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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学学生常见病监测现状与预防策略分析

（淄博市周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 淄博 255300）

【摘 要】目的 对某中学学生常见病进行监测，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预防策略。方法 选取2022

年3月至12月在某中学就读的中学生2 280人作为本次研究对象，组织学生进行体格检测，主要包括身高、体质量、

视力情况、牙齿健康情况、肥胖及营养不良情况，并根据检查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结果 （1）2 280名

中学生中检出视力不良者1 557名，占比达68.29%；检出龋齿者1 551名，占比达68.03%；检出肥胖者271名，占比达

11.89%；检出营养不良者203名，占比达8.90%。按性别比较，女生视力不良占比、龋齿占比均高于男生，肥胖及营

养不良占比均低于男生（P＜0.05）；按照年级比较，各年级学生视力不良率（七年级47.84%、八年级75.79%、九年级

88.98%）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年级学生肥胖率（七年级14.29%、八年级11.84、九年级8.43%）对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年级学生营养不良率（七年级10.96%、八年级7.89%、九年级7.13%）对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各年级学生龋齿率（七年级66.11%、八年级69.74%、九年级69.69%）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视力不良、龋齿和肥胖是某中学学生最为多发的疾病，需要重视对学生的正面引导以提高学生主动防病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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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常见病是指由于处于生长期以及集体学

习生活环境所诱发的、在学校内比较多发的疾

病[1]。目前，学生常见病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视

力不良，流行病学统计，近几十年该病的发病率呈

显著上升趋势，且随着年级的增长发病率也随之增

高；（2）龋齿；（3）肥胖；（4）营养不良；（5）脊柱异常

弯曲；（6）沙眼；（7）蛔虫病；（8）结核病，青少年结核

病以继发性居多，而且青少年感染结核病后发病急

且病情比成年人重[2]。有学者认为，学校常见病发

生的原因主要是学校人口密集，加之外界因素的影

响，可对学生的健康造成较大威胁。一旦学生的健

康出现问题，对其健康成长、发育均可造成不良影

响，甚至可对其成年后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3]，

因此学校常见病也成为了广大学校重点关注的问

题。有研究人员认为，为了预防学校常见病或降低

学校常见病的发生风险，应定期做好相应的预防措

施，提高学生的健康意识，进而降低学校常见病发生

率[4]。基于此观点，本次研究对某中学学生常见病监

测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预防策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3月至12月在某中学就读的中学生

2 280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1 210人，女生1 070

人；年龄13~15岁，平均（14.32±0.31）岁；七年级学

生903人，八年级学生760人，九年级学生617人。

纳入标准：（1）均为2022年3月至12月在某中学就

读的学生；（2）本人及家长对本次研究内容均知情，

并可独立完成相关调查，具备正常交流能力。排除

标准：（1）患有精神疾病；（2）患有先天性疾病；（3）

患有传染性疾病。

1.2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接受体格检查，（1）眼科检查：

由专业的眼科人员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对学生

的视力情况进行检测。（2）口腔健康检查：由口腔专

业人员对学生的牙齿健康情况进行检查，使用探针

对牙齿点、隙、窝以及沟等易发生龋齿的部位进行

逐一检查。（3）身体、体质量测量，由具备资质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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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完成。

相关疾病诊断依据：根据GB/T26343-2010《学

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5]中对视力不良以及龋齿的

相关诊断标准进行诊断。根据WS/T 586-2018《学

龄儿童青年少超重与肥胖筛查》[6]中的相关标准对

肥胖症进行评价。根据WT/T 456-2014《学龄儿童

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7]中相关标准对于营养不良

的情况进行诊断。

1.3 观察指标及质量控制

研究开始前对相关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所有健

康检查项目均由具备相关资质的专业人员完成，利

用统一的检测工具、设备进行检测。检测完成后统

一回收检测报告表，并采取双人录入的方式对此检

测报告进行核实和录入。统计此次参与研究学生

中视力不良、龋齿、肥胖以及营养不良人数及占比，

并以性别和年级进行分组，对比男女生学校常见病

发生情况以及不同年级学校常见病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WPS软件对研究所得数据进行录入和统

