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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江西省赣州市随迁儿童超重肥胖现状及与父母职业的关联，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

据。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9年4~5月对江西省赣州市区4177名7~12岁随迁儿童进行

问卷调查和体格测试。结果：江西省赣州市随迁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为13.2%；不同父、母职业组间的

随迁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存在差异，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3.24和9.66，P值均<0.05)；
父、母职业为商人的随迁儿童超重肥胖发生风险分别是父、母职业为其他的随迁儿童的2.21倍(95% CI = 
1.31~3.79, P < 0.05)和1.68倍(95% CI = 1.13~2.60, P < 0.05)，父、母职业为农民的随迁儿童超重肥胖

发生风险分别是父、母职业为其他的随迁儿童的0.68倍(95% CI = 0.47~0.91, P < 0.05)和0.61倍(95% CI 
= 0.34~1.09, P < 0.05)。结论：父、母职业为商人与随迁儿童超重肥胖呈正相关，父、母职业为农民与

随迁儿童超重肥胖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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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weight-obesity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occupation in Ganzhou, Jiangxi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intervention 
measures. Methods: 4177 migrant children aged 7~12 from Ganzhou, Jiangxi Province were investi-
gated by questionnaires and physical tests from April to May, 2019.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obesity of migrant children in Ganzhou, Jiangxi Province was 13.2%.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obesity of migrant children among different father and mother occupational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χ2 values were 13.24 and 9.66 respectively,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mi-
grant children whose parents’ occupations were else, the risks of overweight-obesity of migrant 
children whose parents were businessmen were 2.21 times (95% CI: 1.31~3.79, P < 0.05) and 1.68 
times (95% CI: 1.13~2.60, P < 0.05)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migrant children whose par-
ents’ occupations were else, the risks of overweight-obesity of migrant children whose parents were 
farmers were 0.68 times (95% CI: 0.47~0.91, P < 0.05) and 0.61 times (95% CI: 0.34~1.09, P < 0.0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overweight-obesity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businessmen identity.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over-
weight-obesity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farmers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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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持续增长，截止 2018 年底，我国流动人口数

量高达 2.44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7.5% [1]。随着流动人口从单一个体迁移到家庭迁移模式的转变，越

来越多的子女跟随父母一起流动至输入地[2]，且输入地也逐渐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演变。到 2015 年，全

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达 1367.1 万人，比上年增加 72.37 万人[3]。江西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劳务

输出省份，向外省(市)输入了大量劳工，同时也有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本省城市转移，赣州作为江西省

第二大城市，吸收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2018 年，赣州市中心城区建成区扩至 180 平方公里，城市人口

增加到 179 万人[4]。 
目前有关随迁儿童超重肥胖的研究并不多，郑月圆[5]报道，余姚市 0~3 岁随迁儿童的肥胖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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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赵广英等[6]报道，深圳市 3~6 岁随迁儿童的肥胖检出率为 5.56%；杨茂林等[7]报道，上海市 7~13
岁随迁儿童肥胖检出率为 14.8%。研究报道随迁儿童肥胖的原因，主要有饮食[8]、居住地经济水平、家

庭收入[9]等，刘丹[10]分析指出，家庭收入与儿童超重肥胖率呈正相关。而父母职业是家庭收入的决定

性因素，分析父母职业与儿童肥胖的关联性，从家庭社会经济视角进一步研究导致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

目前有关父母职业与随迁儿童肥胖问题的报道较少。本研究以江西省赣州市随迁儿童为研究对象，分析

父母职业与随迁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19 年 4~5 月在江西省赣州市随机抽取小学 6 所(市区、郊区各 3 所)，
排除病理性肥胖者后共 4177 名随迁儿童纳入研究。其中男生 2289 名(54.8%)，女生 1888 名(45.2%)，年

龄跨度 7~12 岁。本研究调查前得到受试者本人及其监护人的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通过赣南师范大

学体育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与批准。 

2.2. 方法 

2.2.1. 问卷调查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1) 基本信息：姓名、户籍所在地、性别、

