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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 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效果评估报告 

儿童营养与健康状况是人口素质的基础和衡量人群营养状况的敏感指标，也是国际上开展营养监测所采用的常见指标。儿童期营

养不良的近期后果是造成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高、体格发育和精神发育的迟缓；远期后果是认知能力的缺损、工作能力和劳动生产率

降低以及成年慢性病危险增高，而且这些后果是不可逆、不可弥补的。2013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村 0-5 岁儿

童的生长迟缓率和低体重率分别为 11.3%和 3.2%，而贫困农村则分别高达 19.0%和 5.1%。城乡儿童缺铁性贫血问题依旧不容轻视，儿

童贫血患病率也较高；而且微量营养素缺乏状况依然存在。同时，城市儿童超重和肥胖率正逐年增长。为了更好的提高中国贫困地区

学前儿童营养健康水平，促进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安利公益基金在 2016 年开展“为 5 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项目后，今年继续

开展营养素咀嚼片的效果评估，项目点依然选取青海、湖南和山西三省四地区开展效果评估工作。 

1.  监测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项目选取青海、湖南和山西 3 个省份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多所山村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进行跟踪调查，调查对象主要

针对 3-5 岁年龄段学龄前儿童及其看护人，纳入对象年龄范围在 2.5 岁-8 岁（30-96 月龄），参加监测儿童需在生物学监测前签署知情

同意书，对参与项目的儿童进行基本信息登记，并统一编码个人编码。 

1.2   抽样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方式。 

1.3   调查内容及方法 

1.3.1  体重与头围、身长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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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项目推荐的统一设备，调查人员统一培训。身长、头围测量以厘米为单位，精确度 0.1 厘米。体重测量千克为单位，精确度

为 0.01 千克。 

1.3.2  血红蛋白测定 

使用瑞典 Hemocue 公司的血红蛋白分析仪 301 测定血红蛋白含量。用刺血针和该种仪器专用血片，直接采取左手中指指尖血，现

场测量。 

1.3.3  问卷调查 

参考 WHO 相关研究资料，结合我国学龄前儿童膳食特点，设计儿童体检情况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儿童及其看护人基本情况调查、

儿童喂养情况调查和儿童家长的营养知识，以及儿童对多益点领取和食用情况调查。 

1.4   监测评估工作实施及质量保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作为技术负责单位，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确定项目工作方法，并通过培训及现场指导等方法

保证监测评估工作质量。各县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及幼儿园相关老师和工作人员负责调查及监测评估现场实施工作。 

1.5   评价方法 

1.5.1  贫血诊断标准 

按照我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 441-2013 人群贫血筛查方法：6-59 月龄儿童贫血诊断标准为 Hb<110g/L，5-12 岁儿童贫血诊断标准

为 Hb<115g/L，不同海拔高度对血红蛋白进行校正。 

1.5.2  体格发育标准 

采用 WHO 推荐标准:年龄别体重 Z 评分(WAZ)<-2 为低体重；年龄别身高( HAZ)<-2 为生长迟缓；5 岁以下身高别体重(WHZ) <-2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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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瘦、5 岁以上 BMI 别年龄<-2 为消瘦。 

1.6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双录入核查。应用WHO Anthro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和Z评分计算。应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各年龄组间连续性变量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照组和干预组连续性变量的比较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监测地区情况 

本次共监测青海、湖南、山西 3 个省份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多所山村幼儿园，监测评估学龄前儿童具体数量见表 1。 

表 1. 各省提交监测数据情况 

省份 
监测覆盖 

项目县 
监测山村幼儿园名称 

合格学龄前

儿童干预组 

其中对

照组 

青海 乐都县 
达拉乡马趟、共和乡祁家堡、山桃、土官口、杨家岗、翟昙镇联合、翟县磨台中心、中坝中心、

蓓蕾、赵家庄千户台 
334 63 

湖南 古丈县 
断龙白家、断龙尚家、毛坪、曹家山村、旦武山村、喇叭山村、九龙山村、盘草山村、桐木山

村、万岩山村、翁草山村、默戎镇、坪坝镇亚家山村、中寨山村、尚家山村 
185 69 

 桑植县 

河口乡（上坪、塘坊、西坪村）、上河溪乡（车头沟村、刘家垭村、杨竹溪村）、瑞塔铺镇（东

旺坪村、王家坡村、新村）、洪家关乡（实竹坪村、胜龙村、银杏塔村）、芙蓉桥村（马安会村、

天星山村、梅家桥村）、桥自弯镇（王家村、岩塔村）、竹叶坪乡（干洞村、南湖村、中坪村）、

廖家村（二户田村、猫子溪村）、官地坪镇（长潭坪村、联乡村）、人潮溪镇(新华村、分水岭村、

兴隆坪村、永安村、龙鹤村、)、马河口乡（瓦庄坪村、佳木峪村）、走马坪乡（叶家桥村、向

家坪村、前村坪村、白石村）、龙潭坪镇（银市坪村）、冷水塔、八大公山镇庄耳坪村、大木塘、

6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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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耳口、陈家院子、廖家院子、九天洞、黄家院子、上洞街二户坪、长岭岗 

山西 兴县 蔡家崖、奥家湾廿里铺、育新、蔚汾明德、佳家艺术、罗峪口、后发达、乔家沟、张家圪埚 315 366 

2.2 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状况 

2.2.1 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 

2.2.1.12017-2019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及对比结果 

表 2-1.2019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 X ±s）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月龄 人数（n） 身高（ X ±s）(cm) 体重（ X ±s）(kg)   头围（ X ±s）(cm)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6 4 4 3 96.174.04 93.882.50 95.253.54 97.135.39 92.002.00 94.934.83 15.422.04 13.500.91 14.651.89 14.382.69 12.330.58 13.502.22 48.581.40 47.050.57   47.971.35 49.702.70 50.404.61  50.003.30 

36-47 30 22 53 46 102.575.01 102.525.36 102.555.11 100.253.87 98.903.90 99.623.92## 16.591.54 16.502.14 16.551.80 15.112.65 14.941.73 15.032.26## 49.521.34 49.052.64 49.321.98 50.232.15 50.193.03  50.212.59# 

48-59 56 46 140 133 106.444.19 105.864.48 106.184.30 106.555.08 105.694.85 106.134.98 17.951.99 17.151.85 17.591.96 17.242.62 16.562.00 16.912.36## 50.081.61 49.251.49 49.701.60 50.822.00 49.374.69  50.123.64 

60-71 84 74 130 116 114.394.94 112.454.12 113.494.66 112.904.85 111.074.94 112.044.97## 20.774.32 19.142.57 20.003.69 19.242.90 18.282.70 18.792.84## 51.091.77 49.854.12 50.513.15 51.402.11 50.421.98  50.942.10 

72-83 83 78 102 97 118.575.17 117.625.20 118.115.19 117.615.65 115.465.38 116.565.61## 22.444.01 21.443.66 21.963.87 21.043.37 19.312.64 20.193.15## 51.333.94 50.771.92 51.063.13 51.721.92 50.681.80  51.211.93 

84-96 9 6 5 5 121.505.36 121.175.86 121.375.36 125.106.90 119.202.93 122.155.89 23.283.64 21.083.17 22.403.52 23.503.48 21.103.31 22.303.44 50.822.08  49.481.55   50.291.95 50.941.47 49.422.00  50.181.84 

合计 268 230 434 400 112.537.96 111.847.54 112.217.77 110.41 7.80 108.917.34 109.697.61
**

 20.204.16 19.223.44 19.753.87 18.513.52 17.572.82 18.063.23
**

 50.712.67 49.912.89 50.342.80 51.122.09 50.103.26  50.6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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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017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身高（ X ±s）(cm) 体重（ X ±s）(kg)   头围（ X ±s）(cm)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5 4 - - - 96.80 5.93 94.508.50 95.786.80 - -  15.401.85 13.752.09 14.672.03 - -  49.820.78 49.601.62  49.721.14 

36-47 17 16 70 72 95.242.73 95.933.94 95.573.34 100.967.92 97.995.56 99.576.87** 14.801.26 15.361.38 15.071.33 16.191.99 15.392.45 15.822.23* 50.351.01 50.221.08 50.291.03 50.011.79 48.971.77  49.501.83** 

48-59 41 38 152 138 101.274.13 100.234.27 100.774.21 104.935.45 104.184.61 104.555.07** 17.121.77 16.151.75 16.651.81 17.602.34 17.002.37 17.312.37** 51.081.29 50.091.57 50.601.51 50.101.79 49.201.57  49.671.74** 

60-71 40 36 152 141 107.515.45 107.594.12 107.544.83 110.185.43 109.185.15 109.715.32** 18.852.69 17.861.60 18.382.29 18.992.71 18.132.77 18.582.77 51.511.54 50.571.21 51.071.46 50.133.56 49.573.39  49.853.48** 

