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境内海拔一般为1500～2000ｍ�日照时数
2583．9ｈ�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在每年的4—10月�大部分时间为晴
天�太阳光紫外线辐射指数为5级以上 ［4］�对人体皮肤伤害较大�容
易诱发皮肤性疾病。在各类型疾病中�高血压患病率达到16．8％�
这很可能和体育教师自身的身体状况有关。据调查表明�甘肃省高
校体育教师体重超重与肥胖率达到了33．6％ ［5］�而肥胖是诱发高
血压病的主要因素之一。

就体育教师运动损伤与身体疾病致病影响因素看�主要为
场地设施问题 （49．2％ ）、天气与气候因素 （44．2％ ）、过度疲劳
（30．6％ ）�其 影响因素比例较小。有研究表明�甘肃省高校普
遍存在体育经费投入不足的现象 ［6］�高校供体育教学活动的室
内篮球场馆很少�所建体育场地多为水泥材料铺设而成的室外
场地�场地建设缺乏技术标准和专业指导�所铺的运动场地硬度
大�地面滑�再加上所调查的高校在地理位置上属黄土高原湿陷
区�地面容易下陷和断裂�并且由于缺乏资金�对场地不能进行
有效的维护�造成运动场地平整度较差�运动中对腰部、膝关节、
踝关节等部位的伤害很大�从而容易形成运动损伤。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①甘肃省高校体育教师运动损伤与身体疾病患病率
均体现出高发性的特征�男教师明显高于女教师�专业课教师高
于公共课教师�体育教师运动损伤患病率随职称的升高呈明显

增加的趋势。②膝关节运动损伤与皮肤病 （主要为日光性黑斑
和日光性皮炎 ）是体育教师的职业流行病。③场地设施问题、
自然环境与天气因素、过度疲劳是致病的主要因素。
4∙2　建议　针对甘肃省高校体育教师运动损伤与身体疾病的流
行病学特征�应加强标准化体育场馆建设力度�合理配置体育教师
任职数�减轻教师的工作负荷�增强体育教师卫生保健和防护意识�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体育教师运动损伤与身体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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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肥胖及 【流行病学与预防保健】
体育锻炼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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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体重状况了解兰州市市政机关工作人员体质健康的现状�为合理地制定行政机关的工作与休息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法、测量法、数据统计法进行分析。结果　兰州市352名年龄在20～39岁的市政机关工作人员中�体
重超过标准体重的108人�占30．68％。其中男性70人�占19．89％；女性38人�占10．80％。373名年龄在40～59岁的市政机关工
作人员中�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为223人�占59．70％。其中男性138人�占37．00％；女性85人�占22．79％。结论　从身体健康状
况来看�总体上女性健康状况优于男性。男性健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肥胖�占超重总人数的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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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从根本上改善
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身体素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和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及 《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规定》�在
2005年开展了全国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这是全民健身工
作向着科学化迈进的重要标志。因为建立国民体质监测指标体
系�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工作�通过对国民体质状况进行动态观察
和比较�可以解决以科学方法客观评价发展体育运动效果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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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而为衡量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成果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成
就�为进一步开展全民健身工作�为有效增强国民体质提供科学
依据。2008年我们通过对兰州市 725名行政机关人员进行了
体质测试�依据数据和问卷调查对肥胖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1　测试对象、仪器及方法
1．1　测试对象　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等市直机关14
个单位的725人�其中20～39岁年龄段共352人�40～59岁年
龄段373人。
1．2　测试仪器及方法　仪器：韩国产ＤＸ-200身体成分分析仪�
ＤＸ-200是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生物阻抗方法 （ＢＩＡ）实现自
动化测量过程的仪器。

