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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学龄前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及其关联性，为制定有效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以杭

州市某幼儿园学龄前儿童为调查对象，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儿童体重状况、家长认知、饮食习惯、睡眠

模式及身体活动水平等数据。结果显示，调查群体中超重及肥胖率合计达28.5%，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家

长认知不足、不良饮食习惯、不当睡眠模式和身体活动不足。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肥胖形成涉及多种

因素，在未来应结合饮食调整、运动促进和家长教育等进行人为的综合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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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besity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explore their relationship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preven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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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volving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a kindergarten in Hangzhou. Data on 
children’s weight status, parental awareness, dietary habits, sleep patterns, and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were collected using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bined rat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the surveyed group reached 28.5%. The main risk factors included lack 
of parental awareness, unhealthy dietary habits, improper sleep patterns, and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obesity in preschool children involves multiple 
factors. Future efforts should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multi-faceted interventions combining di-
etary adjustments,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par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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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学龄前儿童超重及肥胖率呈现出持续攀升态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

告》数据显示，2015~2020 年间，我国学龄前儿童超重及肥胖率从 8.4%上升至 10.4% [1] [2]。虽然这一增

速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超重及肥胖的学龄前儿童实际数量相当可观。 
更为严峻的是，儿童肥胖不仅显著增加了儿童期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还可能对其成年后的健康状

况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因此，深入开展学龄前儿童肥胖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制定并落实有效的干预措施，

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亟待攻克的重要课题。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根据《诸福棠实用儿科学·第八版》的判定标准，学龄前儿童体重超过同身高体重标准值 10%~20%

即为超重，超出 20%则被诊断为肥胖[3]。临床研究表明，儿童期肥胖不仅与高血压、神经行为障碍等生

理疾病紧密关联，还可能对认知发育和心理健康造成损害[4]。这一问题不仅威胁患儿的身体健康，还会

加重家庭医疗支出负担，进而消耗大量社会公共卫生资源。基于此，本研究对学龄前儿童肥胖的危险因

素进行调查，总结相关危险因素与学龄前儿童肥胖的关联性。 

2.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与样本选择 
鉴于学龄前儿童人口基数庞大，本研究拟以杭州市某幼儿园为抽样单元进行学龄前儿童调查。为控

制抽样误差并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计划样本量不少于 100 人。研究对象需满足以下纳入标准： 
1) 依从性良好：能够主动配合调查流程； 
2) 随机抽样产生：从幼儿园全园范围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的 200 名适龄儿童中筛选； 
3) 知情同意完备：能够获取其法定监护人与带班教师的书面知情同意； 
4) 无相关疾病：经筛查确认无任何可能干扰本研究评估结果的全身性疾病。 
(二) 调查方法 
本研究高度关注学龄前儿童群体的独特属性。该群体正处于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阶段，其判断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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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功能尚未成熟[5]，这为直接引导儿童有效实施肥胖干预措施带来了显著挑战。此外，鉴于当前受试

人群中独生子女比例较高，且多数成长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优越的家庭，其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深受家

庭环境的塑形影响。具体而言，家长的养育(含喂养)方式、健康价值观念以及对肥胖风险因素的认知水平，

均可能深度影响儿童的饮食偏好与身体活动行为，进而对其体重管理产生间接而深远的作用。为了克服

直接获取儿童数据的局限并准确捕捉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了家长代理报告模式，通过向受

调查儿童的家长发放结构化问卷，构建起数据收集的中介路径，以此间接获取目标幼儿园学龄前儿童超

重及肥胖发生率及其与相关风险因素关联性的数据。 

3. 研究结果：危险因素与学龄前儿童肥胖的关联性 

(一) 常见危险因素 
国内外研究表明，不恰当的出生后喂养方式、家长认知水平有限、遗传因素、不良饮食结构、高糖

饮料摄入、体育锻炼频次和持续时间不足、以及睡眠时间缺乏等，是学龄前儿童肥胖的常见危险因素[6]。
为深入探究上述因素对学龄前儿童超重及肥胖发生率的相对贡献程度，同时基于本研究现有条件和调查