年龄、年级等；2) 父、母亲职业：公务员、工人、公司职员、商人、农民、其他[11]。本研究中，问卷

主体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4。 

2.2.2. 体格检查 
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2014 年修订)》[12]规定的学生体质调研细则，由统一培训的调查

员使用同型号身高体重测量仪(上海恒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对受试者的身高、体重进行测量。测量时，要

求受试者赤足站立，身穿薄衣，双眼平视前方，头部保持正直，双臂自然下垂，身高、体重分别以 cm、

kg 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每名受试者的身高和体重连续测量 3 次，每次间隔 30 s，取平均值。

根据身高、体重计算体质量指数 BMI，消瘦、超重肥胖的筛查采用“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13]
和“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14]。 

2.3. 质量控制 

成立由体育教师和体育专业学生组成 5 个工作组，每组由 1 名体育教师和 3 名学生组成。调查前对

工作组成员进行一周的统一培训，每个成员对问卷内容、体格测量方法及注意事项等非常熟知。问卷调

查和体格测量均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时由一名调查员读题讲解，其它三名巡视指导，协助学生

完成问卷，问卷调查填写时间约 20 min，经调查员审查无误后，整班收回；体格测量在问卷调查后随即

开展，其中两名调查员负责测量，一名调查员负责记录，一名调查员维持秩序，当两名测量员读数一致

时，记录员方可记录。 

2.4. 统计学分析 

数据使用 EpiData 3.0 软件双录入，录入后核检数据库，使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江

西省赣州市随迁儿童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体重分类对比、不同父母职业组间的随迁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比

较采用χ2检验，父母职业对随迁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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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随迁儿童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体重分类对比 

在 4177 名随迁儿童中，消瘦、正常、超重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9.0%、77.8%和 13.2%。其中男、女随

迁儿童的超重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16.3%和 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34.87, P < 0.01)，不同年龄组间

的随迁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差异也存在统计学意义(χ2 = 19.34, P < 0.01)，其中 10 岁组随迁儿童的超重肥

胖检出率最高(16.2%)，12 岁组随迁儿童的超重肥胖检出率最低(9.0%)。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weight classification of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 1. 随迁儿童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体重分类对比 

性别与年龄 人数 消瘦 正常 超重肥胖 χ2值 P 值 

性别     34.87 0.000 

男 2289 228 (10.0) 1689 (73.8) 372 (16.3)   

女 1888 147 (7.8) 1560 (82.6) 181 (9.6)   

年龄/岁     19.34 0.002 

7 252 16 (6.3) 203 (80.6) 33 (13.1)   

8 539 38 (7.1) 432 (80.1) 69 (12.8)   

9 573 52 (9.1) 446 (77.8) 75 (13.1)   

10 1093 114 (10.4) 802 (73.4) 177 (16.2)   

11 942 110 (11.7) 703 (74.6) 129(13.7)   

12 778 45 (5.8) 663 (85.2) 70 (9.0)   

合计 4177 375 (9.0) 3249 (77.8) 553 (13.2)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3.2. 随迁儿童不同父母职业组间的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 

不同父、母职业组间的随迁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存在差异，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 13.24
和 9.66，P 值均<0.05)。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detection rates among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parental occupations 
表 2. 随迁儿童不同父母职业组间超重肥胖检出率对比 

职业 人数 
正常 超重肥胖 

χ2值 P 值 
N = 3249 N = 553 

父    13.24 0.000 

公务员 304 265 (87.2) 39 (12.8)   

工人 1209 1066 (88.2) 143 (11.8)   

公司职员 1047 944 (90.2) 103 (9.8)   

商人 965 725 (75.1) 240 (24.9)   

农民 126 115 (91.3) 11 (8.7)   

其他 151 134 (88.7) 1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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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母    9.66 0.002 

公务员 287 261 (90.9) 26 (9.1)   

工人 1243 1048 (84.3) 195 (15.7)   

