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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００名入托儿童生长发育状况分析

徐妍

（吉林市丰满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儿童保健科，吉林　吉林　１３２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究７５００名入托儿童生长发育状况。方法：选取２０２０年２月至２０２１年２月的７

５００名入托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基本资料，探讨儿童生长发育情况。结果：男性在营养不良、超

重和肥胖情况和女性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７５００名儿童中，龋齿和视力异常发生

率不断增加，其中龋齿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视力异常以３岁以内的儿童较为常见。结论：通

过对入托儿童生长发育状况进行分析，能够及时发现成长发育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干预，加强儿

童保健，从而保证儿童能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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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生长发育为近年来反映儿童现状和营养的

一种衡量指标，同时也能作为评价儿童保健情况的

相关指标，儿童身体健康和营养状态十分重要
［１］。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逐渐实施，

其中明确规定了，在进入幼儿园前儿童需要进行健康

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托幼机构，而进行持续的监测，

能对于儿童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数据和成长详细记录，

并通过分析影响的因素，从而制定相关对策。生长发

育监测是对儿童体质量和身高的健康指标进行监测的

过程，能够掌握儿童的形态趋势、身体结构，也是儿童

保健工作各项内容的核心，而对于儿童进行生长发育

监测，能作为临床医生判断儿童运动情况、营养水平的

依据，进而制定有效的干预对策
［２］。本研究在于探究

７５００名入托儿童生长发育状况，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２０年２月至２０２１年２月的７

５００名入托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４０００名，女
３５００名；３岁以下儿童３０００名，３岁儿童２０００名、４

岁儿童１０００名、５岁儿童１５００名。

１．２　方法：首先对儿童的各项资料进行收集，包括

年龄、家属的联系电话、家庭住址、饮食习惯等，掌握

每位儿童的基本资料，对于其生长发育各项指标进

行监测，最后将监测结果详细记录。

１．３　观察指标：分析７５００名儿童营养不良、超重和

肥胖情况以及龋齿和视力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营养不良、超重和肥胖情况比较：男

性在营养不良、超重和肥胖情况和女性相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儿童龋齿和视力情况比较：在７５００名儿童中，

龋齿和视力异常发生率不断增加，其中龋齿发病率

随着儿童的年龄增加而上升，视力异常以３岁以内

的儿童较为常见，见表２。

表１　营养不良、超重和肥胖情况［名（％）］

组别 人数
肥胖

超重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营养不良

体重低下 发育迟缓 合计

男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７．５０） １００（２．５０） ６０（１．５０） １０（０．２５） ４７０（１１．７５） １０（０．２５） ２０（５．００） ３０（０．７５）
女 ３５００ １００（２．８６） １０（０．２９） １００（２．８６） １１（０．３２） ２２１（６．３１） １０（０．２５） １００（２．８６） １１０（３．１４）
合计 ７５００ ４００（５３．３３） １１０（１．４７） １６０（２．１３） ２１（０．２８） ６９１（９．２１） ２０（０．２７） １２０（１．６０） １４０（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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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７５００名儿童龋齿和视力情况（名，％）

组别 人数
龋齿

患病人数 百分比

视力情况

异常人数 百分比

＜３岁 ３０００ １２０ ４．００ 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３岁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５０ ７．５０
４岁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０ ５０ ５．００
５岁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００ ６．６７
合计 ７５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３　讨论
对于１－５岁的儿童来说，其各个方面均处于成

长的发育阶段，如身体、大脑等，故此需要保证机体

处于一个营养均衡的状态，但由于儿童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如缺乏营养、机体存在营养代谢方面的异

常、饮食行为不良等，易增加其营养性疾病的发生，

导致儿童的成长发育受到影响。营养性疾病的种类

十分繁多，包括营养出现失调、维生素缺乏、消瘦、生

长迟缓等，而对于儿童来说，应当加强上述疾病的防

治措施
［３］。研究资料显示，儿童生长发育最快的时

期分为两个时期，例如第一个是幼儿期、第二个是青

春期。在儿童成长发育的第一个阶段，幼儿期十分

重要，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发展迅速，体重、身高是最

能体现儿童生长发育的状况，处于幼儿期孩子的体

重可以增加到出生时的三倍左右，而身高以出生时

５０厘米计算，幼儿期身高能达到７５厘米左右。青春
期是儿童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期，受内分泌系统

激素的调节，出现明显的性别差异，由儿童向成人过

渡
［４］。幼儿时期一般为１－５岁，幼儿期具有以下几

个特点。（１）儿童在这个时间段，自身的语言功能、

运动功能、社会交往能力呈明显前进，此时期可开始

步行、跑步、跳跃、上台阶，但儿童风险意识、安全意

识较弱，随着活动范围增大，受意外伤害可能性也逐

渐增大，应特别注意安全性。（２）保持营养摄入均
衡，督促患儿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均衡进食肉、菜、淀

粉类食物。（３）指导儿童需要保证良好的饮食和卫
生方面的习惯，同时注意保持口腔卫生，预防不良事

件发生，保障儿童健康安全。

超重和肥胖在儿童健康问题中十分常见，通过

对１４４个国家和４５０个国家地区的入托儿童超重和
肥胖的的各项结果进行分析，可见在２０１０年左右存
在４３００万儿童发生超重或肥胖，大约具有９２００万
儿童伴有超重风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２０１０