对象的特殊性，本研究将聚焦于家长认知水平、儿童饮食习惯、睡眠模式及身体活动水平等因素展开调

查。 
(二) 调查结果 
为深入探究学龄前儿童肥胖的影响因素，本研究设计并实施了一份综合性调查问卷。研究选取杭州

市某幼儿园作为样本来源，共计向 130 余名学龄前儿童家长发放问卷。问卷内容涵盖超重与肥胖发生率、

家长认知水平、儿童饮食习惯、睡眠模式以及身体活动水平等关键维度，旨在系统考察可能影响儿童肥

胖的多重因素。 
 

Table 1. Incid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130 preschool chil-
dren in a Hangzhou kindergarten 
表 1. 杭州某幼儿园 130 名学龄前儿童超重及肥胖发生率及相关因素统计 

 人数 百分比(%) 

超重及肥胖率 37 28.5 

超重及轻度肥胖 30 23.1 

家长认为进食肉类越多越好 8 6.2 

儿童有不吃早饭的习惯 6 4.6 

儿童经常吃油炸食品 12 9.2 

儿童饮食以动物性为主 22 16.9 

每晚十点后入睡 25 19.2 

日均运动时间少于 0.5 h 14 10.8 

日均运动时间大于 3 小时 8 6.2 

 
基于表 1 呈现的数据统计结果，调查人群中存在超重与肥胖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其体重异常类型以

超重及轻度肥胖为主。这一分布特征提示，中重度肥胖在该阶段可能并非主流表现。更重要的是，通过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5.1572051


汪姜骏逸，李罡 
 

 

DOI: 10.12677/acm.2025.1572051 761 临床医学进展 
 

对数据的深入考察，家长认知水平不足、儿童存在不良饮食习惯(如偏好高糖高脂食物、膳食结构失衡)、
不当睡眠时间安排(如睡眠时长不足或节律紊乱)、以及身体活动水平显著缺乏等关键因素，已被初步识别

为与该学龄前儿童群体肥胖发生风险有较大关联性的因素。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及制定干

预策略奠定了基础。 

4. 讨论与预防策略 

(一) 针对关键危险因素的干预策略与建议 
针对存在认知误区的家长群体，建议联合幼儿园管理方构建协同宣教机制，通过专题讲座、亲子课

堂等形式，系统普及学龄前儿童肥胖相关知识，深入阐释肥胖对儿童生长发育、心理健康及远期健康的

潜在危害，切实提升家长科学育儿意识。在取得家长充分理解与配合的基础上，家校双方应建立常态化

协作机制，共同制定并实施针对性干预措施，有效降低学龄前儿童超重及肥胖发生率。 
在饮食干预方面，对于偏好油炸食品、高糖饮料等高热量食物的儿童，已有研究[7]证实，通过科学

调整饮食结构，如增加新鲜蔬果摄入、减少高糖食品供给、丰富膳食营养种类等措施，能够显著降低儿

童超重及肥胖风险。建议家校共同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培养儿童健康饮食习惯。 
在运动干预领域，针对运动量不足的儿童，建议严格控制久坐时间，将每日屏幕使用时间限制在 1 小

时以内，并结合儿童年龄特点，设计趣味性强、参与度高的运动项目，逐步提升儿童运动量。研究[8]表
明，限制屏幕时间可有效减少久坐行为，对改善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问题具有积极作用。从运动生理

学角度来看，科学合理的运动干预不仅有助于控制体重，更能促进儿童神经肌肉发育，增强骨骼健康[9]。 
(二)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学龄前儿童家长的报告间接评估了目标儿童群体的超重/肥胖发生

率，并初步识别了与超重/肥胖相关的风险因素，包括家长认知水平、儿童饮食习惯、睡眠模式及身体活

动水平等。鉴于家长在儿童饮食、运动和生活规律等方面具有主导性影响[10]，为深入探究上述危险因素

的影响机制并验证干预效果，后续可依托儿童家长及幼儿园实施针对性行为干预。通过比较不同干预方

案的结果，旨在总结出最具实效性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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