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血压发病的作用可能高于肥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 ,应对

高温作业人群加强健康监测、控制吸烟 ;加强高温防护是预防

高血压患病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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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村居民超重及肥胖影响因素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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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目的 　研究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在山东省中西部农村 25岁 ～人群中的流行规律、分布特点及影响
因素。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原则 ,共调查 16 388人 ,进行问卷调查并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血压。采用葡
萄糖氧化酶法进行空腹血糖测定。描述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在人群中的分布特点及流行特征 ,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超重、肥胖、中心性肥胖的粗患病率分别为 35128% , 15131% , 40163% ;标化患病率分别为 34195% , 15142% ,

38153%。男性高于女性。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的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患病率均相同。超重与
肥胖人群比例为 213: 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女性 (OR = 11749)、高学历、服务管理职业 (OR = 11534)、年龄、
高收入、静态生活方式 (OR = 11088)是肥胖的危险因素 ,生活压力 (OR = 01947)则为其保护性因素。结论 　超重、肥
胖和中心性肥胖在山东省农村患病情况较严重 ,处于较高水平 ,应针对主要危险因素制定防治对策。

关键词 : 超重 ;肥胖 ;中心性肥胖 ;农村居民 ;流行病学

Ep idem iology and r isk factor of overwe ight, obesity and cen tra l obesity in m idwestern rura l area of Shandong pro2
v ince, Ch ina　M A J i2xiang, M EN G Q ing2yue, YU Yang, e t a l. Shandong Center fo r D isease Contro l and P revention ( J i’

nan 250014, China )

Abstract: O bjective　To analyze ep idem io log ic charac te ris tics and influen tia l fac to rs of overw eight, obes ity and cen2
tra l obes ity am ong res idents aged > 25 years in rura l m idw estern area of Shandong p rovince. M ethods　A to ta l of 16388 ru2
ra l res idents w ere se lec ted w ith m ulti2stage s tra tif ied random sam p ling. A ll partic ipan ts w ere interv iew ed w ith a s tandard

questionna ire. A nthropom etric indicators inc lud ing he ight, w eigh t, w ais t c ircum ference w ere m easured. G lucose ox idase assay

w as em p loyed for fas ting p lasm a glucose ( FPG ) tes t. Ep idem io log ic charac te ris tics and influentia l fac to rs of overw eigh t, obe2
s ity and central obes ity w er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 rude p reva lence ra te for overw eigh t, obes ity, cen tral obes ity

w as 35128% , 15131% , 40163% , w hile age2adjus ted p revalence rate w as 34195% , 15142% , 38153% , respec tive ly. The

p reva lence ra te of overw eigh t, obes ity and cen tra l obes ity in fem ale w as higher than that of in m ale. The p reva lences of over2
w eight, obes ity and cen tra l obesity w ere differen t be tw een d ifferen t g roups c lass if ied by age, educa tion, incom e and occupa2
tion. Ratio of overw eight to obesity w as 213: 1. L og is tic regress ion ana lys is ind icated tha t fem ale (O R = 11749) , h igh educa2
tion leve l, se rvice occupa tion, physica l exerc ise (OR = 11715) , h igh leve l of incom e, age, seden ta ry behavior (O R = 11088)

w ere risk factors of obesity. S tress (O R = 01947) w as p rotective fac to rs of overw eight, obes ity and cen tra l obes ity. Conclu2
sion　Preva lence rates for overw eight, obes ity and cen tra l obes ity w ere a t a h igh leve l in m idw este rn ru ra l a rea of Shandong

p rov ince. It is requ ired to s trengthen interven tions on m ajor risk factors.

