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市冬季中老年人体育锻炼的调查分析 【流行病学与预防保健】
张胜林

摘要　目的　了解兰州市中老年人冬季参与体育锻炼情况�旨在对其进行指导。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
理统计法�对体育锻炼的动机、运动项目、运动地点和运动时段等进行调查。结果　增强体质减少疾病与其他3项动机分别
比较�均Ｐ＜0∙01；选择长走项的人多于慢跑、球类等项�Ｐ＜0∙01；运动地点多选择在空地、公园较多；67％的老年人冬季选
择早7时锻炼。结论　兰州市冬季自然环境很不理想�在部分时段极不适合中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但以体育锻炼增强体
质为宗旨�为中老年人体育锻炼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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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锻炼是在一定气象、气候条件下进行的�体育锻炼与气
象、气候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气象和气候条件的差异�影
响着开展体育锻炼的时间、地点和项目�同时也影响着锻炼者的
身体功能 ［1］。兰州市地理环境独特 （兰州市南北两侧环山�东
西狭长是兰州每到冬天都会出现严重污染天气的原因之一 ）�
属全国重工业城市�每年冬季环境污染严重�这对人的健康有着
严重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希望通过调查能为中老年人在
冬季体育锻炼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兰州市冬季参与体育锻炼的中老年人。
1．2　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环境及中老年人体育锻炼相关的资料。
1．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兰州市城市行政区域划分�对各区域
年龄在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利用晨练时间进行了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200份 （城关区男女各50份�回收有效问卷45份；
七里河区男女各50份�回收有效问卷 47份；安宁区男女各 50
份�回收有效问卷43份；西固区男女各50份�回收有效问卷47
份 ）回收有效率为91％。
1．2．3　统计学方法　对问卷调查数据运用 ＳＰＳＳ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
12．0软件包处理�结果用平均数±标准差 （﹣ｘ±ｓ）表示�所得数据
采用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Ｔｅｓｔ和 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Ｐ＜0∙05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兰州市冬季中老年人体育锻炼动机调查分析　见表1。
作者简介：张胜林�男�讲师�主要从事体育教育工作。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体育教学部�甘肃省兰州市 730050

表1　兰州市冬季中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动机 （﹣ｘ±ｓ�人 ）
性别 人数 增强体质减少疾病 消遣娱乐 减肥健美 其他

男 98 66．35±3．126∗∗ 10．01±2．114 9．23±3．0573．08±2．229
女 84 50．44±2．156∗∗ 8．21±2．011 12．35±3．1186．27±1．798
注：∗∗表示增强体质减少疾病与其他3项动机分别比较�均Ｐ＜0∙01。

　　动机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力源泉�是直接推动一个人进行
活动的内部动力�它包括个人的意图、愿望、心理的冲动、或企图
达到的目标等 ［2］。

兰州市中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动机调查显示�增强体质
减少疾病是中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最重要目的。主要有以下
原因：一是兰州市冬季季节性风大�气候干燥�早晚温差大 （5～
15℃ ）�中老年人体质差�免疫力低�易患各种流行性疾病 （如普
通感冒和流感、上呼吸道、下呼吸道的急性支气管炎等 ）�是疾
病患者的主要群体；二是虽然现代医学越来越发达�但医疗费用
仍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特别是对地处西北经济相对落后的兰州
市民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依靠低保生活�很多人根本病不起�
因此�增强体质、减少疾病、节约医疗开支是中老年人的共同愿
望 ［3-4］。
2．2　兰州市冬季中老年人体育锻炼项目　见表2。兰州市冬
季体育自然环境虽然不理想�但对长年喜欢运动的中老年人来
说�户外的体育项目是参与体育锻炼的首选。

从表2的统计来看�兰州市中老年 （男女 ）冬季体育锻炼的
内容以长走为主。但由于性别关系在项目选择上还是存在差
异�如男性中老年人除长走外�球类项目排在第2位�而女性中
老年人则将秧歌舞项目列为第2选择。这也说明男性中老年人
较喜欢具有竞争性的项目�女性中老年人喜欢较为柔和、富有美
感、运动量不大、能自我表现的锻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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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兰州市冬季中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项目 （﹣ｘ±ｓ�人 ）
性别 例数 慢跑 长走 球类 太极拳 秧歌舞 其他

