ０.４０(０.２０ ~ ０.８０)
过去 １ 周ꎬ每天至少 ６０ ｍｉｎ 及以上中高强度运动天数 / ｄ
　 ３ ~ ５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９６ ０.９８(０.５３ ~ １.８２)
　 ６ ~ ７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９９ １.００(０.５５ ~ １.８２)
读写时ꎬ胸口距桌子边缘经常或总是超过一拳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０９ ０.７６ １.０７(０.７０ ~ １.６４)
读写时ꎬ眼睛距书本经常或总是超过一尺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３２ ０.５７ １.１４(０.７３ ~ １.７８)
读写时ꎬ手指距笔尖经常或总是超过一寸 ０.３１ ０.２２ １.９５ ０.１６ １.３６(０.８８ ~ ２.１１)
老师经常或总是提醒读写姿势 －０.１６ ０.２５ ０.４３ ０.５１ ０.８５(０.５２ ~ １.３８)
父母经常或总是提醒读写姿势 ０.０６ ０.２２ ０.０７ ０.７９ １.０６(０.６９ ~ １.６４)
过去 １ 周ꎬ每天使用电子移动设备 ０.５５ ０.４１ １.７６ ０.１９ １.７３(０.７７ ~ ３.９０)　

３　 讨论

脊柱弯曲异常是危害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常见疾
病之一ꎬ严重的可致胸部畸形ꎬ并影响肺功能系统ꎬ增
加呼吸急促风险[２] ꎮ 较重的脊柱弯曲异常是造成学
生专业报考受限(如高考、矿业、航船驾驶等)和兵役

体检不合格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上海市虹口区学生脊柱弯曲异常

检出率为 ７.２％ꎬ高于邓万霞等[８ꎬ１３－１４] 的调查结果ꎻ不
同学段学生的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不同ꎬ其中高中生

居首(１５.６％)ꎬ小学生的检出率最低(１.９％)ꎬ 主要与

身高增长迅猛、骨内有机成分较多而钙磷含量相对不

足、脊柱周围的肌肉韧带未发育成熟以及该年龄段学
生学习负担较重ꎬ 常存在坐姿不良等因素有关[１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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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结果显示ꎬ 男生的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为

５.９％ꎬ女生高于男生ꎬ与国内研究结果一致[４－６] ꎮ 但考

虑营养状况、锻炼时间、读写姿势等因素后ꎬ脊柱弯曲

异常无性别差异ꎬ除和女生肌肉、韧带较弱有关以外ꎬ
还与锻炼时间较少、营养状况、看书或电子屏幕姿势

等有关[１５] 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消瘦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最

高ꎬ为 ９. １％ꎬ超重是脊柱弯曲异常的保护因素ꎮ 而

Ｍａｒｉａ 等[１６]的调查显示ꎬ肥胖患者和长时间坐姿学生

中脊柱侧弯的患病率为 ２４.３％ꎻ白天户外活动的时长

也影响脊柱弯曲异常的发生率ꎬ户外活动越长ꎬ脊柱

弯曲异常发生率越低ꎮ 本次调查未发现脊柱弯曲异

常与读写姿势之间的关系ꎬ可能与问卷调查为被调查

者自报ꎬ存在报告偏倚有关ꎬ同时本次调查未调查学

生的背包情况ꎬ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但许多研究显示ꎬ
影响脊柱弯曲异常的因素较多ꎬ如读写姿势、营养状

况、背包姿势、课桌椅高度以及体育锻炼等[６－８ꎬ１６－１７] ꎮ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的

测试方法有目测法、弯腰实验( Ａｄａｍ)、波纹图像法、
脊柱侧凸测量仪以及 Ｘ 线片ꎮ Ｘ 线片是确定诊断的

依据ꎬ但受试者要接受放射线ꎬ而且还需要一定的费

用ꎬ在青少年体质测试中的可行性不高[１７] ꎮ 本次调查

采用脊柱侧弯测量仪对学生脊柱弯曲异常进行筛查ꎬ
对筛查出的脊柱弯曲异常学生建议转诊到专业医疗

机构进行进一步诊断、确诊ꎮ 有证据表明ꎬ基于学校

的脊柱侧弯筛查计划具有成本效益ꎬ笔者认为ꎬ采用

目测法、弯腰实验以及脊柱测量仪是目前学校开展学

生脊柱异常筛查最好的方法[３ꎬ１３ꎬ１８－１９] ꎮ
中小学生的脊柱弯曲异常多为姿势性轻度异常ꎬ

发生发展与学习、生活状况和姿势习惯密切关联ꎬ应
以预防为主ꎬ动员学校、学生、家长的共同参与和协调

配合ꎮ 学校应加强宣传脊柱保健的重要性ꎬ督促学生

保持良好的读写姿势及坐姿ꎬ并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

标准的教学生活环境及符合身高的课桌椅ꎬ保证学生

在校体育活动时间ꎮ 卫生部门应将脊柱弯曲异常列

为学生体检常规项目ꎬ以求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ꎮ
家长要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身体姿势ꎬ及时纠正不良

姿势ꎬ鼓励孩子晒太阳、加强户外活动、提供优质膳食

营养ꎬ提高骨密度ꎬ增强脊柱稳定性ꎬ一旦发现脊柱弯

曲异常ꎬ应尽早到专科医院就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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