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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留守儿童带养人类型与饮食行为交互作用与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关联ꎬ为减少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

发生提供干预依据和参考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１２ 月ꎬ分层整群随机抽取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区 ７~ １８ 岁 ８７７ 名留守儿

童ꎬ对其带养人类型、饮食行为、健康状况进行问卷调查和身高、体重等项目测试ꎮ 结果　 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检出率为

２１.７％(１９０ / ８７７)ꎬ带养人类型为其他人的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率为 ２９.８％(１５８ / ５３０)ꎬ高于带养人为父 / 母亲者(１６.２％ꎬ３２ /
１９８)ꎻ经常吃西式快餐的留守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为 ５９.０％(５９ / １００)ꎬ高于不经常吃西式快餐者(２０.９％ꎬ１３１ / ６２８)ꎻ带养

人类型、是否经常吃西式快餐留守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５.３９ꎬ６５.０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留守儿童经常吃西式快餐超重肥胖检出率是不经常吃西式快餐者的 ５.７０ 倍( ９５％ ＣＩ ＝ ３.６２ ~
８.９９)ꎮ 交互作用分析显示ꎬ带养人类型×是否经常吃西式快餐中(父 / 母×是)呈现正向相乘的交互作用(协同作用)ꎬ带养

人为父 / 母且经常吃西式快餐留守儿童增加了超重肥胖发生的风险(ＯＲ ＝ ６.９４ꎬ９５％ＣＩ ＝ ２.７６ ~ １７.４４)ꎮ 其交互对比度

( ＩＣＲ)为 １.２６ꎬ归因比(ＡＰ)为 １.８１ꎬ交互作用指数(ＳＩ)为 １.２７ꎮ 结论　 父 / 母带养留守儿童经常吃西式快餐与留守儿童超

重肥胖关联ꎬ二者具有协同作用ꎬ极大增加了留守儿童超重肥胖发生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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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青少年体质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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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给儿童的日常生活、学习带来诸多不便ꎬ还
可能对儿童产生多方面的健康影响[１－３] ꎮ 肥胖青少年

可能会因超重引起气喘、疲劳、关节痛及睡眠障碍等

躯体症状ꎬ且肥胖还会阻碍其心理行为发展ꎬ压抑潜

能的发育[４] ꎮ 许多研究揭示了儿童青少年期超重或

肥胖和成年期肥胖有关[５] ꎬ超重肥胖作为多种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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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ꎬ是导致早死、残疾ꎬ影响生命质

量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６] ꎮ
留守儿童作为独特的群体ꎬ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

健康问题较为严重ꎬ与遗传、父母(带养人)行为意识、
体育锻炼、饮食相关联[７] ꎮ 近年来ꎬ中国留守儿童的

营养和健康状况已经成为社会公共卫生问题ꎬ带养人

对留守儿童的生活照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８－９] ꎬ他
们的健康意识行为和习惯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对留

守儿童的营养状况具有重要的影响ꎮ 为此ꎬ笔者对江

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留守儿童进行抽样调查ꎬ分析带养

人类型与其饮食行为的交互作用及儿童超重肥胖的

关联ꎬ为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控制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１２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方法ꎬ抽取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７ ~ １８ 岁学生ꎬ包括

高中、初中、小学 ３ 个学段ꎮ 共抽取 ６ 所学校(县城和

乡镇各 ３ 所学校ꎬ包括高中、初中、小学)ꎻ在每所学校

各年级随机抽取 ２ 个班级ꎬ每班 ５０ 人ꎬ人数不足的从

邻近班抽取ꎮ 共抽取留守儿童 ９３２ 人ꎬ有效问卷 ８７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４.１％ꎬ其中男生 ４３１ 名ꎬ女生 ４４６ 名ꎮ
本研究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其中的任一方截至调

查时间ꎬ因外出没有和其子女生活时间长度达到或超

过 ６ 个月的 １８ 岁及以下的儿童青少年[１０] ꎮ
１.２　 方法　 调查以班级为单位ꎮ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调查员说明调查目的和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ꎬ并强调

匿名、保密和自愿参加的原则ꎬ低年级(小学一二年

级)由老师或带养人代为填写ꎬ当场发放问卷ꎬ当场收

回ꎮ 调查获得中小学生及监护人的知情同意ꎮ 本研

究采用的调查和测试程序符合国家制定的涉及人的

生物伦理标准ꎮ
１.２.１　 身高体重测量 　 调查员使用身高体重测量仪

(上海恒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对儿童身高和体重进

行测量ꎮ 测量时ꎬ受试者赤足站在秤台中央ꎬ两眼平

视前方ꎬ头部保持正直位置(两耳屏上缘与眼眶上缘

呈一水平)ꎬ两臂自然下垂ꎬ男生身着短裤ꎬ女生身着

短裤、短袖ꎬ身高、体重分别精确到 ０.１ ｃｍ 和 ０.１ ｋｇꎬ每
名儿童身高和体重连续测量 ３ 次ꎬ每次间隔 ３０ ｓꎬ取平

均值ꎬ计算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ｍ)] ２ꎮ
１.２.２　 调查内容　 参考学生餐营养指南[１１] 自制江西