Key words: overw eigh t; obes ity; cen tra l obesity; rura l a rea; ep idem 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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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重和肥胖正日益影响人群的身体健康状态。东西方人

群肥胖的判定标准不一 ,欧美国家按照体质指数 (BM I) ≥30

的标准 ,其肥胖患病率一般在 20%左右〔1〕。20世纪 90年代 ,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对我国 20～70岁 24万人的调查分析显

示 , BM I在 25～2919者占 2414% , BM I≥30者占 3101%〔2〕。

另有研究显示 ,山东省女性超重及肥胖患病率高于国内其他

地区〔3〕。过去认为 ,肥胖是与经济条件、生活密切相关的疾

病 ,多发生在经济条件好、生活水平高的地区。在经济欠发

达、生活水平低的地区 ,肥胖的患病情况相对并不被重视。为

此 , 2007年 5月 ,对山东省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

的超重、肥胖及中心性肥胖的流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

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和地理位置 ,在山东省西部和中部抽取 8个县 (市、

区 ) ,每县 (市、区 )按照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 2个乡镇 ,每个乡

镇随机抽取 2个村 ,每村按户主花名册进行系统抽样 ,被抽取

家庭内所有 25岁 ～常住人口均为调查对象。每个村计划调

查 300户 (约 600人 ) ,户数不足 300户的村 ,从临近村仍按照

同法补足。

112　方法 　采用自行编制的调查表 ,由调查员入户进行问卷

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基本状况、个人健康状况、膳食、行

为、生活方式、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及疾病家族史等。调查次日

对调查对象进行身高、体重、腰围、血压、空腹血糖检查。超

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诊断标准以《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

症预防和控制指南 》的分级标准〔1〕: BM I < 1815 kg/m2 为低体

重 , 1815≤BM I < 24 kg/m2 为正常 , 24≤BM I < 28 kg/m2 为超

重 ,BM I≥28 kg/m2 为肥胖。男性腰围 ≥85 cm,女性腰围 ≥

80 cm为中心性肥胖。

1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310和 SAS 91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率的标化采用山东省 2000年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数据。

2　结 　果

211　基本情况 　共调查 40个村 16 388人 ,平均年龄 (51187

±13162 )岁 ,其中男性 ( 53121 ±13155 )岁 ,女性 ( 50187 ±

13157)岁 ,男性高于女性 ( t = 10169, P < 0101)。男女比例为

0175: 1 (7 014 /9 374)。

212　超重、肥胖及中心性肥胖患病率 (表 1, 2 ) 　总人群超

重、肥胖及中心性肥胖标化患病率分别为 34195% , 15142% ,

38153%。男 性 标 化 患 病 率 分 别 为 33156% , 13140% ,

36140%。女 性 标 化 患 病 率 分 别 为 36107% , 16178% ,

40180%。女性超重、肥胖及向心性肥胖患病率均明显高于男

性 ( P < 0105)。超重与肥胖的比例为 213: 1。

表 1　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居民超重及肥胖流行特征

项 　目
男性

人数 超重例数 % 肥胖例数 %

女性

人数 超重例数 % 肥胖例数 %

合计

人数 超重例数 % 肥胖例数 %

年龄 (岁 )

　25～

　35～

　45～

　55～

　65～

　合计

收入 (元 )

< 1 500

　1 500～

　2 500～

　3 500～

　5 500～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职业

　农民

　家务

　服务管理

　工人

　无职业

664 215 32. 38b 111 16. 72b 1 115 355 31. 84b 154 13. 81b 1 779 570 32. 04b 265 14. 90b

1 502 563 37. 48 243 16. 18 2 522 1 013 40. 17 489 19. 39 4 024 1 576 39. 17 732 18. 19

1 722 620 36. 00 200 11. 61 2 263 935 41. 32 455 20. 11 3 985 1 555 39. 02 655 16. 44

1 721 557 32. 36 169 9. 82 1 962 716 36. 49 398 20. 29 3 683 1 273 34. 56 567 15. 40

1 352 328 24. 26 87 6. 43 1 459 442 30. 29 187 12. 82 2 811 770 27. 39 274 9. 75

6 961 2 283 32. 80a 810 11. 64a 9 321 3 461 37. 13 1 683 18. 06 16 282 5 744 35. 28 2 493 15. 31

1 484 407 27. 43b 120 8. 09b 1 728 595 34. 43b 283 16. 38b 3 212 1 002 31. 20b 403 12. 55b