计，采用SPSS 24.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应用[n（%）]表示，计量资料应用均数±标准

差（x±s）表示，组间经t和χ2检验。P＜0.05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某中学学生常见病统计结果

此次研究对2 280名学生进行了体格检测，其中

视力不良的学生有1 557名，占比68.29%；龋齿的学生

有1 551名，占比68.03%；肥胖的学生有271名，占比

11.89%；营养不良的学生有203名，占比8.90%。

2.2 男女学生学校常见病发生率比较

女生的视力不良率、龋齿发生率高于男生，肥

胖率、营养不良率低于男生（P＜0.05）（见表1）。

2.3 不同年级学生学校常见病发生率比较

按照年级比较，各年级学生视力不良率、肥胖

率、营养不良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

年级学生龋齿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3 讨论

本次研究对某中学2 280名学生进行了健康检

测，结果显示视力不良率高达68.29%。研究结果表

明年级越高学生视力不良率越高（P＜0.05），分析这

与高年级比低年级课业更重、手机/平板电脑使用率

更高有一定的关系，此外女生的视力不良率高于男生

（P＜0.05），这也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8]。随着年龄

的增长，学生的学习任务越来越重，相应的课外活

动时间越来越少，加上学生的读写姿势不正确、长

时间近距离用眼、教室内灯光较暗、座位调整不及

时以及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率越来越高都会导

致学生的视力不良[9]。尤其是近几年，网课的普及

更是增加学生视力不良的发生率[10]。而女生视力不

良率比男生高，分析原因，这与女生的性格更趋于

安静，室外活动时间更短有关[11]。

本次研究中检出的学校常见病位居第二位的

是龋齿，共计检出1 551名，占比达68.03%。近年

来，家长及学校对于学生的口腔健康问题重视度越

来越高，并且学校也在大力普及关于口腔卫生健康

的相关知识，但是此病的发病率仍居高不下。从男

女性别进行分组可见，女生的龋齿发病率高于男

生，分析这是由于女生更喜好食用甜食[11]；以我国学

校现有的条件，很难保障学生在用餐后及时刷牙，

而且长久以来我国居民也没有养成进食后及时刷

牙的习惯。从年级分布上看，各年级学生龋齿发病

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研究中共计

检出肥胖者271名，占比11.89%，从性别上看，男生

的肥胖率高于女生；从年级分布上来讲，年级越高

的学生肥胖率越低（P＜0.05）。分析原因，女生肥胖

人数比男生少，可能是女生更注意外表美观，而且

正处于发育期的男生每日的饭量较大，更易发生肥

胖，此阶段的性激素水平也会对学生的体质量造成

影响[12]。本次研究中共计检出营养不良的学生203

表1 男女学生学校常见病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男生组

女生组

χ2

P

例数

1 210

1 070

视力不良

765（63.22）

795（74.30）

31.730

＜0.001

龋齿

761（62.89）

790（73.83）

30.740

＜0.001

肥胖

173（14.30）

98（9.16）

13.830

＜0.001

营养不良

123（10.17）

80（7.48）

16.951

＜0.001

表2 不同年级学生学校常见病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χ2

P

例数

903

760

617

视力不良

432（47.84）

576（75.79）

549（88.98）

133.859

＜0.001

龋齿

597（66.11）

530（69.74）

430（69.69）

2.318

0.127

肥胖

129（14.29）

90（11.84）

52（8.43）

11.438

＜0.001

营养不良

99（10.96）

60（7.89）

44（7.13）

6.799

0.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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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占比8.90%。从性别上进行对比，女生营养不良