72-83 37 25 95 96 111.665.59 110.994.93 111.395.30 116.195.43 113.236.34 114.706.08** 20.392.61 19.312.10 19.952.46 20.823.50 19.433.21 20.123.42 51.871.72 51.081.29 51.551.60 51.052.08 50.272.13  50.662.13** 

≥84 0 0 9 10 - - - 119.8011.75 111.356.27 115.359.99 - -  22.483.51 18.702.48 20.493.51 - -  50.081.55 48.591.73  49.291.78 

合计 135 115 483 461 105.217.31 104.276.85 104.787.10 108.418.03 106.707.42 107.577.79 18.242.89 17.262.22 17.782.64 18.533.13 17.613.00 18.083.10 51.331.53 50.471.38 50.941.52 50.282.54 49.492.44  49.8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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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2019 年三地区不同月龄对照组和干预组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见表 2-1，身高、体重总体干预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1）；36-47、48-59、60-71、72-83 月龄组体重、36-47、60-71、72-83 月龄身高均有显著性下降（P<0.05），36-47 月龄头

围则较对照组显著上升（P<0.05）。与 2017 年结果相比，2019 年调查的三地区对照组身高和体重、干预组的身高和头围均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其中，在身高方面，2019 年干预组较 2017 年升高了 2.0%，对照组升高了 7.1%。。 

2.2.1.2 2017-2019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及对比结果 

 

表 3-1.2019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身高（ X ±s）(cm) 体重（ X ±s）(kg)   头围（ X ±s）(cm)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47 1 2 11 8 107.50±0.00 97.50±1.41 100.83±5.86 101.07±3.29 98.78±2.96 100.11±3.28 17.80±0.00 16.25±3.18 16.77±2.42 14.66±1.49 14.63±1.39 14.65±1.41# 49.40±0.00 50.85±0.21 50.37±0.85 49.93±1.37 48.25±1.98 49.22±1.82 

48-59 5 10 61 49 103.92±2.23 104.47±4.70 104.29±3.96 104.56±4.17 103.76±4.10 104.21±4.14 16.38±0.90 16.29±1.74 16.32±1.48 16.44±2.80 15.93±1.87 16.21±2.44 49.26±1.11 49.04±1.06 49.11±1.04 50.13±1.33 49.12±1.42 49.69±1.46 

60-71 15 13 51 50 109.55±4.46 109.59±3.37 109.57±3.92 112.01±4.40 109.41±4.45 110.72±459 18.05±1.79 17.08±1.89 17.60±1.87 18.30±2.35 17.25±2.77 17.78±2.61 50.39±1.12 49.79±1.84 50.11±1.50 50.78±1.42 49.62±1.28 50.21±1.46 

72-83 9 8 50 54 114.47±4.74 114.53±6.03 114.49±5.21 116.72±4.81 114.66±4.28 115.65±4.64 22.10±3.07 20.45±4.10 21.32±3.58 20.04±2.88 18.58±2.24 19.27±2.66## 51.48±0.97 50.10±1.42 50.83±1.36 50.96±1.28 50.16±1.05 50.54±1.23 

合计 30 33 173 161 110.02±5.42 108.50±6.38 109.22±5.94 110.05±6.99 108.93±6.49 109.51±6.76 18.98±2.99 17.61±3.00 18.26±3.05 17.90±3.10 17.17±2.57 17.55±2.88 50.50±1.28 49.71±1.52 50.08±1.45 50.55±1.39 49.59±1.38 50.09±1.47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3-2.2017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 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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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龄 人数（n） 身高（ X ±s）(cm) 体重（ X ±s）(kg)   头围（ X ±s）(cm)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0 0 - - - - - - - - - - - - - - - - - - 

36-47 5 2 8 12 95.82±0.86 96.90±1.56 96.13±1.08 99.25±3.29 98.49±5.43 98.80±4.61 14.36±1.44 16.00±2.12 14.83±1.66 15.48±1.57 15.21±2.59 15.32±2.19 50.00±1.46 49.75±0.35 49.93±1.21 48.94±1.32 48.71±0.66 48.80±0.95 

48-59 18 20 50 42 101.26±3.66 100.34±5.21 100.78±4.51 105.63±5.34## 102.82±4.88 104.35±5.30** 16.98±1.57 15.81±2.08 16.36±1.93 17.26±1.82 16.51±2.58 16.92±2.22 50.31±1.06 49.35±1.42 49.80±1.33 49.32±1.35## 48.42±1.34# 48.91±1.41** 

60-71 21 17 54 40 107.08±5.56 105.98±4.02 106.59±4.96 109.77±5.88 109.25±6.21 109.55±6.00** 19.14±2.33 17.82±1.17 18.55±1.99 18.52±3.02 17.52±2.40 18.09±2.80 50.91±1.04 50.09±0.99 50.54±1.09 49.61±1.42## 48.76±1.48# 49.25±1.50** 

72-83 15 9 33 37 109.43±5.85 109.13±4.76 109.32±5.36 116.16±6.03## 112.60±7.41 114.28±6.98** 19.21±2.33 18.07±1.83 18.78±2.19 19.17±2.78 18.50±3.16 18.82±2.99 50.67±1.64 50.00±0.71 50.42±1.39 49.96±1.25 49.18±1.40 49.54±1.38** 

≥84 0 0 5 3 - - - 115.64±13.64 114.17±5.20 115.09±10.70 - - - 20.76±3.79 19.30±2.91 20.21±3.35 - - - 49.60±1.82 47.00±1.00 48.63±2.00 

合计 59 48 150 134 104.95±6.44 103.84±5.89 104.45±6.20 109.43±7.53 107.30±7.73 108.43±7.69** 18.09±2.52 16.95±2.00 17.58±2.36 18.16±2.77 17.31±2.87 17.76±2.84 50.59±1.26 49.75±1.16 50.21±1.28 49.55±1.38 48.73±1.39 49.16±1.44**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分性别）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3-1 为 2019 年青海乐都不同月龄对照组和干预组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身高、头围干预组总体较对照组偏高，体重较对

照组偏低，72-83 月龄干预组体重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与 2017 年该地区数据各年龄段对比，本次调查项目对照和干预组身高明

显均显著增加，其中，干预组增加 1.0%,对照组增加 4.6%。体重和头围差异不显著。 

2.2.1.3 2017-2019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及对比结果 

表 4-1.2019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身高（ X ±s）(cm) 体重（ X ±s）(kg)   头围（ X ±s）(cm)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0 0 1 2 - - - 97.00±0.00 93.00±1.41 94.33±2.52 - - - 15.00±0.00 12.50±0.71 13.33±1.53 - - - 53.00±0.00 53.00±1.41 53.00±1.00 

36-47 0 0 13 22 - - - 99.77±3.77 99.27±4.18 99.46±3.98 - - - 15.42±1.89 15.21±1.86 15.29±1.84 - - - 53.24±1.52 52.27±2.74 52.63±2.38 

48-59 1 3 28 21 100.00±0.00 106.67±3.06 105.00±4.16 107.61±5.10 105.33±4.26 106.63±4.85 15.00±0.00 18.00±2.65 17.25±2.63 17.73±2.28 16.12±1.66 17.04±2.17 52.00±0.00 53.30±1.65 52.98±1.50 53.87±1.23 49.92±11.53 52.1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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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1 10 15 28 25 114.00±3.86 111.87±4.22 112.72±4.14 114.21±5.54 111.16±4.98 112.77±5.45 19.20±1.62 18.27±1.98 18.64±1.87 20.41±3.74 18.46±2.17 19.49±3.23 54.03±0.68 52.54±1.37 53.14±1.35 54.31±1.66 53.32±1.07 53.84±1.49
#
 

72-83 23 17 27 18 118.48±4.18 116.65±2.85 117.70±3.74 118.15±6.93 114.78±7.17 116.80±7.15 21.48±3.38 20.06±1.89 20.88±2.90 21.11±3.18 19.44±2.01 20.44±2.86 54.00±1.46 53.34±1.68 53.72±1.57 54.01±1.50 53.54±1.05 53.82±1.35 

合计 34 35 97 88 116.62±5.34 113.74±4.68 115.16±5.19 111.29±8.40 107.13±7.94 109.31±8.42
**