测试方法：让被测试者站在仪器上�并将仪器的数据线连接
到被测试者的身体上�即可得到详细的身体成分数据�包括基础
代谢率、脂肪百分比、水分的含量、细胞内外液的分布�同时还将
推算出矿物质、蛋白质、肌肉的含量。本研究仅对受试者的体重
进行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身体健康、国民体质等相关的文献
资料。
2．2　测量法　运用身体成分分析仪对兰州市市政机关工作人
员的体成分进行了测量。
2．3　问卷调查法　在测量现场�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兰州
市市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体育锻炼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280份�收回28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275份�有效
率98．21％。
2．4　数据统计法　所有数据在ＥＸＣＥＬ2007下完成。

3　结果与分析
3．1　兰州市市政机关工作人员体重测试结果及分析　肥胖被

认为是 “一种以脂肪形式储存过多能量的 ”躯体疾病。肥胖实
际是人体体脂含量过高�判定肥胖的标准应以人体的体脂水平
为基础 ［1-2］。人体标准体重的计算公式为：（身高 —100）×0．9�如
果体重超过标准体重�则称为超重或肥胖�肥胖度的计算一般采
用下列公式：超体重百分率 （％ ）＝（实际体重—标准体重 ）÷标准体重
×100％。当个人实测体重超过标准体重�在10％ ～20％之间为
超重；在＞20％～40％之间为轻度肥胖；在 ＞40％ ～50％之间为
中度肥胖；超过50％为重度肥胖 ［3］。依据上述划分方法�我们
对本次测试的725名行政人员的体重状况进行了统计�结果见
表1。

表1的数据显示�兰州市352名年龄在20～39岁的市政机
关工作人员中�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达到 108人�占 30．68％。
其中男性70人�占19．89％；女性38人�占10．80％。373名年
龄在40～59岁的市政机关工作人员中�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为
223人�占59．79％�其中男性138人�占37．00％；女性85人�占
22．79％。可以看出2个年龄段市政机关工作人员体重的超重率
均超出全国22．8％成年超重率 ［4］�尤其以40～59岁年龄段的
市政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从2个年龄段的女性肥胖率看出�女性
情况虽好于男性�但情况仍不容乐观�特别是在40～59岁的年
龄段中�女性的超重率已达到全国成人超重率的水平。
3．2　兰州市市政机关工作人员体育锻炼状况的调查分析　我
们把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分成4个档次�即每周锻炼1次�
1、2次�3、4次和≥5次�从表2统计的结果看出�每周参加锻炼
1、2次的人数最多�男、女分别达到了31．9％和38．7％�其次为
3、4次的人数�而两端的比例基本接近。对不参加体育锻炼的
情况分为6种�表2的统计结果显示�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的
锻炼的人数居首�男、女分别达到31．4％和25．5％�而在对女性
的统计中�因为自己的惰性、无人组织、无活动场地等因素而不
锻炼的人数紧随其后。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务员工作
压力大、工作繁忙、无活动场所等确实是不能参加体育锻炼的客
观因素�从而使公务员出现了体重超重倾向。

表1　兰州市725名市政机关工作人员中超重及肥胖人员检出情况 ［人 （％ ） ］
年龄

（岁 ）
检查

人数

超重

男 女

轻度肥胖

男 女

中度肥胖

男 女

重度肥胖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合计

20～39 352 40（37．03）24（22．22）27（25．00） 10（9．26） 2（1．85） 3（2．78） 1（0．93） 1（0．93） 70（19．89）38（10∙80）108（100．00）
40～59 373 48（21．52）36（16．14）35（15．70）32（14．35）51（22．87） 15（6．73） 4（1．79） 2（0．90） 138（37．00）85（22．79）223（100．00）

表2　兰州市280名市政机关工作人员参加锻炼情况 （％ ）
性别

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 （106人 ）
1次／周 1、2次／周 3、4次／周 ≥5次／周

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 （174人 ）
无兴趣 惰性 工作忙没时间 无活动场地 没人组织 其他

男 10．7 31．9 17．3 10．6 13．3 18．5 31．4 19．8 9．3 7．7
女 10．4 38．7 17．3 10．2 11．8 21．2 25．5 13．6 15．4 12．6

