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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的：为了探讨1998～2006年威海市城区2巧岁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流行趋势。方法：集体儿童血红蛋

白的数据来自于威海市城区所有幼儿园每年一次在园儿章查体和散居儿章血红蛋白数据为儿童入幼儿园前

的查体数据。结果：威海市2-6岁儿童1998～2006年问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为6．5％，男女童之间无性

别差异。散居儿章缺铁件贫血的患病率明显高r集体儿童，差异具有显著性。结论：威海市城区2-6岁儿

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明显低-rJ：全国水平，儿童是否入园是儿童缺铁性贫血的重要影响凶素。

关键词缺铁性贫血儿童流行趋势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nutritional iron deficiency anemia ofChildren aged between 2 year and six

year in the city of Weihai from 1 998 to 2006

营养性缺铁性贫血是儿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铁足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之一，一旦缺乏就会引起儿童

体格发育异常，和相应的、认知和行为问题。目时有关于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的有关研究多见于3岁以

前的儿童，儿童对于处于幼儿圃期集体膳食喂养的学龄前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丙率却少有报道。为了解威

海市城区2~6岁儿童在1998～2006年间儿童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的流行趋势。并提出相心的干预措施，进行

了本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威海市环翠区妇幼保健院负责伞市城区所有幼儿园的每年一度的在园儿童的查体和新入园儿童的入园

查体任务。本次分析所采用集体儿童数据米自于1998-2006年的所有在园儿童的查体资料。散居儿童数据

则是新入园儿童的入园查体数据．

1．2方法：

每年的幼儿园企体由固定人员进行。在抽取经脉血的同时进行身高、体重的测量。血液检查采用肱筋

脉抽取法，血红蛋Fl采用氰化高铁法。缺铁性贫血的诊断标准为6个月～6岁儿童的血红蛋l=i小于llO克／

升川。

2、结果

2．1一般资料

本次共收到有效数据49448例，散居儿童12562例，集体儿童36886例。男童25565例(51．7％)，女

童23883例(48．3％)。平均年龄为44．40_±15．70月。全部儿童缺铁性贫血的发生率为6．5％，其中散居儿童缺

铁性贫血患病率为8．69％，集体儿童患病率为5。8l％，散居儿童患病率明显夫于集体儿童，卡方检验差异

具有显著性(P<O．00)。男童为6．6％，，女童为6．8％，进行卡方检验男女童之间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的患病

率无显著性差异(P>O．05)．

2．2 1 999-2006年威海市城区2“岁儿童缺铁性贫血发生率

结果显示1999．2006年威海市城区无论散居儿童还是集体儿童缺铁性贫血的发电率均呈下降趋势，7年

间营养型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散居儿童从17．6％下降到5．O％，集体儿童从8．9％下降到3．83％，无论矗方显著

性检验还足趋势性检验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o．01)。不同年度间散居儿童和集体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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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除了2005年度两组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无明显差异，在其他年度散居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明显高

于集体儿童组，差异达剑显著性水平(P<0．01)(详见表1)。

表l：1999“2006年威海市城区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流行趋势

锻 1_q99钎： 砌年 2001年 凇年 2003年 础年 2005年 2006 砰P 坪P

查体人1183 463 1666 1261 1995 2730 663 2601 227 0ID 220 0ID

数

贫血人数蠲(鳓57(123) 177006)J43(113)17)(9D) 171(63) 28(42)12郧o)
阳
查体入2436 3473 4166 4512 4277 5922 5937 6143 256 0ID 268 0ID

数

贫血人数21礤89)231(665)32研．73)363(8岱)3tr47狮225(3．59)248(4．13》235c3x3)
∞

l舆 1斟 137 l舯 l刀 166 lid 130

57歌 1929琊4 1338 7如晓猢9 OOO 5盘9

o-00 o．00 0．00 0．00 0．∞ O舶0．195 O．0l

Xh2为显著性卡方检验X,2为趋势性苦方检验

2．3威海市城区不同年龄段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

结果显示在1999-2006年问威海市城区2~6岁年龄段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散居儿童和群居儿童存有

明显的不同。7年问散居儿童是随着年龄的增商，缺铁性贫血患病率逐渐增加(8．1‰l 1．2％)，而集体儿

童则随着年龄的增高该病的患病率则逐渐降低，进行显著性检验和趋势检验均达到显著性水平(6．6％--4．7％)

(P<o．00)。在2岁～、3岁～年龄段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散居儿童和集体儿童无显著性差异。在4岁～、

5岁～、6岁～组散居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明显高于集体儿童，差异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o．00)(详见

表2)。

表2：威海市城区2“6岁儿童不同年龄段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

Xh2为显著性卡方检验X2为趋势性卡方检验

3、讨论

3．1威海市城区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情况

根据WHO的数据(1985年)表明，人群中缺铁性贫血的患璃牢相当离，o~5岁儿童的患病率在发达

散居儿童集体儿童课值埒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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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10％，发展中国家为50％。有关研究表明2001年北京某地的O~7岁儿童婴幼儿缺铁性贫血的患病

率为14．39％，婴儿期为22．22％，幼儿期为20．69％，学龄前期为10．34‘柏。 本研究显示1999 ff2～2006年，威

海市城区2～6岁儿章缺铁性贫血患病率为6．5％，呈逐年下降趋势，并只．最近两年已经降低到5％左右，明

显低于国内有关研究的忠病率水平，但是略高于王天有北方四市的结果‘"。

3．2威海市城区2“岁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变化情况：

本研究表明1999--2006年间，散居儿童和集体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均呈逐年降低趋势。散居儿童

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明显高于集体儿童，除了2005年度外，其他年度的差异均呈显著性差-片，这种差异也

呈逐渐降低之势，OR值从1999年的I．98降低到2006年的1．30。说明了散居儿童和集体儿童缺铁性贫血的

患病率在7年间逐渐降低。考虑与社会的进步，人民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善有关”’。

3．4威海市城市儿童不同年龄段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

肖静玲发现随着儿章年龄的增加，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早逐年降低趋势，由2岁儿童的16％下降到6

岁儿章的4．5％，并且存有男女儿童的性别差异，在各年龄段男童的忠病率犬于女章的患病率‘41。而本研究

发现在男女章之间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无明显差异。而集体儿章随着年龄的升高自．逐渐降低的趋势从2岁

儿童的6．6％降低到6岁儿童的4．7％，与肖氏的研究基本一致。而散居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则恰恰相

反，从2岁儿童的8．1％上升到6岁儿童的11．2％，显著性检验和趋势性检验均成显著性差异。说明了儿童

是否入园已成为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I一时显示儿童缺铁性贫血以轻度贫血为主，

在8年间共检出中度以上贫血儿童53例，占全部受检儿童的0．11％。

3．5对散居儿童膳食喂养的重视

本研究发现在2岁和3岁年龄段儿童缺铁性贫血患病率散居儿童和集体儿童差异不明显，考虑在集体

儿童中2岁和3岁儿童入同时间短，幼儿园集体膳食对儿童影响不明显。而在园时间越长，这种差异越明

显，OR值从2岁的1．23上升到6岁的2．38。 因此作为儿童保健丁作人员在对3岁前的儿童家长进行膳食

喂养教白．的同时，更应该注意那些学龄前期散居儿童膳食喂养的教育。冈为这一年龄段的儿童由于能够主

动进食，他们的饮食问题往往会被家长忽视。应该纠正儿童偏食、挑食、厌食的不良习惯，多食用富含Vitc

的食品，提们使用铁质的炊具，定期进行体格发育的检测，包括微量元素的测试，以便及时发现和治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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