 20.62±3.23 19.11±2.14 19.86±2.81 19.11±3.58 17.15±2.62 18.18±3.30
**

 53.95±1.29 52.99±1.56 53.46±1.50 53.94±1.49 52.29±5.91 53.15±4.28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4-2.2017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身高（ X ±s）(cm) 体重（ X ±s）(kg)   头围（ X ±s）(cm)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1 2 - - - 90.00±0.00 88.50±3.54 89.00±2.65 - - - 15.00±0.00 12.00±0.57 13.00±1.78 - - -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36-47 12 14 25 24 95.00±3.22 95.79±4.19 95.42±3.72 99.22±11.77# 94.40±3.90 96.86±9.08 14.98±1.19 15.27±1.34 15.14±1.26 15.10±1.50 14.07±1.74 14.60±1.69 50.50±0.80 50.29±1.14 50.39±0.98 50.40±1.89 49.82±2.18 50.11±2.04 

48-59 23 18 40 38 101.28±4.54 100.11±3.07 100.77±3.96 101.84±4.33 104.03±4.03## 102.90±4.30* 17.22±1.94 16.52±1.23 16.92±1.69 16.30±1.44 16.42±1.42 16.36±1.42 51.68±1.14 50.92±1.33 51.34±1.27 51.28±2.17 49.91±1.58 50.61±2.01* 

60-71 19 19 38 46 107.98±5.33 109.03±3.74 108.50±4.57 108.53±5.34 108.20±4.50 108.35±4.87 18.54±3.08 17.88±1.95 18.21±2.56 18.04±2.26 18.05±2.33 18.04±2.38 52.18±1.74 51.00±1.25 51.59±1.61 51.45±2.34 51.53±2.34 51.49±2.33 

72-83 22 16 22 29 113.18±4.97 112.03±4.85 112.70±4.89 114.02±4.02 111.45±4.89 112.56±4.68 21.19±2.53 20.01±1.96 20.70±2.35 19.76±2.29# 19.35±3.59 19.52±3.08* 52.68±1.25 51.69±1.14 52.26±1.29 52.73±2.73 52.33±2.07 52.50±2.36 

≥84 0 0 5 2     106.00±4.95 106.00±4.95 - - - - 16.30±1.13 16.30±1.13 - - - - 50.00±1.41 50.00±1.41 

合计 76 67 126 141 105.41±7.95 104.58±7.49 105.02±7.72 105.37±8.56 105.08±7.33 105.22±7.92 18.35±3.16 17.48±2.35 17.94±2.83 17.18±2.45 17.09±2.96 17.13±2.73** 51.91±1.47 51.00±1.29 51.48±1.49 51.40±2.36 50.92±2.26 51.15±2.32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分性别）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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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为 2019 年湖南古丈不同月龄对照组和干预组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干预组身高和体重较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按年龄分组比较， 48-59 月龄干预组身高显著高于对照组；72-83 月龄组干预组体重较对照组则有显著性降低（P<0.01）；

48-59 月龄组头围有显著性减少（P<0.01）；与 2017 年古丈数据各年龄段总体对比，本调查项目对照和干预组数值均好于 17 年数据差

异均具有显著性（P<0.01）；身高方面，干预组增加 3.9%，对照组增加 9.7%；体重方面，干预组增加 6.1%，对照组增加 10.7%；头围

方面，干预组增加 3.9%，对照组增加 3.8%。 

2.2.1.4 2017-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及对比结果 

表 5-1.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身高（ X ±s）(cm) 体重（ X ±s）(kg)   头围（ X ±s）(cm)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6 4 3 1 96.17±4.05 93.88±2.50 95.25±3.55 97.17±6.60 90.00±0.00 95.38±6.47 15.42±2.04 13.50±0.91 14.65±1.89 14.17±3.25 12.00±0.00 13.63±2.87 48.58±1.40 47.05±0.57 47.97±1.35 48.60±1.91 45.20±0.00 47.75±2.31 

36-47 29 20 29 16 102.40±5.01 103.03±5.36 102.65±5.11 100.16±4.19 98.44±4.08 99.54±4.19## 16.55±1.55 16.53±2.13 16.54±1.79 15.13±3.25 14.73±1.73 14.99±2.79## 49.52±1.36 48.87±2.70 49.26±2.02 48.99±1.06 48.30±1.74 48.74±1.36 

48-59 50 33 51 63 106.82±4.20 106.21±4.54 10658±4.32 108.34±5.29 107.32±5.06 107.78±5.17 18.17±1.97 17.33±1.79 17.84±1.94 17.92±2.33 17.18±2.04 17.51±2.19 50.12±1.63 48.94±1.00 49.65±1.52 49.95±1.26 49.38±1.30 49.64±1.31 

60-71 59 46 51 41 115.69±4.48 113.46±3.93 114.71±4.37 113.08±4.79 113.04±4.87 113.06±4.80# 21.73±4.71 20.00±2.51 20.97±3.98 19.53±2.61 19.43±2.46 19.48±2.53## 50.78±1.54 48.99±4.78 49.99±3.46 50.44±1.36 49.63±1.38 50.08±1.42 

72-83 51 53 25 25 119.34±5.37 118.41±5.50 118.86±5.43 118.80±5.61 117.66±5.65 118.23±5.60 22.94±4.38 22.03±3.92 22.48±4.16 22.92±3.73 20.78±3.22 21.85±3.62 50.10±4.42 50.05±1.25 50.08±3.20 50.71±1.23 49.75±1.46 50.23±1.42 

84-96 9 6 5 5 121.50±5.36 121.17±5.86 121.37±5.36 125.10±6.90 119.20±2.93 122.15±5.89 23.28±3.64 21.08±3.17 22.40±3.52 23.50±3.48 21.10±3.31 22.30±3.44 50.82±2.80 49.48±1.55 50.29±1.95 50.94±1.47 49.42±2.00 50.18±1.84 

合计 204 162 164 151 112.22±8.41 112.11±8.06 112.17±8.25 110.27±8.24 109.92±7.68 110.10±7.97
**

 20.31±4.42 19.57±3.67 19.98±4.11 18.79±3.81 18.22±3.06 18.52±3.48
**

 50.21±2.62 49.28±2.90 49.80±2.78 50.05±1.40 49.37±1.49 49.73±1.48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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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017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 X ±s） 

月龄 

（m） 

人数（n） 身高（ X ±s）(cm) 体重（ X ±s）(kg) 头围（ X ±s）(cm) 

  干预组 干预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4 
2 98.50±5.26 100.50±7.78 99.17±5.46 15.50±2.12 15.50±0.71 15.50±1.67 49.78±0.90 49.20.±2.69 49.58±1.42 

36-47 37 36 
102.50±4.56 100.21±5.43 101.37±5.10 17.09±1.97 16.34±2.45 16.72±2.24 49.98±1.74 48.49±1.54# 49.24±1.80 

48-59 62 58 
106.37±5.46 105.26±4.57 105.83±5.06 18.70±2.67 17.73±2.54 18.23±2.64 49.97±1.42 49.30±1.48 49.64±1.49 

60-71 60 55 
111.59±4.77 109.95±4.76 110.80±4.81 20.02±2.36 18.64±3.26## 19.35±2.90 49.75±5.06 48.51±4.33# 49.16±4.74 

72-83 40 30 
117.40±5.32 115.73±5.52 116.69±5.43 22.76±3.69 20.65±2.50## 21.86±3.38 51.04±1.59 49.63±1.43# 50.43±1.67 

≥84 4 5 
125.00±7.44 111.80±6.94## 117.67±9.66 24.63±1.60 19.30±2.39## 21.67±3.42 50.68±1.09 48.98±1.63 49.73±1.61 

合计 207 186 
109.53±7.60 107.48±7.11## 108.56±7.43 19.63±3.35 18.22±3.04## 18.96±3.28 50.13±3.03 48.95±2.69## 49.57±2.93 

注： 女童组与男童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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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 为 2019 年山西兴县不同月龄干预组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身高、体重干预组总体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36-47

和 60-71 月龄身高体重干预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与 2017 年同地区数据各年龄段及总体对比，身高、体重、头围均无显著性

差异。 

2.2.1.5 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测定结果 

 

 

 

表 6.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身长、体重测定结果（ X ±s） 

月龄 

（m） 

人数（n） 身高（ X ±s）(cm) 体重（ X ±s）(kg) 

  干预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0 
3  90.67±2.55 90.67±2.55  12.55±0.79 12.55±0.79 

36-47 21 32 
98.76±3.97 96.66±3.07 97..49±3.57 15.46±2.04 14.18±1.43 14.68±1.79 

48-59 93 110 
102.73±4.36 101.39±5.10 102.01±4.81 16.11±2.25 15.45±2.15 15.75±2.22 

60-71 136 100 
108.55±5.00 107.58±5.16 108.14±5.08 18.08±2.81 17.18±2.20 17.70±2.60 

72-83 79 61 
113.62±4.68 113.06±4.44 113.38±4.57 19.69±3.05 19.29±2.40 19.51.±2.78 