男 98 14．02±2．114 　37．41±3．100∗∗ 18．201±2．581 13．21±3．671 0 3．54±1．426
女 84 7．21±1．458 　33．21±1．785∗∗ 8．45±1．785 3．28±2．719 18．20±2．561 6．21±1．698

　　注：∗∗表示长走项目与其他各项目分别比较�均Ｐ＜0∙01。

　　兰州市冬季中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场地基本选择在空地、公
园 （分别占到47．80％和28．57％ ）�而到体育馆、公路或街上及
其他地方的分别占16．48％、2．74％和1．64％。主要有以下原
因�一是城市居民习惯了自己辖区的生活�对自己住所周围的环
境比较熟悉�在锻炼的同时还能与其他中老年人闲聊�排遣孤独
感；二是与兰州市城市居民的经济条件有关�据调查兰州市各行
政辖区所属公园�目前只有城关区所属公园不收门票�其余各辖
区的公园都收价格不等的门票�对长年参与体育锻炼的中老年
人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三是近年来随着 《全民健身计
划》的实施和各省体育彩票事业的发展�政府在各社区的空地
上有选择地安装了体育健身器械�基本能满足中老年人体育锻
炼的需要。
2．3　兰州市冬季中老年人体育锻炼时段与持续时间　在调查
中发现�由于兰州市的地理位置�冬季早晨天亮较迟 （冬季大约
在7：00～7：30以后 ）�冬季早晨的平均温度低于0℃�低温给中
老年人锻炼带来了不利影响�加之早晨六七点是兰州市供暖燃
煤集中时段�空气污染最为严重 ［5］�所以大多数中老年人把时
间选择7时以后 （67％ ）�比夏季整整推迟了1个多小时 （但仍
有33％的中老年人喜欢早起锻炼 ）。持续时间也比一年的其他
季节缩短 （＜60ｍｉｎ的男女人数占到48％ ）。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①兰州市中老年人冬季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是积

极健康的。②兰州市中老年人在体育锻炼项目、场地的选择上
是理性的�符合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3．2　建议　①随着我国城市老龄人口剧增�行政部门应重视老
龄人的健康问题�并加大对社区或公共场所体育设施建设和体
育设备的投入�创造一个适合中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环境。
②兰州市早晚温差大�因供暖燃煤造成的有害可吸入颗粒在早
晚最为严重�因此�建议中老年人应将体育锻炼的时间一般选择
在早晨8～10时�下午15～18时之间。③当空气污染严重时�
建议患有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老年人减少体力消耗和户

外运动�应当留在室内。外出时最好采取一些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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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涂阳肺
结核病人做为主要的传染源�其发现问题在结核病控制工作中
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为进一步掌握涂阳肺结核病人特征�以
采取更有效的防治措施�为结核病控制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我们
对1994－2003年期间发现的540例涂阳肺结核病人进行了调
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卧龙区卫生防疫站结核病防治门诊 1994－
2003年登记管理的卡片和各综合医院及基层卫生院上报的肺
结核病人疫情报告卡。人口资料来自于卧龙区公安局。
作者简介：刘颖�女�主管医师�主要从事预防医学工作。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473000

1∙2　方法　根据肺结核病人的发现、登记、诊断和治疗情况�进
行流行病学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发病情况　见表1。
2∙2　文化程度、职业分布　见表2。
2∙3　年龄性别分布　见表3。
2∙4　肺结核病人的接触史　调查中有225例 （41．7％ ）否认有
接触史�72例 （13．3％ ）不清楚�242例 （44．8％ ）确认有肺结核
病人接触史。
2∙5　新、复发情况　新发涂阳505例�占93．5％；复发涂阳35
例�占6．5％。
2∙6　临床表现　本组540例涂阳肺结核病人均为因症就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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