年世界儿童肥胖率显著增加，大约在６．７％，发达国

家超重和肥胖患者在 ２０１０年也不断增加，大约在
１１．７％，在发展中国家增加了６．１％。在本次研究过

程中，儿童的超重和肥胖检出率较高，已经成为影响

儿童自身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实验显示，若儿童发

生肥胖症后，容易造成儿童发生脂肪肝、高血压、血

脂高、糖尿病等情况，在肥胖儿童入园后，幼儿园需

要加强对于该类儿童的管理
［５］，在保证该类儿童生

长发育的同时，还需要对于热量进行控制，定期进行

体检，实施健康宣教，利于儿童家属了解肥胖的危

害。入托儿童现阶段正处于生长发育期，接触人员

与生活环境均来自家庭，研究表明，多数入托儿童的

口腔健康状况和家长的各项情况存在密切关联性，

如文化程度、行为方式、认知程度等等，且多数家属

对于口腔方面的健康知识认知不足，并且知晓率十

分低，对于家属来说，其往往是通过广播电话获得有

关口腔健康的知识，但缺乏专业和科学的指导，由于

大多数家长对儿童乳牙疾病问题认知度较低，多数

儿童就诊时已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从而使口腔疾病

进一步加重。龋齿为十分常见的一种口腔疾病，随

着儿童的年龄增加不断发生，３岁左右该疾病发病率

不断增加，该疾病的发病和儿童乳牙的组织结构、解

剖形态、矿化程度密切相关
［６］，对于儿童口腔保健工

作需要及时发展，使儿童的口腔健康行为得到培养，

保持良好状态，掌握刷牙的正确方式。此外，入托儿

童视力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入托儿童来说，常常

出现眼病，而导致该疾病发生的原因和视力不良密切

相关，以儿童的单眼或双眼最佳矫正视力相比正常值

较低作为临床表现，通过对儿童进行眼部相关的检查

后，若未出现器质性的病变情况，一般接受相关治疗后

能够恢复正常视力的水平。对于视力不良儿童来说，

年龄越小，治疗效果也就越好。随着电脑、电视普及，

多数儿童对于网络游戏、电视节目较为沉迷，导致视力

下降，故此对于入托儿童需要早期进行视力筛查，需要

每半年对于在园儿童进行视力筛查，若发现问题需要

及时治疗，对于用眼卫生宣教也需要加强
［７］。

在儿童入托后，对于儿童保健工作需要加强，若

发生上述情况，需要建立专案管理，同时和家属进行

沟通，取得配合，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同时还可以实

施以下干预措施，（１）为了保持合理的生长发育进

程，平时不仅要保证儿童营养均衡、多运动、睡眠充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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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还要定期监测儿童身高增长情况，一旦儿童出现

身高增长缓慢，要进一步寻找原因，再根据具体病因

针对性治疗。（２）对于超重肥胖或肥胖的儿童，家长

应督促儿童坚持锻炼，饮食方面需养成早餐吃好、午

餐正常吃、晚餐清淡、晚餐后不进食的良好饮食习

惯，吃饭不宜过快，用餐时间控制在２０－３０分钟内；

过餐后儿童仍觉得不够饱，可以给儿童再吃一些坚

果等健康零食。另外在饮食过程中需要限制能量摄

入，同时要保证生长发育需要，在进食方面保证蛋白

质的摄入，尽量选择瘦肉、鱼虾、豆制品等食物，避免

摄入过量的淀粉类、油炸类食物和甜食，多吃谷物粗

粮，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保证机体营养处于均衡的

状态
［８］。严格限制零食的摄入，提醒儿童多喝水，保

证每日４－６杯水，在幼儿园对于肥胖儿童需要改变

进餐顺序，即先喝汤—蔬菜—粮食—荤菜，提前产生

饱腹感，减少食物摄入量，指导儿童学会细嚼慢咽，

进餐时间半小时为宜，安排与吃饭较慢的儿童同桌，

相互监督，另外对于３岁以上幼儿选择带骨、带壳的

食物，有助于锻炼咀嚼及减慢进餐速度，指导幼儿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暴饮暴食，实行定点定时进

餐，减少零食。（３）龋齿常见发病人群为儿童，严重

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故此需要重视儿童的口腔

卫生，以达到预防龋齿、牙龈炎的目的，由于入托儿

童自控能力差、独立性差、年龄较小，因此认为家庭

是影响儿童口腔健康的重要因素。资料显示，对于

入托儿童来说，其口腔保健行为主要与家属对于口

腔健康知识水平的高低存在密切关联性，故此家属

需要定期带儿童进行口腔检查，从而能筛查口腔疾

病，并及时进行治疗，同时口腔医生需要定期前往社

会和幼儿园做好有关口腔健康的知识宣教工作，并

且提高家属和幼儿园教师的认知。（４）视力不良在

临床中较为常见，主要发病人群为入托儿童，而早期

筛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为有效方式。儿童视力功

能发育的最佳时间段在３－７岁，并且对于视力不良

而言，也是最佳的治疗时机，故此，对于该年龄段的

儿童来说，需要定期做好视力筛查以及屈光筛查工

作；开展儿童视力不良筛查，定期前往幼儿园进行视

力方面的筛查工作，能够早期明确诊断视力不良情

况。对于入托儿童来说，其年龄越小，视力异常的检

出率也就越高，而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视力异常的

检出率也会随之的下降。而根据该情况，需要在社

会和幼儿园对于视力不良的危害进行广泛的宣传，

并讲解防治措施，使家属能够对儿童视力问题引起

重视，另外对于儿童来说，需要做好其眼保健体系，

做好相关筛查工作，使儿童的眼健康水平得以提高，

保证儿童的眼部健康。

综上所述，通过对７５００名入托儿童生长发育状
况进行分析后，需要加强儿童保健措施，从而保障儿

童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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