84-96 7 4 
121.27±4.75 118.18±5.89 120.15±5.13 22.20±1.33 21.84±3.26 22.07±2.07 

合计 336 310 
107.79±6.78 105.31±7.33 106.60±7.16 17.84±3.07 16.68±2.78 17.2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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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为湖南桑植县不同月龄干预组身长、体重和头围测定结果。 

 

2.2.2 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2.2.2.12017-2019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 Z 评分及对比结果 

 

 

 

表 7-1.2019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HAZ（ X ±s） WAZ（ X ±s）   BAZ（ X ±s）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6 4 4 3 0.371.22 0.150.61 0.280.98 0.601.43 -0.530.40 0.111.20 0.721.13 0.050.54 0.450.96 0.071.56 -0.760.33 -0.291.20 0.701.09 -0.120.42 0.380.95 -0.501.17 -0.690.28 -0.580.85# 

36-47 30 22 53 46 0.571.43 0.501.24 0.541.34 0.000.93 -0.260.96 -0.120.95## 0.510.80 0.440.96 0.480.86 -0.100.89 -0.220.86 -0.150.87## 0.240.97 0.211.01 0.230.98 -0.170.97 -0.100.84 -0.140.91# 

48-59 56 46 140 133 -0.060.79 -0.140.86 -0.090.82 0.021.04 -0.141.00 -0.061.02 0.220.75 -0.100.71 0.080.75 -0.101.04 -0.330.82 -0.220.95## 0.390.79 -0.020.67 0.200.76 -0.171.16 -0.380.99 -0.271.08## 

60-71 84 74 130 116 0.260.89 0.060.78 0.170.84 0.020.98 -0.190.96 -0.080.97## 0.361.30 -0.080.86 0.151.13 -0.141.05 -0.390.97 -0.261.02## 0.261.80 -0.201.01 0.051.49 -0.281.12 -0.431.02 -0.351.07## 

72-83 83 78 102 97 0.050.93 -0.010.96 0.020.94 -0.121.08 -0.311.00 -0.211.04# 0.191.14 -0.021.00 0.091.08 -0.261.16 -0.620.89 -0.441.05## 0.211.26 -0.071.08 0.071.18 -0.311.41 -0.670.97 -0.491.23## 

84-96 9 6 5 5 -0.300.90 -0.231.08 -0.270.93 0.401.33 -0.690.61 -0.141.13 -0.181.13 -0.691.00 -0.381.08 -0.071.08 -0.771.04 -0.421.07 -0.021.22 -0.881.35 -0.361.30 -0.470.60 -0.561.10 -0.510.84 

合计 
268 230 434 400 

0.150.98 0.030.92 0.090.95 -0.011.02 -0.220.98 -0.111.00
**

 0.281.09 -0.030.90 0.141.02 -0.151.06 -0.420.89 -0.280.99
**

 0.271.34 -0.100.99 0.101.20 -0.241.18 -0.440.99 -0.361.10
**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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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017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HAZ（ X ±s） WAZ（ X ±s）   WHZ/BAZ（ X ±s）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5 4 - - - 0.511.28 -1.251.34 0.011.46 - - - 0.720.94 -0.850.62 0.271.12 - -  0.620.95 -0.020.71 0.340.87 

36-47 17 16 70 72 -1.350.46 -1.151.02 -1.250.78 0.061.86 -0.541.23 -0.251.58** -0.440.61 -0.090.66 -0.270.65 0.240.95 -0.071.05 0.081.00* 0.520.85 0.870.74 0.690.80 0.470.88 0.361.06 0.410.97 

48-59 41 38 152 138 -1.130.90 -1.290.89 -1.200.90 -0.401.16 -0.420.92 -0.411.05** -0.080.76 -0.470.83 -0.270.82 0.040.93 -0.130.89 -0.0.50.92 0.930.74 0.490.84 0.720.81 0.431.01 0.171.08 0.311.05** 

60-71 40 36 152 141 -1.061.08 -0.880.79 -0.980.95 -0.551.07 -0.620.98 -0.591.02** -0.251.02 -0.490.64 -0.360.87 -0.231.03 -0.410.86 -0.320.95 0.351.29 0.310.57 0.341.11 -0.321.64 -0.260.92 -0.291.36* 

72-83 37 25 95 96 -1.271.09 -1.150.98 -1.221.04 -0.381.09 -0.721.20 -0.551.16** -0.420.90 -0.580.77 -0.490.84 -0.331.25 -0.621.16 -0.481.21 0.600.75 0.150.90 0.420.83 -0.171.67 -0.291.29 -0.231.49** 

≥84 0 0 9 10 - -  -0.612.25 -1.961.32 -1.321.90 - -  -0.461.37 -1.501.10 -1.011.31 - - - -0.071.71 -0.300.44 -0.191.19 

合计 135 115 483 461 -1.170.97 -1.110.90 -1.150.94 -0.371.28 -0.561.25 -0.461.27 -0.270.87 -0.450.75 -0.350.82 -0.091.06 -0.331.05 -0.211.06 - - -    

 

注：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表示 p <0.05，**表示 p <0.01 

表 7-1 为 2019 年学龄前儿童对照组和干预组 Z 评分各月龄测定结果。干预组总体 HAZ、WAZ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36-83

月龄组 WAZ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HAZ 评分干预组 36-47、60-83 月龄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与 2017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 Z



 18 / 51 
 

评分结果比较，总体 HAZ 和 WAZ 的均值，干预组和对照组 HAZ 显著增加，对照组 WAZ 显著增加。其中，HAZ 评分方面干预组增

加 0.35，对照组增加 1.24。  

2.2.2.22017-2019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 Z 评分及对比结果 

 

 

 

表 8-1. 2019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HAZ（ X ±s） WAZ（ X ±s）   BAZ（ X ±s）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47 1 2 11 8 2.19±0.00 -0.89±0.16 0.14±1.78 -0.17±0.68 --0.75±0.71 -0.41±0.74 1.32±0.00 0.20±1.32 0.57±1.14 -0.68±0.74 -0.63±0.69 -0.66±0.70# -0.06±0.00 1.06±1.76 0.68±1.40 -0.92±0.91 -0.24±0.44 -0.63±0.81# 

48-59 5 10 61 49 -0.64±0.30 -0.55±0.89 -0.58±0.74 -0.45±0.87 -0.57±0.81 -0.50±0.84 -0.45±0.49 -0.52±0.71 -0.49±0.63 -0.48±1.12 -0.59±0.79 -0.53±0.99 -0.09±0.91 -0.27±0.41 -0.21±0.60 -0.31±1.37 -0.40±0.94 -0.35±1.20 

60-71 15 13 51 50 -0.60±0.76 -0.49±0.68 -0.55±0.71 -0.23±0.89 -0.54±0.87 -0.38±0.89 -0.51±0.67 -0.83±0.64 -0.66±0.67 -0.54±0.91 -0.82±1.06 -0.68±0.99 -0.23±0.87 -0.81±0.80 -0.50±0.87 -0.65±1.02 -0.76±1.19 -0.70±1.10 

72-83 9 8 50 54 -0.61±1.07 -0.46±1.18 -0.54±1.09 -0.30±0.96 -0.41±0.84 -0.36±0.90 0.23±1.07 -0.29±1.33 -0.01±1.19 -0.61±1.10 -0.84±0.84 -0.73±0.98## 0.92±0.83 -0.02±1.14 0.47±1.07 -0.68±1.50 -0.91±0.92 -0.80±1.23## 

合计 30 33 173 161 -0.52±0.93 -0.52±0.84 -0.52±0.88 -0.32±0.89 -0.52±0.83 -0.42±0.87 -0.22±0.88 -0.54±0.91 -0.39±0.90 -0.55±1.03 -0.75±0.89 -0.64±0.97 0.14±0.97 -0.34±0.95 -0.11±0.98 -0.56±1.30 -0.68±1.02 -0.61±1.17
**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8-2. 2017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HAZ（ X ±s） WAZ（ X ±s）   WHZ/BAZ（ X ±s）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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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0 0                   

36-47 5 2 8 12 -1.50±0.24 -1.24±0.39 -1.42±0.29 -0.55±0.79 --0.67±1.30 -0.62±1.10 -0.87±0.67 0.01±0.98 -0.62±0.80 -0.21±0.80 -0.33±1.23 -0.28±1.05 0.02±1.11 1.10±1.12 0.33±1.14 0.18±0.81 0.10±1.44 0.13±1.20 

48-59 18 20 50 42 -1.12±0.92 -1.24±1.07 -1.18±0.99 -0.26±1.21## -0.64±0.93 -0.44±1.10** -0.13±0.79 -0.62±1.02 -0.39±0.94 -0.10±0.83 -0.31±1.04 -0.20±0.93 0.85±0.79 0.21±0.82 0.51±0.86 0.14±1.01 0.12±1.37 0.13±1.18 