1 325 417 31. 47 134 10. 11 1 686 606 35. 94 289 17. 14 3 011 1 023 33. 98 423 14. 05

1 406 455 32. 36 169 12. 02 1 882 678 36. 03 345 18. 33 3 288 1 133 34. 46 514 15. 63

1 304 456 34. 97 167 12. 81 1 842 718 38. 98 336 18. 24 3 146 1 174 37. 32 503 15. 99

1 290 501 38. 84 193 14. 96 1 958 782 39. 94 397 20. 28 3 248 1 283 39. 50 590 18. 71

1 393 350 25. 13b 96 6. 89b 4 639 1 666 35. 91b 829 17. 87 6 032 2 016 33. 42b 925 15. 33b

2 128 666 31. 30 214 10. 06 2 528 981 38. 81 439 17. 37 4 656 1 647 35. 37 653 14. 02

2 603 933 35. 84 370 14. 21 1 838 686 37. 32 347 18. 88 4 441 1 619 36. 46 717 16. 15

782 324 41. 43 118 15. 09 257 108 42. 02 58 22. 57 1 039 432 41. 58 176 16. 94

4 637 1 498 32. 31b 492 10. 61b 6 074 2 336 38. 46b 1 079 17. 76b 10 711 3 834 35. 79b 1 571 14. 67b

404 129 31. 93 41 10. 15 2 163 746 34. 49 417 19. 28 2 567 875 34. 09 458 17. 84

716 299 41. 76 148 20. 67 284 103 36. 27 63 22. 18 1 000 402 40. 20 211 21. 10

621 212 34. 14 69 11. 11 183 71 38. 80 35 19. 13 804 283 35. 20 104 12. 94

578 144 24. 91 61 10. 55 611 203 33. 22 90 14. 73 1 189 347 29. 18 151 12. 70

　　注 :男性与女性比较 , a P < 0105;各分组间比较 , b P < 0105。

128中国公共卫生 2009年 7月第 25卷第 7期　　Ch in J Public H ea lth Jul 2009 Vol. 25 N o. 7

　　　

中国公共卫生 

CPH



表 2　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居民中心性肥胖流行特征

项　目
男性

人数 中心性肥胖例数 %

女性

人数 中心性肥胖例数 %

合计

人数 中心性肥胖例数 %

年龄 (岁 )
　25～
　35～
　45～
　55～
　65～
　合计
收入 (元 )

< 1 500
　1 500～
　2 500～
　3 500～
　5 500～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职业
　农民
　家务
　服务管理
　工人
　无职业

664 246 37. 05b 1 112 312 28. 06b 1 776 558 31. 42
1 497 625 41. 75 2 514 1041 41. 41 4 011 1 666 41. 54
1 718 618 35. 97 2 262 1130 49. 96 3 980 1 748 43. 92
1 714 580 33. 84 1 958 1018 51. 99 3 672 1 598 43. 52
1 348 377 27. 97 1 455 652 44. 81 2 803 1 029 36. 71
6 941 2 446 35. 24 a 9 301 4 153 44. 65 16 242 6 599 40. 63

1 483 417 28. 12b 1 727 778 45. 50 3 210 1 195 37. 23
1 319 426 32. 30 1 685 713 42. 31 3 004 1 139 37. 92
1 400 500 35. 71 1 879 847 45. 08 3 279 1 347 41. 08
1 299 495 38. 11 1 839 800 43. 50 3 138 1 295 41. 27
1 288 540 41. 93 1 946 903 46. 40 3 234 1 443 44. 62

1 389 348 25. 05b 4 628 2191 47. 34b 6 017 2 539 42. 20
2 119 691 32. 61 2 527 1124 44. 48 4 646 1 815 39. 07
2 599 1 021 39. 28 1 834 691 37. 68 4 433 1 712 38. 62

780 363 46. 54 254 119 46. 85 1 034 482 46. 62

4 618 1 501 32. 50b 6 058 2612 43. 12b 10 676 4 113 38. 53
405 156 38. 52 2 164 1056 48. 80 2 569 1 212 47. 18
715 390 54. 55 284 121 42. 61 999 511 51. 15
621 220 35. 43 181 73 40. 33 802 293 36. 53
577 181 31. 37 608 288 47. 37 1 185 469 39. 58

