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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鼎

宁夏医科大学体育部ꎬ银川 ７５０００４

【摘要】 　 目的　 了解宁夏农村 ３~ ６ 岁建档立卡回族幼儿尿钙与粗大动作水平ꎬ为该群体尿钙与粗大动作改善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抽取宁夏 ８ 个贫困县区农村幼儿园 ２４ 所ꎬ对其中 ３５８ 名建档立卡回族幼儿尿钙与粗大动作

水平进行调查测试ꎮ 采用尿钙检测试剂盒ꎬ测定幼儿当天留取的空腹晨尿ꎻ采用粗大肌肉动作发展测试量表第 ３ 版( ＴＧ￣
ＭＤ－３)测试幼儿粗大动作指标ꎮ 结果 　 男、女童缺钙检出率分别为 ２３.６％和 ３８.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８３ꎬＰ<
０.０１)ꎻ低龄段男、女童缺钙人数较多ꎬ女童人数比例更高ꎮ 在移动类动作、球类技能动作、动作发展总成绩上ꎬ男、女童得分

均表现出随年龄增加分值逐渐提高(Ｆ 值分别为 ４.３９ꎬ４.２０ꎬ４.１３ꎬ４.６０ꎬ４.８０ꎬ４.７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移动类动作水平中ꎬ在 ３.５ꎬ
４ꎬ４.５ꎬ５.５ 岁 ４ 个年龄段ꎬ男童高于女童ꎬ其余 ３ 个年龄段均低于女童ꎻ在全部年龄段上ꎬ男、女幼儿均表现出移动性动作分

值高于球类技能动作ꎻ球类技能动作方面ꎬ３ 岁女童得分高于男童ꎬ３.５~ ６ 岁男童得分均高于女童ꎻ在动作总成绩上ꎬ男童多

个年龄段高于女童ꎮ 在 ３~ ３.５ 岁和 ４~ ６ 岁年龄段中ꎬ幼儿移动类动作和球类动作表现滞后的比例分别为 ２６.６％ꎬ５６.４％ꎻ
５.３％ꎬ１１.４％ꎮ 尿钙和粗大动作水平正常组和滞后组二者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３ꎬ０.３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

论　 宁夏农村 ３~ ６ 岁建档立卡回族幼儿尿钙和粗大动作水平发展不均ꎬ缺钙和粗大动作发展滞后人数较多ꎬ应积极采取

措施加以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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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档立卡是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简称ꎬ是指对 各类信息采集并建立档案ꎬ纳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

统动态管理的贫困家庭ꎮ 宁夏作为全国唯一的回族

自治区ꎬ受自然环境等不利影响ꎬ回族贫困人口较多ꎮ
回族具有独特的生活和饮食习惯ꎬ在环境等影响下形

成了特有的体质[１－２] ꎮ 钙是体内不可或缺的微量元

素ꎬ对于身体的运动功能、肌肉收缩的调节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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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３] ꎬ尿钙能够反映钙的含量ꎮ 粗大动作是指在身

体大肌肉群的作用下所完成的动作ꎮ ３ ~ ６ 岁是幼儿

动作形成的关键时期ꎬ该时期动作发展水平与儿童中

期参与体育运动ꎬ甚至与成年期专项体育运动或舞蹈

具有密切关系[４－５] ꎮ 为了解宁夏农村建档立卡回族幼

儿尿钙与粗大动作水平现状ꎬ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 年 ３—６
月ꎬ调查测试了宁夏农村 ２４ 所幼儿园的 ３５８ 名 ３ ~ ６
岁建档立卡回族幼儿ꎬ为其尿钙与粗大动作的改善提

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ꎬ抽取宁夏南部 ８ 个贫困

县区(红寺堡区、同心县、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彭
阳县、海原县、泾源县)农村幼儿园 ２４ 所(每县 ３ 所)ꎬ
对其中就读的 ３５８ 名 ３ ~ ６ 岁建档立卡回族幼儿尿钙、
粗大动作水平进行调查测试ꎬ其中男童 １７４ 名ꎬ女童

１８４ 名ꎮ 按照不同性别每半岁进行分组ꎬ即 ３ 岁(３ 岁

０ ~ ５ 月)、３.５ 岁(３ 岁 ６ ~ １１ 月)ꎬ依次类推至 ６ 岁ꎬ男、
女童在 ３ꎬ３.５ꎬ４ꎬ４.５ꎬ５ꎬ５.５ꎬ６ 岁的人数分别为 １２ꎬ１３ꎻ
３１ꎬ３８ꎻ２８ꎬ２２ꎻ２０ꎬ２６ꎻ３１ꎬ３３ꎻ２４ꎬ２７ꎻ２８ꎬ２５ 名ꎮ 本研究