省儿童生活习惯与健康调查问卷(中小学版)ꎬ收集儿

童饮食行为信息ꎮ ５ 个方面饮食相关内容包括:(１)最

近 １ 周经常吃西式快餐情况[１ ＝每天都吃ꎬ２ ＝经常吃

(每周≥４ 次)ꎬ３ ＝有时(每周 ２ ~ ３ 次)ꎬ４ ＝不常吃(每

周不到 １ 次)ꎬ５ ＝ 基本不吃]ꎬ以每周≥４ 次界定为经

常吃西式快餐ꎮ (２)经常吃早餐情况[１ ＝ 每天都吃ꎬ２
＝经常吃(每周≥４ 次)ꎬ３ ＝有时(每周 ２ ~ ３ 次)ꎬ４ ＝经

常不吃(每周不到 １ 次)ꎬ５ ＝基本不吃]ꎬ以每周≥４ 次

界定为经常吃早餐ꎮ (３)经常吃零食情况[１ ＝ 每天都

吃ꎬ２ ＝经常吃(每周≥４ 次)ꎬ３ ＝有时(每周 ２ ~ ３ 次)ꎬ４
＝经常不吃(每周不到 １ 次)ꎬ５ ＝基本不吃]ꎬ以每周≥
４ 次界定为经常吃零食ꎮ (４)碳酸饮料或果汁[１ ＝ 每

天都喝ꎬ２ ＝经常喝(每周≥４ 次)ꎬ３ ＝ 有时(每周 ２ ~ ３
次)ꎬ４ ＝经常不喝(每周不到 １ 次)ꎬ５ ＝ 基本不喝]ꎬ以
每周≥４ 次界定为经常喝饮料ꎮ (５)你会挑食吗(１ ＝
会ꎬ２ ＝ 不会)ꎮ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ꎬ信效度

良好ꎮ
１.２.３　 营养状况的评价　 以 ＢＭＩ 为评价指标ꎬ运用学

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ＷＳ / Ｔ ５８６—２０１８) [１２]

界定超重与肥胖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软件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和

设置核查程序ꎬ双录入所有数据ꎮ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ꎬ采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学段、性别、带
养人和饮食行为留守儿童超重或肥胖检出率ꎮ 控制

性别、学段、吃零食、喝饮料和挑食行为后ꎬ使用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带养人类型、饮食行为以及带养人类型与

西式快餐消费交互作用与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关联ꎮ
应用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Ｅｘｃｅｌ 计算表[１３] 计算相加模型交互作

用对比度( ＩＣＲ)、归因比(ＡＰ)和交互作用指数(ＳＩ)ꎬ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留守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　 留守儿童超重肥胖

的检出率为 ２１.７％ (１９０ / ８７７)ꎬ性别和学段间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不同带养人和饮食行为与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

关联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留守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组别 选项 人数 超重肥胖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３１ ８７(２０.２) １.１１ ０.５８

女 ４４６ １０３(２３.１)
学段 小学 ２８５ ６９(２４.２) ２.０６ ０.７３

初中 ２７３ ５８(２１.３)
高中 ３１９ ６３(１９.８)

带养人类型∗ 父 / 母 １９８ ３２(１６.２) １５.３９ <０.０１
其他人 ５３０ １５８(２９.８)

经常吃西式快餐∗ 是 １００ ５９(５９.０) ６５.０６ <０.０１
否 ６２８ １３１(２０.９)

经常吃早餐∗ 是 ６８９ １８１(２６.３) ０.２０ ０.６６
否 ３９ ９(２３.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ꎻ∗仅分析带养人类型信息完整的 ７２８ 人ꎮ

　 　 其他人(包含爷爷 / 奶奶或外公 / 外婆)带养的留

守儿童超重肥胖率高于父 / 母带养的留守儿童ꎻ经常

吃西式快餐的留守儿童超重或肥胖率高于不经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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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快餐者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带养人类型和饮食行为的交互作用与儿童超重

肥胖的关联 　 以儿童超重肥胖为因变量(１ ＝ 正常体

重ꎬ２ ＝ 超重肥胖)ꎬ在控制性别、学段、吃零食、喝饮料

和挑食行为后ꎬ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经常吃西式快

餐留守儿童超重肥胖发生风险是不经常吃西式快餐

的 ５.７０ 倍ꎬ见表 ２ꎮ 进一步控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

度、经济状况等ꎬ结果显示ꎬ父 / 母经常带儿童吃快餐

具有正向相加的交互作用(协同作用) ( ＯＲ ＝ ６. ９４ꎬ
９５％ＣＩ ＝ ２.７６ ~ １７.４４ꎬＰ<０.０１)ꎮ 其中 ＩＣＲ ＝ １.２６ꎬＡＰ ＝
０.１８ꎬＳＩ ＝ １.２７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带养人类型和快餐消费交互作用与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关联分析(ｎ ＝ ７２８)