60-71 21 17 54 40 -1.08±1.02 -1.13±0.78 -1.10±0.91 -0.62±1.15 -0.66±1.10 -0.63±1.13* -0.06±0.81 -0.43±0.44 -0.22±0.69 -0.43±1.19 -0.75±0.95 -0.57±1.10 1.42±0.73 0.71±0.00 1.24±0.69 -0.40±2.43 -0.49±0.77 -0.40±2.43* 

72-83 15 9 33 37 -1.67±1.07 -1.48±0.90 -1.60±1.00 -0.35±1.24 -0.81±1.41 -0.59±1.34** -0.83±0.87 -1.02±0.73 -0.90±0.81 -0.91±1.24 -0.95±1.32 -0.93±1.28 0.42±0.70 -0.18±1.21 0.20±0.95 -1.10±2.09 -0.70±160 -0.89±1.84* 

≥84 0 0 5 3    -1.42±2.58 -1.27±1.00 -1.37±2.02    -1.12±1.53 -1.11±1.07 -1.11±1.29 - - - -0.26±2.34 -0.46±0.59 -0.33±1.80 

合计 59 48 150 134 -1.28±0.98 -1.24±0.91 -1.26±0.94 -0.46±1.24 -0.71±1.15 -0.58±1.21** -0.34±0.87 -0.60±0.81 -0.46±0.85 -0.44±1.12 -0.64±1.14 -0.53±1.13 - - -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分性别）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8-1 为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对照组和干预组各月龄 Z 评分测定结果。总体 HAZ、WAZ 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与 2017 年该地区数据比较，HAZ 和 WAZ 均值总体均有所增加。，其中，HAZ 评分中，干预组 0.16 增加，对照组增加 0.74；WAZ 评

分中，干预组增加 0.11，对照组增加 0.07。 

2.2.2.3 2017-2019 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 Z 评分及对比结果 

表 9-1. 2019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HAZ（ X ±s） WAZ（ X ±s）   BAZ（ X ±s）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0 0 1 2    0.34±0.00 --0.36±0.36 -0.12±0.48    0.42±0.00 -0.71±0.45 -0.33±0.72    0.26±0.00 -0.79±0.32 -0.44±0.64 

36-47 0 0 13 22    -0.16±1.02 --0.20±1.02 -0.18±1.01    -0.11±1.13 -0.11±0.94 -0.11±1.00    -0.03±1.06 0.01±0.90 -0.00±0.95 

48-59 1 3 28 21 -2.05±0.00 -0.04±0.34 -0.54±1.04 0.37±1.11 -0.19±0.91 0.13±1.06 -1.44±0.00 0.18±0.95 -0.23±1.12 0.19±0.88 -0.49±0.76 -0.10±0.89 -0.15±0.00 0.27±1.29 0.17±1.07 -0.06±1.06 -0.58±0.92 -0.28±1.03 

60-71 10 15 28 25 0.25±0.80 -0.24±0.75 -0.04±0.79 0.23±1.18 -0.16±1.04 0.05±1.12 -0.10±0.83 -0.49±0.82 -0.33±0.83 0.23±1.30 -0.28±0.75 -0.01±1.10 -0.46±1.31 -0.57±1.24 -0.53±1.24 0.09±1.32 -0.30±0.92 -0.09±1.15 

72-83 23 17 27 18 0.16±0.73 -0.17±0.58 0.02±0.68 -0.11±1.24 -0.53±1.30 -0.28±1.26 0.00±0.96 -0.36±0.60 -0.15±0.84 -0.27±0.97 -0.59±0.67 -0.40±0.87 -0.18±0.92 -0.45±0.84 -0.30±0.89 -0.34±1.15 -0.42±0.92 -0.3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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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4 35 97 88 

0.12±0.82 -0.19±0.63 -0.03±0.74 0.13±1.15 -0.26±1.05 -0.06±1.12 -0.07±0.93 -0.37±0.73 -0.22±0.84 0.04±1.08 -0.36±0.79 -0.15±0.97 -0.26±1.03 -0.44±1.06 -0.35±1.04 -0.08±1.15 -0.32±0.92 -0.20±1.05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9-2. 2017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HAZ（ X ±s） WAZ（ X ±s）   WHZ/BAZ（ X ±s）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1 2    -0.50±0.00 --1.25±1.34 -1.00±1.04    1.05±0.00 -0.85±0.62 -0.22±1.18    1.84±0.00 -0.24±0.28 0.45±1.22 

36-47 12 14 25 24 -1.28±0.53 -1.14±1.09 -1.20±0.87 -0.27±2.77# --1.26±0.82 -0.75±2.10 -0.26±0.51 -0.10±0.65 -0.17±0.59 -0.23±0.84 -0.61±0.84 -0.41±0.85 0.73±0.66 0.83±0.73 0.79±0.68 0.34±1.12# 0.18±1.10 0.26±1.10** 

48-59 23 18 40 38 -1.13±0.91 -1.34±0.65 -1.22±0.81 -1.02±0.88 -0.55±0.92# -0.79±0.92* -0.04±0.76 -0.29±0.54 -0.15±0.67 -0.46±0.64# -0.39±0.57 -0.42±0.60 0.98±0.71 0.82±0.75 0.91±0.73 0.25±0.74## -0.09±0.79## 0.08±0.78** 

60-71 19 19 38 46 -1.05±1.18 -0.67±0.75 -0.86±1.00 -0.97±0.95 -0.83±0.81 -0.90±0.87 -046±1.20 -0.55±0.79 -0.50±1.00 -0.65±0.81 -0.49±0.79 -0.56±0.80 -0.73±0.42 -0.10±0.00 -0.57±0.47 -0.26±1.18 -0.58±1.03 -0.48±1.02 

72-83 22 16 22 29 -1.00±1.04 -0.96±1.00 -0.98±1.01 -0.85±0.84 -1.08±0.91 -0.98±0.88 -0.15±0.82 -0.34±0.69 -0.23±0.77 -0.69±0.84# -0.68±1.14 -0.68±1.01** 0.72±0.77 0.34±0.64 0.56±0.73 -0.22±0.91## -0.05±1.17 -0.12±1.06** 

≥84 0 0 5 2     -2.88±1.13 -2.88±1.13     -2.40±0.74 -2.40±0.74 - - -  -0.61±0.21 -0.61±0.21 

合计 76 67 126 141 -1.09±0.97 -1.02±0.89 -1.06±0.93 -0.83±1.48 -0.91±0.92 -0.87±1.22 -0.21±0.87 -0.33±0.68 -0.27±0.79 -0.50±0.79 -0.55±0.86 -0.53±0.82** - - -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分性别）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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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为 2019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对照组和干预组各月龄 Z 评分测定结果。各月龄干预、对照组 Z 评分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总体不具有显著性。与 2017 年该地区数据比较，HAZ、WAZ 均值均明显增高。 

2.2.2.4 2017-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 Z 评分及对比结果 

 

 

 

 

 

表 10-1. 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X ±s） 

月龄 人数（n） HAZ（ X ±s） WAZ（ X ±s）   BAZ（ X ±s）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6 4 3 1 0.37±1.22 0.15±0.61 0.28±0.98 0.69±1.74 --0.89±0.00 0.29±1.63 0.72±1.13 0.05±0.54 0.45±0.96 -0.05±1.89 -0.87±0.00 -0.26±1.59 0.70±1.09 -0.12±0.42 0.38±0.95 -0.76±1.29 -0.50±0.00 -0.69±1.06 

36-47 29 20 29 16 0.51±1.42 0.64±1.22 0.56±1.33 0.14±0.97 --0.10±0.94 0.05±0.96# 0.48±0.80 0.47±0.95 0.48±0.86 0.13±0.73 -0.16±0.83 0.03±0.77## 0.25±0.99 0.13±0.94 0.20±0.96 0.05±0.84 -0.17±0.92 -0.03±0.86 

48-59 50 33 51 63 0.04±0.75 -0.03±0.86 0.02±0.79 0.39±0.98 0.20±1.05 0.28±1.02# 0.32±0.71 0.01±0.67 0.19±0.70 0.19±0.87 -0.08±0.80 0.04±0.84 0.44±0.77 0.03±0.67 0.28±0.76 -0.08±0.90 -0.30±1.05 -0.20±0.99## 

60-71 59 46 51 41 0.48±0.82 0.31±0.71 0.41±0.77 0.14±0.91 0.21±0.86 0.17±0.88 0.66±1.37 0.27±0.74 0.49±1.15     0.05±0.92 0.06±0.74 0.05±0.84## 0.51±1.99 0.09±0.87 0.33±1.60 -0.10±1.00 -0.11±0.72 -0.11±0.88# 

