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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调查评价重庆市城区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情况!为进一步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提供依据&方法

!

按照随机整群抽样原则抽取重庆市某幼儿园
")&

名
"#%

"

$#%

岁的学龄前儿童!采用
N

分法评价儿童的生长发育

情况&结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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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身高'体质量及女童头围均高于全国标准水平&

%

&#%

"

$#%

岁儿童头围高于全国标

准水平&儿童身高'体质量及头围均以中等发育水平居多!分别为
&$#!%,

'

&"#"%,

和
&'#+%,

&儿童体质指数

"

]SW

%上等率"肥胖%达到
"+#'%,

!中上等率"超重%为
"*#$%,

&结论
!

重庆市城区学龄前儿童身高'体质量'头围

发育状况总体良好!但儿童超重及肥胖情况较为突出!提示需要对儿童营养摄入进行适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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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是少年儿童群体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社会发展

的标志*

!

+

)对该群体发育规律的全面了解.对其影响因素的深

入研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对儿童时期和未来都有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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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外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主要进行大数据调查#我国也特别

重视这项研究)本研究为了解重庆市城区学龄前儿童生长发

育情况及营养状况#为改善本地区儿童营养状况工作提供依

据#选取
"%!'

年
!"

月某幼儿园小.中.大班的学龄前儿童
")&

名进行体格发育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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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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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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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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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某幼儿园小中大班的学龄前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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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中男童
!($

名#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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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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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童
!"*

名#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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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h%#"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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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

依据/中国
$

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实施

方案0#采用身高体质量测量仪测量儿童的身高和体质量#用软

皮尺测量儿童的头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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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
!

采用
N

标准差法$简称
N

分法&进行儿童生

长发育的评价)

N

评分
i

$测量值
e

参考标准的中位数&"参考

标准的标准差#测量值即被转化为
c

分值#由此确定发育等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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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等%

e"

"

e!

为中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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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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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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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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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等)生长发育指数采用体质量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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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SW

$

a

;

"

D

"

&

i

体质量"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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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FYY!$#%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

" 检

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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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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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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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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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学龄前儿童调查指标结果与全国标准比较
!

本次调

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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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重庆市城区学龄儿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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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女童的身

高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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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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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全国标准水平#女童头围

为$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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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全国标准高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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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女童

头围均为$

("#!h!#'

&

>D

#也高于全国标准水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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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市0表示本次调研的重庆市学龄前儿童相应指标结果#/标准0表示全国标准%与全国标准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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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各项发育情况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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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发育评价
!

对儿童的身高发育分析发现#儿童身

高基本处于中等水平$占
&$#!%,

&#其他身高等级分布比例由

高到低依次为!中下等$

!&#)%,

&.中上等$

)#'%,

&.下等

$

(#&%,

&.上等$

"#!%,

&)儿童的身高发育迟缓率为
(#&%,

)

男.女身高发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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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体质量发育评价
!

对儿童的体质量发育分析发

现#儿童体质量基本处于中等水平$占
&"#"%,

&#其他体质量

等级分布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中上等$

""#'%,

&.上等

$

!"#*%,

&.中下等$

"#'%,

&.下等$

%#%%,

&)儿童的体质量

发育迟缓率为
%#%%,

#男.女体质量发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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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头围发育情况
!

对儿童的头围发育分析发现#

儿童头围基本处于中等水平$占
&'#+%,

&#其他头围等级分布

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中上等$

""#$%,

&.上等$

)#'%,

&.中下

等$

'#"%,

&.下等$

%#+%,

&#儿童的头围发育迟缓率为
%#+%,

#

男.女头围发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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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
]SW

情况
!

男.女童的
]SW

值都在下等以上#

上等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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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等占
"*#$%,

#中等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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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等占

!#$%,

)男.女体型发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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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生长发育监测是对少年儿童的身高和体质量在一定时间

内进行反复测量以得到精确值的过程#是了解儿童的身体结

构.形态发育和开展体质健康调查的基本手段*

&

+

)为促进少年

儿童提高发育水平#必须充分了解利用每个生长个体的发展情

况#而生长发育检测到的数值为临床医生判断儿童的营养水

平.运动情况.预防保健提供了依据#进而可以开展有效的生长

发育干预措施#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本研究主要针对本市城

区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进行调查评价#评估市区内儿童的发育

情况#指导临床营养等)

本研究使用
N

分法评价儿童的生长发育#该方法是一种

特殊类型的离差法*

$

+

)调查中#

")&

名城区学龄前儿童与全国

标准的一般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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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女童的身高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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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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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全国标准水平#女童的头围为$

'*#%h

%#%

&

>D

也比全国标准高
!>D

)说明大多数儿童的膳食营养

相对合理#能够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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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选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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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使用
FM-

的医院并不多#且大多处于试用探索阶段#因此本研究基本选

择了全国
FM-

使用情况相对较好$非试用阶段&的
&

家三甲医

院#因此区域较分散#涵盖
+

个省市#专家知识结构层次较高#

在相应的专业领域工作时间较长#多位专家还全程参与了本院

的
FM-

实施过程#并有对
FM-

研究的重点科研项目课题)本

研究采用专家自我评价对指标的熟悉程度和主要判断依据对

专家的影响程度来评价专家的权威程度#结果专家对各项指标

的权威系数均在
%#)

以上)说明专家的参与是建立在实践经

验和理论基础上的)

+

轮函询后#专家观点较为一致#意见较为集中#取得了预

期的效果#预测过程结束)

+

轮函询总体指标协调系数分别为

%#"'"

.