经所有幼儿家长知情同意ꎬ并得到宁夏医科大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批准号:２０１９０２７１)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尿钙检测　 采用尿钙检测试剂盒ꎬ测定幼儿当

天留取的空腹晨尿ꎮ 判断标准为≥１６ ｍｇ / ｄＬ 为正常ꎬ
<１６ ｍｇ / ｄＬ 为缺钙[６] ꎮ
１.２.２　 粗大动作发展水平 　 采用粗大肌肉动作发展

测试量表第 ３ 版( Ｔｅｓｔ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Ｍｏ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３ꎬ
ＴＧＭＤ－３)评估受试幼儿粗大动作发展水平ꎮ 该量表

始编于 １９８５ 年ꎬ并于 ２０１３ 年形成第 ３ 版ꎬ用于 ３ ~ １０
岁幼儿粗大动作发展评估ꎬ已在国内外大量的研究中

被使用[７－９] 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ꎮ 该量表包括测试移

动和球类技能两类基本动作ꎬ共 １３ 个项目ꎮ 移动动作

包括跑步、前滑步、侧滑步、立定跳远、单脚跳、小马

跳ꎻ球类动作包括上手投球、下手投球、接球、单手拍

球、单手挥拍击反弹球、双手击固定球、踢固定球ꎮ
ＴＧＭＤ－３ 量表每个测试项目有 ３ ~ ５ 项标准ꎬ满足 １ 项

标准计“１”分ꎮ 每个项目测试 ２ 次ꎬ分值累计后为每

个项目得分ꎮ 量表中 ６ 个移动动作满分为 ４６ 分ꎬ７ 个

球类动作满分为 ５４ 分ꎬ动作发展综合原始总分为 １００
分[１０] ꎮ 得分高者代表粗大动作发展水平更高ꎬ得分低

者表明某种关键动作发展滞后[１１] ꎮ 本研究参考相应

ＴＧＭＤ 常模[１２] ꎬ将原始分值转换为 １ ~ ２０ 分的无年龄

差别的标准分ꎮ 其中ꎬ１ ~ ３ 分为非常差ꎬ４ ~ ５ 分为差ꎬ
６ ~ ７ 分为低于平均值ꎬ８ ~ １２ 分为平均值ꎬ１３ ~ １４ 分为

高于平均值ꎬ１５ ~ １６ 分为优秀ꎬ１７ ~ ２０ 分为非常优秀ꎮ
分值低于平均值者即为发展滞后儿童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研究对测试人员事先进行培训与实

践ꎬ并进行了预实验ꎬ确保做到动作发展评分的一致

性与尿钙测量数据收集的准确性ꎮ 粗大动作水平采

用重测法验证测试结果的一致性ꎮ 在首次测试完成 ２
周后ꎬ由相同测试人员随机抽取 ２０ 名参加过首次测试

的幼儿进行重测ꎬ并与第 １ 次测试结果数据进行相关

性分析和 ｔ 检验ꎮ 结果显示ꎬ前后 ２ 次测试结果ꎬ在移

动性动作、球类技能动作和总成绩 ３ 方面相关性 Ｒ 均

≥０.７６(Ｐ 值均<０.０５)ꎻｔ 检验结果显示ꎬ３ 方面均值 ２
次测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表明数据

具有良好的信度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对测试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ꎬ用(ｘ±ｓ)表示各指标结果ꎻ对数据进行 χ２

检验、ｔ 检验、相关性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农村建档立卡回族男女童尿钙水平　 男、女童缺

钙比例分别为 ２３.６％和 ３８.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８３ꎬＰ<０.０１)ꎻ各年龄段中ꎬ低年龄段男、女童缺钙

人数较多ꎻ分性别来看ꎬ女童缺钙比例更高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各年龄组幼儿缺钙检出率比较