公司职员 1058 944 (89.2) 114 (10.8)   

商人 862 678 (78.7) 184 (21.3)   

农民 179 166 (92.7) 13 (7.3)   

其他 173 152 (87.9) 21 (12.1)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3.3. 父母职业对随迁儿童超重肥胖影响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体重分类[正常(参考)，超重肥胖]为因变量，以父、母职业[公务员，工人，公司职员，商人，农民，

其他(参考)]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职业为商人的随迁儿童超重肥胖呈正相关(OR 
= 2.21, 95% CI = 1.31~3.79, P < 0.05) (OR = 1.68, 95% CI = 1.13~2.60, P < 0.05)，父、母职业为农民的随迁儿

童超重肥胖呈负相关(OR = 0.68, 95% CI = 0.47~0.91, P < 0.05) (OR = 0.61, 95% CI = 0.34~1.09, P < 0.05)。见

表 3。 
 
Table 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occupation o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of migrant 
children 
表 3. 父母职业对随迁儿童超重肥胖影响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 

职业 β值 标准误 Waldχ2值 OR 值(95% CI) P 值 

父      

公务员 0.08 0.14 0.41 1.36 (0.75~1.59) 0.74 

工人 0.06 0.28 0.39 1.09 (0.96~2.86) 0.67 

公司职员 −0.11 0.34 0.36 0.71 (0.49~1.53) 0.44 

商人 0.38 0.26 1.04 2.21 (1.31~3.79) 0.01 

农民 −0.39 0.11 3.02 0.68 (0.47~0.91) 0.04 

其他    1  

母      

公务员 0.05 0.22 0.53 0.78 (0.61~0.99) 0.44 

工人 0.19 0.27 1.53 1.30 (0.68~1.82) 0.30 

公司职员 −0.08 0.45 0.08 0.86 (0.22~1.37) 0.73 

商人 0.47 0.30 1.66 1.68 (1.13~2.60) 0.03 

农民 −0.50 0.31 2.78 0.61 (0.34~1.09) 0.03 

其他    1  

4. 分析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江西省赣州市 7~12 岁随迁儿童的超重肥胖检出率为 13.2%，该数值低于长三角地区

7~13 岁随迁儿童的超重肥胖检出率(20.2%) [15]，略低于江西省南昌市 7~11 岁儿童的超重肥胖检出率

(16.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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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父、母职业为商人与随迁儿童超重肥胖呈正相关，父、母职业为农民与

随迁儿童超重肥胖呈负相关。目前还未发现有关父母职业与随迁儿童肥胖的报道，而有关父母职业对儿

童肥胖影响的报道不一，梁融等[17]曾报道，父亲职业为职员是儿童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刘洋[18]曾报

道，父母职业为个体工商户是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赵明辉[19]曾报道，父母职业为体力劳动是中小学生

超重肥胖的保护因子。 
父母职业对随迁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应该是以家庭收入为中介的，尹小俭等[20]指出，造成我国儿童

青少年体格城乡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城乡之间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异。在公务员、工人、公司职员、商人、

农民这五类职业中，一般来讲，商人的收入最高，农民收入最低。高家庭收入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好的饮

食及健康服务供给[21]，对孩子肥胖的发生起到推动作用；此外，不同职业除了存在收入的差异，工作性

质的不同也会造成人们饮食习惯等的差异，相比公务员、工人、公司职员等职业，商人往往表现有更高

的在外就餐频率，其子女受父母饮食习惯的影响，往往也存在较高的在外就餐频率，这也是导致商人的

子女肥胖检出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江西省赣州市随迁儿童的超重肥胖状况受其父母职业的影响，父、母职业为商人与随迁

儿童超重肥胖呈正相关，父、母职业为农民与随迁儿童超重肥胖呈负相关。这对江西省随迁儿童超重肥

胖的防控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政府、学校可着重关注父母职业为商人的随迁儿童，通过采取一定

的饮食等健康知识宣教、运动干预等手段以降低随迁儿童群体的超重肥胖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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