72-83 51 53 25 25 0.11±0.95 0.11±1.01 0.11±0.97 0.22±1.08 0.08±1.01 0.15±1.04 0.27±1.23 0.12±1.03 0.20±1.13 0.44±1.17 -0.16±1.00 0.14±1.12 0.26±1.40 0.04±1.13 0.15±1.27 0.44±1.23 -0.34±0.99 0.05±1.17 

84-96 9 6 5 5 -0.30±0.90 -0.23±1.08 -0.27±0.93 0.40±1.33 -0.69±0.61 -0.14±1.13 -0.18±1.13 -0.69±1.00 -0.38±1.08 -0.07±1.08 -0.77±1.04 -0.42±1.07 -0.02±1.22 -0.88±1.35 -0.36±1.30 -0.47±0.60 -0.56±1.10 -0.51±0.84 

合计 
204 162 164 151 

0.25±0.97 0.19±0.94 0.22±0.96 0.25±0.99 0.11±0.98 0.18±0.99 0.42±1.12 0.15±0.88 0.30±1.03 0.16±0.94 -0.09±0.83 0.04±0.90
**

 
0.38±1.41 0.03±0.96 0.22±1.24 

-0.01±0.99 -0.25±0.94 -0.13±0.97**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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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10-2. 2017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X ±s） 

月龄 

（m） 

人数（n） HAZ（ X ±s） WAZ（ X ±s） WHZ/BAZ（ X ±s） 

  干预组 干预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4 
0 

0.77±1.32  2.52±4.40 0.64±1.07  1.77±1.94 0.32±0.76 0.20±1.11 0.28±0.77 

36-47 37 36 0.42±1.04 --0.02±1.21 0.20±1.14 0.66±0.88 0.37±0.95 0.51±0.92 0.62±0.69 0.57±0.86 0.59±0.78 

48-59 62 58 -0.11±1.13 -0.18±0.88 -0.14±1.02 0.46±0.98 0.16±0.88 0.32±0.95 0.76±1.08 0.39±0.98# 0.58±1.05 

60-71 60 55 -0.23±0.96 -0.43±0.99 -0.32±0.97 0.21±0.81 -0.10±0.75 0.06±0.79 -0.26±0.67 0.07±0.73 -0.10±0.69 

72-83 40 30 -0.13±1.03 -0.27±1.05 -0.19±1.03 0.35±1.13 -0.16±0.79# 0.13±1.02 0.62±1.14 -0.02±0.80## 0.35±1.05 

≥84 4 5 0.42±1.44 -2.01±1.52## -0.93±1.89 0.36±0.47 -1.37±1.21## -0.60±1.28 0.16±0.63 -0.08±0.36 0.03±0.48 

合计 207 184 -0.03±1.07 -0.19±1.43 -0.10±1.26 0.40±0.95 0.07±0.98** 0.25±0.98    

注： 女童组与男童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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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为 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对照组和干预组各月龄 Z 评分测定结果。总体 HAZ、WAZ 和 BAZ 评分干预组均值均低于

对照组，且以 WAZ 和 BAZ 评分最为明显（P<0.05）；36-47 月龄干预组较对照组 HAZ 评分显著减少（P<0.05），48-59 月龄组总体 HAZ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6-47 和 60-71 月龄组 WAZ 干预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与 2017 年该地区干

预组数据比较，总体 HAZ 均值增加，WAZ 均值降低，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2.2.2.5 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表 11. 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 Z 评分结果（ X ±s） 

月龄 

（m） 

人数（n） HAZ（ X ±s） WAZ（ X ±s） BAZ（ X ±s） 

  干预组 干预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0 
3  -0.69±0.58 -0.69±0.58  -0.51±0.62 -0.51±0.62  -0.16±0.71 -0.16±0.71 

36-47 21 32 -0.50±0.86 --0.80±0.75 -0.68±0.80 -0.15±1.01 -0.59±0.75 -0.41±0.88 0.23±1.24 -0.15±0.72 0.00±0.97 

48-59 93 110 -0.88±0.93 -1.06±1.05 -0.98±1.00 -0.63±0.99 -0.83±0.92 -0.74±0.96 -0.10±0.98 -0.25±0.77 -0.18±0.87 

60-71 136 100 -0.98±1.02 -0.88±0.99 -0.94±1.01 -0.68±1.08 -0.80±0.89 -0.73±1.01 -0.08±0.96 -0.36±0.77 -0.20±0.90 

72-83 79 61 -0.83±0.91 -0.71±0.84 -0.78±0.88 -0.68±1.08 -0.58±0.83 -0.64±0.98 -0.24±1.08 -0.24±0.86 -0.24±0.99 

84-96 7 4 -0.41±0.82 -0.90±0.89 -0.59±0.84 -0.48±0.41 -0.54±1.02 -0.50±0.64 -0.35±0.50 -0.04±0.99 -0.24±0.68 

合计 336 310 -0.88±0.96 -0.90±0.96 -0.89±0.96 -0.63±1.05 -0.74±0.88 -0.68±0.97 -0.11±1.01 -0.27±0.78 -0.19±0.91 

   表 11 为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不同月龄组 Z 评分干预组各月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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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2.2.3.12017-2019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及对比结果 

 

 

 

 

 

 

 

 

表 12-1 2019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不同月龄组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月龄 人数（n） 低体重率（%） 生长迟缓率（ %）   消瘦率（%）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6 4 4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47 30 22 53 46 0 0 0 3.8(2/53) 2.2(1/46) 3.0(3/99) 0 0 0 0 0 0 3.3（1/30） 0 1.9（1/52） 3.8(2/53) 2.2(1/46) 3.0(3/99) 

48-59 56 46 140 133 0 0 0 2.1(3/140) 2.3(3/133) 2.2(6/273) 3.6(2/56) 2.2（1/46） 2.9(3/102) 2.1(3/140) 3.0(4/133) 2.6(7/273) 0 0 0 3.6(5/140) 2.3(3/133) 2.9(8/273) 

60-71 84 74 130 116 0 1.4(1/74) 0.6(1/158) 0.8(1/130) 6.9(8/116) 3.7(9/246) 1.2(1/84) 0 0.6(1/158) 3.8(5/130) 1.7(2/116) 0.8(7/246) 1.2(1/84) 2.7（2/74） 1.9(3/158) 3.8(5/130) 5.2(6/116) 4.5(11/246) 

72-83 83 78 102 97 0 1.3(1/78) 0.6(1/161) 4.9(5/102) 5.2(5/97) 5.0(10/199)
#

 2.4(2/83) 1.3(1/78) 1.9(3/161) 3.9(4/102) 5.2(5/97) 4.5(9/199) 3.6(3/83) 1.3(1/78) 2.5(4/161) 7.8(8/102) 8.2(8/97) 8.0(1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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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12-2 2017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不同月龄组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84-96 9 6 5 5 0 0 0 0 20.0(1/5) 10.0(1/10) 0 16.7（1/6） 6.7（1/15） 0 0 0 0 16.7（1/6） 6.7（1/15） 0 0 0 

合计 268 230 
434 400 

0 0.9(2/230) 0.4(2/498) 2.5(11/434) 4.5(18/400) 3.5(29/834)
**

 1.9(5/268) 1.3(3/230) 1.6(8/498) 2.8(12/434) 2.8(11/400) 2.8(23/834) 1.9(5/268) 1.7(4/230) 1.8(9/498) 4.6(20/434) 4.5(18/400) 4.6(38/834)** 

月龄 人数（n） 低体重率（%） 生长迟缓率（ %）   消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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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12-1 为 2019 年学龄前儿童对照组和干预组不同月龄组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2013 年中国 0-5 岁儿童生长迟缓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5 4 0 0 0 0 0 0 0 0 0 0 25.0(1/4) 11.1(1/9) 0 0 0 0 0 0 

36-47 17 16 70 72 0 0 0 1.4(1/70) 1.4(1/72) 2.1(3/142) 0 12.5(2/16) 6.1(2/33) 8.6(6/70) 12.5(9/72) 10.6(15/142) 0 0 0 1.4(1/70) 2.8(2/72) 2.1(3/142) 

48-59 41 38 152 138 0 5.3(2/38) 2.5(2/79) 0.7(1/152) 1.4(2/138) 1.0(3/290) 17.1(7/41) 23.7(9/38) 20.3(16/79) 7.2(11/152) 4.3(6/138) 5.9(17/290)** 0 0 0 1.3(2/152) 1.4(2/138) 1.4(4/290) 

60-71 40 36 152 141 7.5(3/40) 0 3.9(3/76) 5.3(8/152) 3.5(5/141) 4.4(13/293) 17.5(7/40) 5.6(2/36) 11.8(9/76) 7.2(11/152) 7.1(10/141) 7.2(21/293) 0 0 0 4.6(7/152) 1.4 (2/141) 3.1(9/293) 