性别 人数 ３ 岁 ３.５ 岁 ４ 岁 ４.５ 岁 ５ 岁 ５.５ 岁 ６ 岁 合计
男 １７４ ５(２.９) １０(５.７) ６(３.４) ５(２.９) ５(２.９) ５(２.９) ５(２.９) ４１(２３.６)
女 １８４ ８(４.４) １４(７.６) １１(５.９) ８(４.４) １２(６.５) ９(４.９) ９(４.９) ７１(３８.６)
合计 ３５８ １３(３.６) ２４(６.７) １７(４.８) １３(３.６) １７(４.８) １４(３.９) １４(３.９) １１２(３１.３)
χ２ 值 ４.５７ ４.７９ ４.８０ ４.６０ ４.９８ ４.５６ ４.８０ ６.８３
Ｐ 值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男女童粗大动作水平　 移动类动作、球类技能动

作、动作发展总成绩得分均随年龄增加ꎬ分值逐渐提

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Ｆ 值分别为 ４. ３９ꎬ ４. ２０ꎬ
４.１３ꎬ４.６０ꎬ４.８０ꎬ４.７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移动类动作水

平中ꎬ在 ３.５ꎬ４ꎬ４.５ꎬ５.５ 岁 ４ 个年龄段ꎬ男童高于女童ꎬ
其余 ３ 个年龄段低于女童ꎻ在 ３ ~ ６ 岁全部年龄段中ꎬ

同时表现出男、女童移动性动作分值高于球类技能动

作ꎻ球类技能动作方面ꎬ３ 岁女童得分高于男童ꎬ３.５ ~ ６
岁男童得分均高于女童ꎻ在动作总成绩中ꎬ男童多个

年龄段高于女童ꎮ 见表 ２ꎮ 在 ３ ~ ３.５ 岁年龄段中ꎬ有
２５ 名表现出移动类动作发展 ≤ ７ 分ꎬ占总人数的

２６.６％ꎻ球类动作中有 ５３ 名ꎬ占总人数的 ５６.４％ꎮ ４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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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段中ꎬ有 １４ 名移动类动作发展≤７ 分ꎬ占总人 数的 ５.３％ꎻ球类动作中有 ３０ 名ꎬ占总人数的 １１.４％ꎮ

表 ２　 不同性别各年龄组幼儿粗大动作水平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 年龄 / 岁 人数 统计值 移动类动作 球类技能动作 动作总成绩
男 ３ １２ １２.０±５.４ ８.２±４.０ ２１.３±９.４

３.５ ３１ １６.４±６.１ １３.５±６.３ ３０.７±１０.３
４ ２８ ２３.１±８.２ １６.１±８.７ ４０.１±１３.４
４.５ ２０ ２６.４±５.８ ２５.５±８.３ ５２.８±１１.７
５ ３１ ３０.１±４.４ ２６.８±７.５ ５７.３±７.５
５.５ ２４ ３２.３±４.２ ３０.２±８.４ ５９.０±１１.８
６ ２８ ３３.７±５.４ ３２.３±８.５ ６３.４±９.４

Ｆ 值 ４.３９ ４.１３ ４.８０
Ｐ 值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女 ３ １３ １３.３±６.０ １０.３±５.１ ２０.８±８.３
３.５ ３８ １５.９±７.１ １１.８±６.３ ２６.３±１０.６
４ ２２ ２２.７±９.１ １５.９±４.３ ４１.０±１２.４
４.５ ２６ ２５.９±５.３ ２４.０±３.１ ５０.４±８.３
５ ３３ ３０.５±４.２ ２５.１±５.２ ５６.１±６.９
５.５ ２７ ３１.１±６.４ ２７.３±７.６ ５６.７±１０.４
６ ２５ ３６.８±５.９ ３０.１±７.８ ６４.３±８.２

Ｆ 值 ４.２０ ４.６０ ４.７７
Ｐ 值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２.３　 男女童尿钙与粗大动作水平关系　 对于尿钙与

粗大动作水平处于正常水平[(１６.３２ ± ０.１２) ｍｇ / ｄＬꎬ
(５９.０７± １. ８４) 分] 和低于正常水平[( １２. ５１ ± ０. ２７)
ｍｇ / ｄＬꎬ(４３.５７±１.６７)分]的幼儿ꎬ二者相关性均无统

计学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３ꎬ０.３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男、女童缺钙人数比例较高ꎬ趋
向于低龄段ꎮ 宁夏农村建档立卡回族男、女童缺钙检

出率分别为 ２３.６％和 ３８.６％ꎮ 幼儿时期钙的摄入主要

取决于奶制品的饮用ꎬ特别是年龄越小依赖奶制品越

明显ꎮ 调查显示ꎬ学校及家庭对学生提供的食品中奶

制品较少ꎮ 我国最新版的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鼓励幼儿每日饮用 ３００ ~ ６００ ｍＬ 牛奶ꎬ才可保