　　注 :男性与女性比较 , a P < 0105;各组间比较 , b P < 0105。

213　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危险因素分析 (表 3) 　以是否

患有超重、肥胖或中心性肥胖为因变量 ,以相关因素为自变

量 ,进行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对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

量进行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女性、高文化程度、

服务管理职业、年龄、高收入、静态生活方式是肥胖的危险因

素 ;生活压力则为其保护性因素。

表 3　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居民超重 /肥胖及中心性

肥胖 L og 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β P值 OR 95% C I

性别 (女 /男 ) 0. 559 0. 000 1. 749 1. 621～1. 886
文化程度 　初中 0. 161 0. 002 1. 174 1. 061～1. 300
　　　　　高中以上 0. 343 0. 000 1. 409 1. 203～1. 650
职业 　家务 0. 162 0. 001 1. 176 1. 066～1. 297
　　　服务管理 0. 428 0. 000 1. 534 1. 322～1. 781
　　　工人 - 0. 044 0. 573 0. 957 0. 821～1. 115
　　　无职业 0. 123 0. 090 1. 131 0. 981～1. 304
运动 (是 /否 ) 0. 539 0. 000 1. 715 1. 407～2. 090
年龄 (岁 ) 　35～ 9. 520 0. 000 1. 683 1. 495～1. 894
　　　　　45～ 0. 543 0. 000 1. 721 1. 521～1. 948
　　　　　55～ 0. 410 0. 000 1. 506 1. 323～1. 715
　　　　　65～ - 0. 028 0. 714 0. 972 0. 837～1. 130
收入 (元 ) 1 500～ 0. 053 0. 310 1. 055 0. 951～1. 170
　　　　　2 500～ 0. 124 0. 017 1. 133 1. 023～1. 254
　　　　　3 500～ 0. 167 0. 002 1. 182 1. 064～1. 314
　　　　　5 500～ 0. 265 0. 000 1. 303 1. 171～1. 450
生活压力 (有 /无 ) - 0. 055 0. 012 0. 947 0. 907～0. 988
静态时间 ( < 4d /≥4h /d) 0. 084 0. 013 1. 088 1. 018～1. 163

3　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 ,山东省中西部农村地区 25岁 ～成人超

重、肥胖远远高于 2002年全国营养调查超重 (2218% )和肥胖

水平 ( 711% )〔4〕,也高于山东省 2000 年水平〔5〕,与山东省

2002年营养调查农村超重 (3513% )、肥胖 (1611% )患病水平

相当 ,中心性肥胖患病率低于 2002年水平 ( 4611% )〔6〕。超

重与肥胖的比例达到 213: 1,表明调查人群肥胖发展阶段已

经接近欧美国家〔1〕。超重与肥胖的流行分布特点是经济发

达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 ,城市高于农村。本次调查主要在山

东省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预测全省其他地区肥胖与超重

的流行水平可能要更高。因本次调查人群 25～34岁年龄组

人群明显低于其他年龄组 ,调查结果会因年龄影响而有一定

程度偏高。

王惠君等对中国 9省市的调查发现 , 2004年男性中心性

肥胖的患病率约为 4016% ,女性约为 4517%〔7〕。本次调查发

现 ,我省中西部地区的中心性肥胖男性粗患病率比全国调查

结果略低 ,女性基本相同 ,但远远高于广西省 2000年和广东

省 2002年的患病水平〔8 - 9〕。

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女性、高文化程度、服

务管理职业、年龄、体育锻炼、收入、静态活动时间是肥胖的危

险因素 ,生活压力则为其保护性因素。体育锻炼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可能是发生肥胖后比正常人更注重体育锻炼的原因 ,

是一种伴随现象。因此 ,为预防控制肥胖 ,应注意合理膳食、

加强体育锻炼 ,减少静态活动时间。青年人群应是肥胖控制

的重点人群 ,加强该人群的宣传教育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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