72-83 37 25 95 96 5.4(2/37) 0 3.2(2/62) 6.3(6/95) 9.4(9/96) 7.9(15/191) 35.1(13/37) 16.0(4/25) 27.4(17/62) 6.3(6/95) 10.4(10/96) 8.4(16/191) 0 4.0(1/25) 1.6(1/62) 7.4(7/95) 6.3(6/96) 6.8(13/191) 

≥84 0 0 9 10 0 0 0 22.2(2/9) 30.0(3/10) 26.3(5/19) 0 0 0 11.1(1/9) 50.0(5/10) 31.6(6/19) 0 0 0 11.1(1/9) 0 5.3(1/19) 

合计 135 115 483 461 3.7(5/135) 1.7(2/115) 2.8(7/250) 3.9(19/483) 4.3(20/461) 4.1(39/944) 20.0(27/135) 14.8(17/115) 17.6(44/250) 7.2(35/483) 8.9(41/461) 8.1(76/944)** 0 0.9(1/115) 0.4(1/250) 3.7(18/483) 2.6(12/461) 3.2(3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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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8.1%，农村为 11.3%，6-11 岁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贫困农村为 7.2%，；2013 年中国 0-5 岁儿童低体重率农村为 3.2%，贫困农村

则为 5.1%；0-5 岁儿童消瘦率为 2.0%，贫困农村为 2.7%，6-11 岁儿童青少年贫困农村的消瘦率为 10.3%。本项目三地区干预组与对照

组比较，总体低体重率、生长迟缓率和消瘦率均增加，且以低体重率、消瘦率最为显著（P<0.01）。本项目三地区 36-47、48-59、60-71

月龄对照组和干预组生长迟缓率均低于全国贫困农村平均结果，本次 0-5 岁儿童的低体重率干预和对照组均低于 2013 年监测数据。与

2017 年比较，除消瘦率有所增加外，低体重和生长迟缓率均显著降低。 

2.2.3.22017-2019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及对比结果 

 

表 13-1 2019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月龄 人数（n） 低体重率（%） 生长迟缓率（ %）   消瘦率（%）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47 1 2 11 8 0 0 0 9.1(1/11) 0 5.3(1/19) 0 0 0 0 0 0 0 0 0 9.1(1/11) 0 5.3(1/19) 

48-59 5 10 61 49 0 0 0 4.9(3/61) 2.0(1/49) 3.6(4/110) 0 10.0 (1/10) 6.7(1/15)  3.3(2/61) 6.1 (3/49) 4.5 (5/110) 0 0 0 4.9(3/61) 2.0(1/49) 3.6(4/110) 

60-71 15 13 51 50 0 0 0 2.0(1/51) 16.0(8/50) 8.9(9/101) 6.7(1/15) 0 3.6 (1/28) 5.9 (3/51) 4.0 (2/50)  5.0(5/101) 0 7.7（1/13） 3.6（1/28） 5.9(3/51) 12.0(6/50) 8.9 (9/101) 

72-83 9 8 50 54 0 12.5（1/8） 5.9 (1/17)  8.0(4/50)  7.4(4/54) 7.7 (8/104) 11.1(1/9) 12.5(1/8) 11.8(2/17) 4.0(2/50) 5.6(3/54)  4.8(5/104) 0 0 0 12.0 (6/50) 11.1(6/54) 11.5(12/104) 

合计 30 33 173 161 0 3.0(1/33) 1.6(1/63) 5.2(9/173) 8.1 (13/161) 6.6(22/334) 6.7(2/30) 6.1(2/33) 6.3 (4/63) 4.0(7/173) 5.0(8/161) 4.5(15/334) 0 3.0(1/33) 1.6(1/63) 7.5(13/173) 8.1 (13/161) 7.8(26/334) 

表 13-2 2017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月龄 人数（n） 低体重率（%） 生长迟缓率（ %）   消瘦率（%）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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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7 5 2 8 12 0 0 0 0 8.3 (1/12)  5.0(1/20) 0 0 0 0 25.0 (3/12) 15.0 (3/20) 0 0 0 0  8.3(1/12) 5.0 (1/20) 

48-59 18 20 50 42 0 10.0(2/20) 5.3 (2/38) 2.0 (1/50)  4.8(2/42)  3.3(3/92) 16.7 (3/18) 25.0 (5/20)  21.1(8/38) 2.0 (1/50)  7.1(3/42) 4.3 (4/92)** 0 0 0 4.0 (2/50) 4.8 (2/42)  4.3(4/92) 

60-71 21 17 54 40 0 0 0 11.1 (6/54)  12.5(5/40)  11.7(11/94)* 19.0(4/21)  5.9(1/17)  13.2(5/38) 7.4 (4/54) 12.5 (5/40)  9.6(9/94) 0 0 0 13.0 (7/54)  2.5(1/40) 8.5 (8/94) 

72-83 15 9 33 37 13.3 (2/15) 0 8.3 (2/24) 15.2 (5/33)  16.2(6/37) 15.7 (11/70) 46.7(7/15)  22.2(2/9)  37.5(9/24) 3.0(1/33)## 13.5 (5/37)  8.6(6/70)** 0 11.1 (1/9) 4.2 (1/24)  18.2(6/33)  16.2(6/37)  17.1(12/70) 

≥84 0 0 5 3 0 0 0 40.0 (2/5)  33.3(1/3) 37.5 (3/8) 0 0 0 20.0 (1/5) 33.3 (1/3) 25.0 (2/8) 0 0 0 20.0 (1/5) 0  12.5(1/8) 

合计 59 48 150 134  3.4(2/59)  4.2(2/48) 3.7(4/107)  9.3(14/150)  11.2(15/134) 10.2(29/284)* 23.7(14/59) 16.7 (8/48)  20.6(22/107) 4.7(7/150)** 12.7 (17/134) 8.5(24/284)** 0 2.1 (1/48) 0.9 (1/107) 10.7(16/150)** 7.5 (10/134) 9.2 (26/284)**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体（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分性别单独比较）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13-1 为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对照组和干预组不同月龄组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体均无显著

性差异，干预组生长迟缓率低于对照组，干预组低体重率和消瘦率略高，但差异无显著学意义。2013 年中国 0-5 岁儿童生长迟缓率农

村为 11.3%，6-11 岁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贫困农村为 7.2%，48-59 月龄 2013 年贫困农村的监测结果为平均 19.4%，而本项目该地区

该月龄对照组、干预组结果较国家数据较低；与 2017 年该地区数据比较，对照组、干预组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均有所降低。 

2.2.3.3 2017-2019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及对比结果 

表 14-1 2019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月龄 人数（n） 低体重率（%）                      生长迟缓率（ %）   消瘦率（%）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0 0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47 0 0 13 22 0 0 0 7.7(1/13) 0 2.9(1/35) 0 0 0 0 0 0 0 0 0 7.7(1/13) 0 2.9(1/35) 

48-59 1 3 28 21 0 0 0 0 0 0 100.0(1/1) 0 25 .0(1/4) 0 0 0 0 0 0 3.6(1/28) 0 2.0(1/49) 

60-71 10 15 28 25 0 6.7 (1/15） 4.0 (1/25） 0 0 0 0 0 0 3.6(1/28) 0 1.9 (1/53) 10.0(1/10) 6.7 (1/15） 8.0 (2/25） 3.6(1/28) 0 1.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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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2017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72-83 23 17 27 18 0 0 0 3.7 (1/27) 0 2.2 (1/45) 0 0 0 3.7(1/27) 11.1(2/18) 6.7(3/45) 0 0 0 7.4(2/27) 5.6(1/18) 6.7(3/45) 

合计 34 35 97 88 0 2.9 (1/35） 1.4(1/69) 2.1(2/97) 0 1.1(2/185))  2.9(1/34) 0 1.4(1/69) 2.1(2/97) 2.3((2/88) 2.2(4/185)  2.9(1/34) 2.9 (1/35） 2.9(2/69) 5.2(5/97) 1.1((1/88) 3.2(6/185) 

月龄 人数（n） 低体重率（%） 生长迟缓率（ %）   消瘦率（%）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50.0(1/2) 33.3(1/3) 0 0 0 0 0 0 

36-47 12 14 25 24 0 0 0 8.0(2/25) 0 4.1 (2/49) 0 14.3(2/14) 7.7(2/26) 20.0(5/25) 20.8(5/24) 20.4(10/49) 0 0 0 4.0(1/25) 4.2 (1/24) 4.1(2/49) 

48-59 23 18 40 38 0 0 0 0  0  0 17.4(4/23) 22.2(4/18) 19.5 (8/41) 15.0(6/40) 5.3 (2/38) 10.3(8/78) 0 0 0 0 0 0 