4　控制体重和肥胖的建议及对策
4．1　建议　肥胖和超重虽然都有机体热能不平衡的结果�但有
不同内涵。平日不爱活动或活动量极少的虚胖者�即使不超重�
也会出现体脂过渡积聚问题。轻度肥胖除体重超重外�无其他
症状�只不过行动不便；中度以上肥胖者危害很大。根据不同年
龄段分析�人体在40岁以后�因生理上的变化�体内脂肪积累快
速增加 ［4］�此时如不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科学健身和注重饮
食�就会因体内脂肪过量而产生肥胖症和心血管系统方面的
疾病。
4．2　对策　①挤出锻炼时间�加强开展科学有效、简便易行的
健身体育活动。控制体重应包括有氧健身和肌肉健美的活动�

用有氧健身减轻体重或控制体重是通过加大运动强度、运动时
间和次数达到最大量地消耗热量�清除脂肪的目的；肌肉健美是
针对保持或增加瘦体重和维持基础代谢的�建议每周进行二三
次�进行中等强度的重复练习15到25次。②食物选择：对于体
重超重或肥胖的人来说�不必马上就改变饮食习惯�也不必将脂
肪吸收降至占热量的10％�但每天应该尽量减少高脂肪含量的
食物�正确地将低脂肪食品结合在一起既能提供能量�满足对蛋
白质的需求�又能提供其他营养。③行为方法：行为疗法是控制
体重或减轻肥胖的一个重要方法�基本思路是：ａ）认清你希望改
变的行为�特指需要改变的饮食行为；ｂ）分析你的日常饮食行
为�计划新的饮食行为。新行为应包括对饮食的调整以及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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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ｃ）设计新的强化法或奖励法鼓励新的饮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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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部分30～70岁居民 【流行病学与预防保健】
高血压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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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通辽市30～70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现状及其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关系。为预防和
控制高血压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年龄在30～70岁居民840人进行调查�包括问卷调查、测身
高、体重、血压、脉搏等�对其结果进行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社区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43．6％。男性高于女性
（χ2＝17．06�Ｐ＜0∙01）�并有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趋势 （χ2＝148．50�Ｐ＜0∙01）；文化程度越低则患病率越高 （χ2＝26．25�
Ｐ＜0∙01）。结论　应建立高血压防治体系�加强危险因素干预、以遏制高血压流行的快速增长趋势。
关键词　居民；高血压；流行病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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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朝辉�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028000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危害居民健康的疾病�同时又是心脑血管
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通辽地处内蒙古中东部�蒙古族居住较多。
为了解居民高血压患病现状。2007—2008年6月笔者对通辽市部
分社区30～70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现状及其危险因素进行了流行病
学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学苑等社区进行抽样选年
龄在30～70岁居民作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和体检相结合。采用经标准检验合格的
台式血压计进行血压测量�受检者测量前休息5ｍｉｎ�测量2次取
均值。
1．3　诊断标准　按ＷＨＯ标准。收缩压≥140ｍｍＨｇ和舒张压≥
90ｍｍＨｇ（1ｍｍＨｇ＝0∙133ｋＰａ）或有高血压病吏 （近2周正在服药

者 ）诊断为高血压 ［1］。正常高值为：收缩压120～139ｍｍＨｇ、舒张
压在80～90ｍｍＨｇ、正常血压为收缩压 ＜120ｍｍＨｇ、舒张压
＜80ｍｍＨｇ［1］。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11．5软件�数据由专人进行计算机
输入�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率的比较。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此次有效调查共840人�男性382人�占45．5％；女
458人�占54．5％�男女之比为1∶1．20。文化程度：大学374人�占
44．5％；高中 （中专 ）236人�占28．1％；初中128人�占15．2％；小学
76人�占9％；文盲26人占3∙1％。
2．2　血压情况　840人中高血压患病366人患病率为43．6％。血
压正常高值为108人、占12．9％。
2．2．1　高血压在不同性别中的分布　男女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
51．3％和37．1％（男女性别比为1∶0．87）�经趋势性χ2检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Ｐ＜0∙01）�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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