障钙摄入量达到适宜水平[１３] ꎮ 有研究显示ꎬ有饮奶行

为的幼儿缺钙人数要少于非饮奶幼儿[１４] ꎮ 本研究结

果显示ꎬ宁夏农村建档立卡回族幼儿家庭的收入普遍

较低ꎬ目前在幼儿每天饮用牛奶的保障方面还有困

难ꎮ 也可能是因为幼儿富含高钙的食物摄入较少ꎮ
对幼儿所在家庭的食物调查显示ꎬ主食多以面食为

主ꎬ蔬菜以土豆、萝卜、卷心菜、鸡蛋等根茎类或易储

存的当地易产蔬菜为多ꎬ以上食物钙含量普遍较低ꎻ
在肉品的摄入中ꎬ受回族饮食禁忌和营养知识欠缺影

响ꎬ幼儿家庭主要以牛肉、羊肉、鸡肉为主ꎬ对部分高

钙含量肉类或制品还存有偏见ꎮ 以上原因共同造成

了宁夏建档立卡农村回族幼儿尿钙水平较低的不良

现状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女童缺钙检出率为 ３８.６％ꎬ高于

男童的 ２３.６％ꎻ各年龄段中的缺钙人数也均高于男童ꎮ
与刘高丽等[６ꎬ１５] 调查结果一致ꎮ 可能是与女童骨骼、
肌肉的发育较快有关[１６] ꎮ 也可能与挑食、偏食等方面

的不良饮食习惯ꎬ以及参与户外体育活动、接受日光

照射等有关ꎮ
宁夏农村建档立卡回族幼儿粗大动作水平ꎬ表现

出 ４ 个方面特征ꎮ (１)男、女童的粗大动作水平伴随

年龄增加逐步提高ꎬ表现出合理态势ꎬ球类动作、动作

总成绩分值同样表现出随年龄增加逐步提高的态势ꎬ
同时各项成绩间未表现出性别差异ꎮ 与诸多学者关

于幼儿动作发展的研究结论一致[１７－１８] ꎮ 可能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ꎬ幼儿的大脑发育、心智和运动能力会逐

步完善和提高ꎬ相应的肌肉力量、灵敏、速度等素质也

会增强、敏感ꎬ对于粗大动作的掌握和完成能力随之

提高ꎮ (２)男、女童移动性动作分值高于球类技能动

作ꎻ球类技能动作方面ꎬ３ 岁女童得分高于男童ꎬ其他

年龄段均为男童高于女童ꎮ 移动性动作技能的发展

与生活中的走、跑、跳等行为密不可分ꎬ在无形中可以

增加幼儿此方面发展水平ꎮ 但是球类技能动作水平

需要借助相应的设备或器械ꎬ以及教导和参与ꎬ才可

以得到更好地发展和提高ꎮ 本研究中ꎬ宁夏农村建档

立卡回族幼儿移动类动作技能水平高于球类动作水

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ꎬ调查发现幼儿均就读于

宁夏农村地区的幼儿园ꎬ所具备的游戏与体育器材较

少ꎮ 另一方面ꎬ幼儿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ꎬ经济收

入较为低下ꎬ对幼儿家庭体育教育投入ꎬ如玩具等方

面支出比较匮乏ꎮ 低收入家庭幼儿动作发展出现延

迟ꎬ国外已有诸多研究证明[１９－２０] ꎬ此方面应该也是制

约宁夏农村建档立卡回族幼儿球类动作技能发展的

原因ꎮ 再者ꎬ对幼儿所在幼儿园教师授课行为的观察

和了解还发现ꎬ大部分教师开展体育活动主要以组织

儿童做简单的游戏或提供少量器械供幼儿自己玩耍

为主ꎮ 教师体育教学技能不高ꎬ也是致使幼儿球类技

能动作发展不足的原因ꎮ 许多研究显示ꎬ特定的动作

技能干预或者训练更能够提升幼儿的动作发展水

平[２１－２３] ꎮ 因此ꎬ提高幼儿教师组织和开展体育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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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至关重要ꎮ ３ 岁年龄段女童球类技能动作好于男