率占比低于男生；而从年级分布上来看，低年级学

生的营养不良率比高年级学生的营养不良率高

（P＜0.05）。我国近年来在大力推广学生营养餐，而

学生营养不良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分析这与部分

学生偏食、厌食或是饮食结构比较单一有关[13]。

综上可见，视力不良、龋齿、肥胖和营养不良是

某中学学生的常见病，而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相

应的干预措施进行有效预防的。（1）学校常见病的

防控不只是学校的问题，全社会都应提高对此方面

疾病的重视度，提高学校常见病的预防力度和宣传

力度[14]。（2）学校和家长应该共同努力，合理安排学

生的学习和室外活动时间，保障学生每日都能有充

足的时间进行室外活动。一方面通过室外活动能

够提高学生的机体免疫力，促进学生健康生长发

育，预防肥胖；另一方面，进行室外活动也能使眼部

得到放松，进而降低视力不良的发生风险[15]。（3）学

校应督促学生按时做眼保健操[16]，眼保健操通过按

摩眼周穴位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并缓解视疲劳。学

生们在做眼保健操时普遍存在敷衍了事的情况，因

此需要加大对眼保健操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以使

其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教师及家长也要注

意纠正学生用眼时的不良习惯，养成良好的坐姿和

书写姿势，不在灯光过强或过暗的环境下看书、写

字或使用电子产品。学校及家长应为学生配备良

好的采光设备，此外，教师还要定期对学生的座位

进行调换[17]。（4）家长要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口腔卫

生习惯，每日早起和睡前刷牙，餐后漱口，减少饮用

碳酸饮料及奶茶，减少食用甜食[18]。（5）学校及家长

要注重学生的营养搭配问题，保障学生每日的营养

需求，不可过于油腻。

参考文献
[1]郭辉，吕中良，郭颖兰，等. 2018-2020年南阳市中小学生常

见病监测结果分析[J].临床医学，2022，42（7）：28-30

[2]徐浩天，文献英，刘念，等. 2019年绵阳市中小学学生常见病

监测结果分析[J].职业与健康，2021，37（21）：2997-3001

[3]贾丽，吴殿坤，李权. 2020年黑龙江省学校传染病与常见病

防控随机监督抽检结果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21，

37（4）：513-515

[4]李昆红，董菊花，李维山. 2013-2014年云南省德宏州民族

第一中学学生生长发育与健康状况分析[J]. 中国保健营

养，2019，29（10）：343-344

[5]中华人民共生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学

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GB/T 26343-2010[S].北京：中国标

准出版社，2011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学龄儿童青

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WS/T 586-2018[S].北京：中国标准

出版社，2018

[7]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

WS/T 456-2014[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4

[8]袁敏，曹应琼，高建美. 2020年成都市郫都区中小学生健康

体检结果分析[J].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21，35（9）：81-84

[9]王斌，周兴军，建军，等. 2019年林芝市米林县中小学生常

见病患病状况分析[J]. 西藏医药，2021，42（5）：94-96

[10]杨仁东，肖伟华，徐晓敏. 2020年珠海市中小学生视力不

良流行现状分析[J].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22，38（3）：

342-346

[11]赵海东，杨陆法，寸杨，等. 某县中小学生龋齿现况调查分

析[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2021，

21（13）：321-322

[12]张美霞，咏梅，崔彩荣. 儿童龋病与生长发育的相关性研

究进展[J].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报，2019，41（S1）：287-289

[13]何丽丽，王文军，常杰，等. 甘肃省庆阳市2020年学生常

见病发病状况分析[J]. 实用预防医学，2021，28（8）：995-998

[14]聂宇涛，胡喜梅. 2013-2016年洛阳市中小学学生常见病

防治现状分析[J]. 河南预防医学杂志，2018，29（11）：844-

846

[15]李澜，李征，李俊. 2018年上海市金山区小学生营养状况

及常见病监测结果分析[J]. 上海医药，2020，41（4）：45-48

[16]刘玲，林秀雯，余娟娟. 学龄期儿童肥胖与性早熟的关联

性分析[J].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报，2021，43（5）：536-538

[17]迟文兵. 学生常见疾病发病情况分析及预防措施[J]. 医学

食疗与健康，2021，19（14）：189-190

[18]王国红，高艳鹏，郭雯婕，等.2019-2021年甘肃省永靖县

学生常见病监测分析[J].疾病预防控制通报，2022，37（6）：

40-44

·· 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