%#")"

和
%#"))

#第
+

轮函询的专家意见协调系数明显

高于前
"

轮#说明专家意见协调性好#预测结果可取)

第
!

轮函询#专家对临床护理工作评价指标中#/工作流

程0/服务品质0/医疗成本0

+

项的内容变异较大#主要意见是

项目有重复#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调整和删减)经第
"

轮函询

后#指标意见初步统一#部分表述语言不一致#如服务品质中

/可以提升护士对患者健康教育0一项#有
!&

名专家认为此表

述包含意义过小#因此改为/可以提升护士与患者的沟通交

流0%其中
++

名专家中有
"*

名认为目前我国的
FM-

软件尚无

一个很好的护理知识库#建议删除/帮助临床决策支持0一项指

标%

"

轮函询中专家对
FM-

设备评价方面意见都一致认同)

第
+

轮函询细化指标内涵#专家意见基本统一#初步确立对临

床使用
FM-

的态度评价指标)

本研究采用
M14

3

79

法对
"'

名专家进行了
+

轮函询#有效

回收率均大于
)%#%,

#体现出专家们对本研究的关心和支持)

本研究选择的专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专家对评价指标的权威

系数均在
%#)

以上)

+

轮函询总体指标协调系数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说明专家意见协调性好#预测结果可取)最终初步确

立对临床使用
FM-

的态度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一级指标
"

项#二级指标
&

项#三级指标
"*

项)本研究构建了护理人员对

使用
FM-

的态度评价指标#对进一步了解临床工作中
FM-

的

使用情况及其成功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中#函询调查虽满足
M14

3

79

法对专家数量和质量

的要求#但因受到客观原因333

FM-

使用单位较少的限制#专

家意见仍可能受限)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运用此结果#在一线

护理人员中进行实际测量#进一步筛选评价指标#以建立更加

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促进
FM-

在临床的成功实施和运用)

参考文献

*

!

+

\<

;

15KZ#FM-=

!

-7:<8=.80E<E9<<15

*

K

+

#[@5=1F5:>6

#

"%%"

#

Y@

33

4

!

")."*#

*

"

+ 赖燕贤#刘立#徐建业#等
#

医学诊断辅助护理过程支援系

统*

K

+

#

新台北护理期刊#

"%%!

#

+

$

!

&!

&$.$)#

*

+

+ 李作英#王如华#徐姗姗#等
#

护理资讯化333个人数位处

理器$

FM-

&在临床护理之运用*

K

+

#

护理杂志#

!**)

#

'

$

!

&!

&$.&*#

*

'

+ 李素红#任爱玲#薛晓英#等
#FM-

与移动护士工作站在

临床护理工作的应用与发展*

K

+

#

护理学杂志#

"%%*

#

"'

$

!

&!

)$.*%#

*

(

+ 焦赛
#

信息一体化对护理工作的影响*

K

+

#

医疗装备#

"%!"

#

"(

$

!

&!

)).)*#

*

&

+ 王新荣
#FM-

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K

+

#

中外医学研究#

"%!!

#

*

$

"*

&!

)".)+#

*

$

+ 徐国祥
#

统计预测和决策*

S

+

#+

版
#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上接第
"*)$

页&

发育更好#可能与饮食结构.体育锻炼等因素相关)

儿童的各项发育情况评价!全体儿童生长发育水平基本呈

正态分布#每项生长发育指标处于/中等0水平所占的比例最

大#且在中等及以上的比例均在
)(,

以上#说明该幼儿园儿童

的生长发育良好)男.女童体质量.头围发育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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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与男.女身体结构和生长的关键期不同

相关)由
]SW

的等级分布可知#该幼儿园儿童存在肥胖和超

重的现象#中上等及以上的比例达到
(+#!%,

#这与生活水平

的改善密切相关#这提醒孩子家长应注意儿童的保健#让孩子

合理膳食)以上结果和国内李立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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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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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限制儿童的能量摄入.少量多餐)定时定量#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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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

+ 李辉#朱宗涵#张德英
#"%%(

年中国九市七岁以下儿童体

格发育调查*

K

+

#

中华儿科杂志#

"%!!

#

()

$

)

&!

&%*.&!'#

*

"

+ 荫士安#苏宜香#柳启沛#等
#

我国六城市日托幼儿园儿童

的生长发育状况*

K

+

#

卫生研究#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九市儿

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协作组#首都儿科研究所
#"%%(

年中

国九市
$

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

S

+

#

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

"%%)#

*

'

+ 宗心南#李辉
#$

岁以下儿童中国生长标准与世界卫生组

织新标准比较*

K

+

#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

#

!)

$

+

&!

!*(.

!**#

*

(

+ 黎海芪
#

正确评价儿童营养状况*

K

+

#

中华儿科杂志#

"%!%

#

')

$

$

&!

')!.')+#

*

&

+ 瞿凤英#何宇纳#马冠生#等
#

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现状

及变化趋势*

K

+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

"(

$

$

&!

')(.

'))#

*

$

+ 袁平#王晓莉#王燕
#

我国常用的三种儿童生长发育评价

标准的比较*

K

+

#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

#

!&

$

&

&!

&)".

&)'#

*

)

+ 李立明#饶克勤#孔灵芝#等
#

中国居民
"%!%

年营养与健

康状况调查*

K

+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BS18Z49<

!

X>60B15"%!(

!

U04#!"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