童ꎬ主要与生理因素相关ꎮ 国外有关研究指出ꎬ低龄

阶段女童在平衡、精细动作技能等方面的能力发展速

度要快于男童ꎻ但伴随年龄的增加ꎬ男童较女童在瞄

准和接球等粗大动作发展会优于女童[２４] ꎬ主要是因为

女童某些生理功能较男童在这一年龄段发育较早ꎮ
待到这一年龄段后ꎬ男童的生理发育开始加快ꎬ再加

上性格的普遍好动ꎬ在球类动作技能方面表现出高于

女童ꎮ (３)不同年龄段上ꎬ男童粗大动作水平多好于

女童ꎮ 从具体数据来看ꎬ移动类动作水平方面ꎬ在３.５ꎬ
４ꎬ４.５ꎬ５.５ 岁 ４ 个年龄段ꎬ男童高于女童ꎻ球类技能动

作方面ꎬ３ ~ ６ 岁男童的球类技能动作得分均高于女

童ꎻ在动作总成绩方面ꎬ男童也在 ３ ~ ５.５ 岁年龄段上

高于女童ꎮ 动作发展性别上的不同ꎬ可能主要与幼儿

所在的环境、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２５－２６] ꎮ (４)男、女幼

儿粗大动作水平发展滞后人数较多ꎮ 在 ３ ~ ３.５ 和 ４ ~
６ 岁年龄段中ꎬ分别有 ２６.６％和 ５６.４％ꎬ５.３％和 １１.４％
的幼儿移动类动作和球类动作表现滞后ꎮ 可能与所

在家庭对幼儿动作发展的早期培养、幼儿身心功能发

育、幼儿园对幼儿动作技能的塑造等有关ꎮ 研究发

现ꎬ早期的干预和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幼儿动作发展水

平[２７] ꎮ 因此ꎬ呼吁对此方面的问题应该有所重视并采

用积极措施ꎮ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ꎬ对于运动员或实验下规定运

动强度、量的研究显示ꎬ钙与运动能力存在着一定的

联系[２８－２９] ꎮ 但在本研究中ꎬ宁夏农村建档立卡回族幼

儿尿钙与粗大动作没有表现出相关性ꎬ分析原因可能

与幼儿所做粗大动作的运动强度较低或者运动量较

小有关ꎮ 粗大动作只是对幼儿某个动作的展示ꎬ并非

是在一定强度或运动量要求下的剧烈运动ꎮ 这种简

单的动作展示ꎬ与运动员或实验条件下固定强度、量
的运动有巨大差异ꎬ所需要的能量消耗较小ꎬ体内各

种能源物质调动较小ꎬ相应引起的生理、生化反应也

不明显ꎮ
综上所述ꎬ宁夏农村 ３５８ 名 ３ ~ ６ 岁建档立卡回族

幼儿尿钙和粗大动作水平发展不均ꎬ缺钙和粗大动作

发展滞后人数较多ꎬ应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改善ꎮ 宁夏

在“精准扶贫”政策进一步实施中ꎬ应在已有农村建档

立卡户档案中增加所在家庭幼儿尿钙与粗大动作发

展水平等内容ꎬ及时开展测量并跟踪其变化状况ꎬ尽
可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ꎬ保障此群体幼儿身体及粗

大动作健康发展ꎮ 同时ꎬ还应加大对幼儿钙(营养)知

识与动作发展的宣传、普及ꎬ提高幼儿家长意识ꎬ积极

实行免费营养早餐ꎬ提高贫困县区农村幼儿园体育设

置投入ꎬ培训幼儿师资体育活动教学技能ꎬ为尿钙与

幼儿粗大动作水平发展提供良好基础ꎮ

本研究的局限:调查中采用了方便抽样方法ꎬ调
查对象未能覆盖宁夏所有县区ꎬ缺少一定的样本代表

性ꎮ 另外ꎬ研究对于幼儿粗大动作水平的分析未考虑

亲属遗传角度ꎬ也略有不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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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评估ꎬ客观真实准确地获取儿童青少年视力相

关数据ꎬ为流行病学调查和全周期评估奠定基础ꎻ(４)
通过标准的综合干预与动态管理标准ꎬ对不同年龄阶

段的儿童青少年屈光发育过程进行动态监控ꎬ按照儿

童青少年屈光度数变化情况、速度和年龄ꎬ动态调整

综合干预措施ꎬ进行精准干预和个性化防控ꎮ 综上所

述ꎬ防控近视需要充分考虑各种一般人口经济学社会

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ꎬ同时需要中学生、学校、父母等

多方面配合ꎬ采用综合性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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