自变量 选项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带养人类型 父 / 母 ０. ８３ ０.２３ １３.４４ ０.９８(０.２８ ~ １.６１) ０.８６

其他人 １.００
经常吃西式快餐 是 １.７４ ０.２３ ５６.２７ ５.７０(３.６２ ~ ８.９９) <０.０１

否 １.００
带养人类型×经常吃西式快餐 父 / 母×是 １.９３ ０.４７ １６.９４ ６.９４(２.７６ ~ １７.４４) <０.０１

其他人×是 １.００

表 ３　 带养人类型和快餐消费相加模型交互作用(ｎ ＝ ７２８)

自变量 选项 β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ＩＣＲ 值 ＡＰ 值 ＳＩ 值
带养人类型 父 / 母 ０.８３ ０.９８(０.２８ ~ １.６１) ０.８６

其他人 １.００
经常吃西式快餐 是 １.７４ ５.７０(３.６２ ~ ８.９９) <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１８ １.３１

否 １.００
带养人类型×经常吃西式快餐 父 / 母×是 １.９３ ６.９４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１８ １.２７

其他人×是 １.００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留守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为

２１.７％ꎬ呈现流行趋势ꎬ与有关农村儿童青少年超重肥

胖检出率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４] 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

迅速发展ꎬ城市务工人员工资不断提高的同时ꎬ也大

大提升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１５] ꎮ 有研究表明ꎬ农村家

庭收入提高与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发生率呈正相

关[１６－１８]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农村留守儿童带养人为父 / 母

且经常吃西式快餐者更易发生超重或肥胖ꎮ 父 / 母对

青少年儿童饮食行为的影响不可低估[１９] ꎬ且父 / 母在

外打工可直接影响留守儿童饮食的摄入状况ꎬ父母教

养方式同样影响留守儿童营养状况[２０] ꎮ 单因素分析

中父母带养子女发生肥胖率低于其他带养人超重肥

胖率ꎬ而留守类型父 / 母一方在外打工肉蛋类摄入、炸
鸡类、零食类摄入均高于其他类型[２１] ꎮ 父 / 母的饮食

行为影响了留守子女的饮食ꎬ有调查发现ꎬ选择西式

快餐的主要人群为 ２０ ~ ３９ 岁(６８.０％)ꎬ在 ２０ ~ ３９ 岁人

群中三口之家且家庭月收入为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元最

多[２２] ꎮ 此年龄段的带养人为父 / 母带孩子经常食用西

式快餐的情况普遍存在ꎮ 经常食用快餐频率增加会

增加留守子女超重肥胖的可能ꎮ
父 / 母带养人带留守儿童经常吃西餐协同作用的

关联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ꎮ 首先ꎬ坚果、肉类、炸鸡类

西餐摄入能量过多会增加超重和肥胖的风险[２３] ꎮ 其

次ꎬ社会变迁背景影响儿童饮食选择和口味的改变ꎬ
农村父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会选择尝试西式快

餐[２４] ꎮ 再次ꎬ父 / 母一方角色缺失ꎬ因亏欠心理较易选

择满足其留守子女的各种需求(包括饮食状况) [２５] ꎬ
导致行为偏差ꎬ也增加西式快餐的摄入ꎮ 所以ꎬ需要

加强父母关于快餐健康知识和健康饮食的认知ꎬ减少

吃快餐的频次ꎬ对减少留守儿童超重或肥胖风险的发

生可能有积极的作用ꎮ
本研究揭示了留守儿童超重肥胖与带养人类型

和经常消费西式快餐的关联ꎬ特别是二者具有协同作

用ꎬ极大增加了留守儿童超重肥胖发生的风险ꎬ因此

应加强对带养人的健康教育ꎬ防止留守儿童超重肥胖

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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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的健康行为不仅对预防新冠疫情的反

弹至关重要ꎬ而且对其他传染病的传播阻断[１３] 具有重

要意义ꎮ 人们的某一行为意向是某一行为是否发生

的直接决定因素[１４] ꎮ 对于疫情结束后的行为意向ꎬ
５３.９７％的学生报告疫情结束后会继续坚持戴口罩ꎬ
９４.９２％的学生会坚持勤洗手ꎮ 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

健康教育ꎬ绝大多数中小学生不仅在疫情期间遵循这

一健康行为ꎬ而且对疫情过后坚持勤洗手有较高的行

为意向ꎮ 而戴口罩的行为意向比例相对较低ꎬ可能与

戴口罩主要预防呼吸道传播疾病[１５]有关ꎬ疫情结束后

日常戴口罩行为会下降ꎮ 因疫情原因ꎬ本研究采用问

卷星网络调查便利抽样ꎬ对样本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影

响ꎬ此外中小学生健康行为的延续性需要连续的监测

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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