60-71 19 19 38 46 15.8(3/19) 0 7.9(3/38) 2.6(1/38)  0 1.2 (1/84)  15.8(3/19)  5.3(1/19)  10.5(4/38) 7.9(3/38) 2.2(1/46)  4.8(4/84) 0 0 0 0 2.2 (1/46) 1.2(1/84) 

72-83 22 16 22 29 0 0 0 0  10.3(3/29) 5.9 (3/51)  27.3(6/22) 12.5(2/16)  21.1(8/38) 9.1(2/22) 10.3(3/29)  9.8(5/51) 0 0 0 4.5 (1/22) 0 2.0 (1/51) 

≥84 0 0 5 2 0 0 0 0 50.0 (1/2) 50.0(1/2) 0 0 0 0 100.0(2/2) 100.0(2/2) 0 0 0 0 0 0 

合计 76 67 126 141 3.9(3/76) 0 2.1(3/143) 2.4 (3/126) 2.8 (4/141) 2.6 (7/267)  17.1(13/76) 13.4(9/67) 15.4(22/143) 12.7(16/126) 9.9(14/141) 11.2(30/267) 0 0 0  1.6(2/126)  1.4(2/141) 1.5(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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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分性别）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14-1 为 2019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不同月龄组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对照组和干预组各月龄结果。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

低体重率、生长迟缓率和消瘦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与 2017 年湖南古丈数据比较，低体重、生长迟缓率均有显著性降低（P<0.01）；

其中低体重率方面，干预组降低 57.7%，对照组降低 33.3%；生长迟缓率方面，干预组降低 80.4%，对照组降低 90.9%。 

2.2.3.4 2017-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及对比结果 

 

表 15-1 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月龄 人数（n） 低体重率（%）                      生长迟缓率（ %）   消瘦率（%）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6 4 3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47 29 20 29 16 0 0 0 0 6.3(1/16) 2.2(1/45) 0 0 0 0 0 0 3.4（1/29） 0 2.0（1/49） 0 6.3(1/16) 2.2(1/45) 

48-59 50 33 51 63 0 0 0 0 3.2(2/63) 1.8(2/114) 2.0(1/50) 0 1.2(1/83) 2.0（1/51） 1.6（1/63） 1.8（2/114） 0 0 0 2.0(1/51) 3.2(2/63) 2.6(3/114) 

60-71 59 46 51 41 0 0 0 0 0 0 0 0 0 2.0(1/51) 0 1.1 (1/92) 0 0 0 2.0(1/51) 0 1.1(1/92) 

72-83 51 53 25 25 0 0 0 0 4.0(1/25) 2.0 (1/50) 2.0(1/51) 0 1.0(1/104) 4.0(1/25) 0 2.0(1/50) 5.9(3/51) 1.9（1/53） 3.8(4/104) 0 4.0(1/25) 2.0(1/50) 

84-96 9 6 5 5 0 0 0 0 20.0(1/5) 10.0(1/10) 0 16.7（1/6） 6.7（1/15） 0 0 0 0 16.7（1/6） 6.7（1/15） 0 0 0 

合计 204 162 164 151 0 0 0 0 3.3(5/151) 1.6(5/315))
*

 1.0(2/204) 0.6(1/162） 0.8(3/366) 1.8(3/164) 0.7(1/151) 1.3(4/315) 2.0(4/204) 1.2 (2/162） 1.6(6/366) 1.2(2/164) 2.6(4/151) 1.9(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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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2017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月龄 

（m） 

人数（n） 低体重率（%） 生长迟缓率（ %） 消瘦率（%） 

  干预组 干预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4 
2 0 0 0 0 0 0 0 0 0 

36-47 37 36 
0 0 0 2.7(1/37) 2.8(1/36) 2.7(2/73) 0 0 0 

48-59 62 58 
0 0 0 6.5(4/62) 1.7(1/58) 4.2(5/120) 0 0 0 

60-71 60 55 
1.7(1/60) 0 0.9(1/116) 6.7(4/60) 7.1(4/56) 6.9(8/116) 0 0 0 

72-83 40 30 
2.5(1/40) 0 1.4(1/70) 7.5(3/40) 6.7(2/30) 7.1(5/70) 0 0 0 

≥84 4 5 
0 20.0(1/5) 11.1(1/9) 0 40.0(2/5) 22.2(2/9) 0 0 0 

合计 207 186 
1.0(2/207) 0.5(1/186) 0.8(3/393) 5.8(12/207) 5.4(10/186) 5.6(22/393) 0 0 0 

注： 女童组与男童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15-1 为 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不同月龄组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干预组各月龄结果。低体重率干预较对照组显著性

增加（p<0.05），生长迟缓率和消瘦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与 2017 年该地区干预组数据相比，生长迟缓率下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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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5 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表 16 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结果 

月龄 

（m） 

人数（n） 低体重率（%） 生长迟缓率（ %） 消瘦率（%） 

  干预组 干预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0 
3 0 0 0 0 0 0 0 0 0 

36-47 21 32 
0 3.1（1/32） 1.9（1/53） 4.8（1/21） 9.4(3/32) 7.5（4/53） 4.8（1/21） 0 1.9（1/53） 

48-59 93 110 
7.5(7/93) 10.0(11/110) 8.9(18/203) 8.6(8/93) 18.2(20/110) 13.8(28/203) 1.1(1/93) 0.9（1/110) 1.0(2/203) 

60-71 136 100 
7.4(10/136) 10.0(10/100) 8.5(20/236) 16.9(23/136) 11.0(11/100) 14.4(34/236) 0.7(1/136) 1.0(1/100) 0.8(2/236) 

72-83 79 61 
11.4(9/79) 4.9(3/61) 8.6(12/140) 7.6(6/79) 8.2(5/61) 7.9(11/140) 1.3(1/79) 0 0.7(1/140) 

≥84 7 4 
0 25.0(1/4) 9.1(1/11) 0 0 0 0 0 0 

合计 336 310 
7.7(26/336) 8.4(26/310) 8.0(52/646) 11.3(38/336) 12.6(39/310) 11.9(77/646) 1.2(4/336) 0.6(2/310) 0.9(6/646) 

表 16 为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不同月龄组低体重、生长迟缓和消瘦率干预组各月龄结果。 

2.3 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和贫血率情况 

2.3.1 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结果 

2.3.1.12017-2019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测定及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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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2019 年三地区总体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 X ±s） 

月龄 人数（n） 血红蛋白（ X ±s）（g/L）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6 6 4 4 3 112.173.92 114.006.00 112.904.63 108.009.90 139.3318.93 121.4321.19 

36-47 30 22 53 46 112.7710.64 117.3211.00 114.6910.92 123.6418.96 123.9317.38 123.7718.16## 

48-59 56 46 140 133 116.2517.07 117.6310.74 116.8714.51 130.5516.48 129.5114.98 130.0515.75## 

60-71 84 74 130 116 120.75113.59 121.9713.67 121.3313.60 129.5713.51 132.2531.39 130.8323.67## 

72-83 83 78 102 97 121.4614.43 126.3118.06 123.8116.42 131.5516.05 132.3714.67 131.9515.36## 

84-96 9 6 5 5 123.897.70 119.678.12 122.207.88 122.807.43 120.6011.59 121.709.25 

合计 268 230 
434 400 

119.0414.37 121.9314.78 120.3814.62 129.3516.01 130.3421.37 129.8218.76
**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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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 2017 年三地区总体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 X ±s） 

月龄 人数（n） 血红蛋白（ X ±s）（g/dL）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4 4 - - - 13.18 1.39 12.951.45 13.061.32 

36-47 17 16 69 72 11.311.54 11.382.04 11.341.77 11.962.33 12.675.03 12.323.95 

48-59 41 38 152 137 11.721.87 11.691.56 11.711.72 12.152.22 12.212.39 12.182.30 

60-71 40 36 152 142 12.011.67 11.712.20 11.861.93 12.422.26 12.402.40 12.412.32 

72-83 37 25 95 96 11.661.68 10.882.15 11.351.91 12.542.36 12.231.92 12.382.15** 

≥84 0 0 9 10 - - - 13.740.85 12.031.44 12.841.45 

合计 135 115 481 461 11.741.72 11.481.98 11.621.84 12.322.26 12.352.87 12.332.57**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17-1 为 2019 年三地区总体监测学龄前儿童各月龄组血红蛋白情况，总体血红蛋白值干预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 <0. 01），其中

36-83 月龄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与 2017 年同地区数据相比，总体血红蛋白干预和对照组均有所增加。  

2.3.1.2 2017-2019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测定及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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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1  2019 年青海乐都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 X ±s） 

月龄 人数（n） 血红蛋白（ X ±s）（g/L）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47 1 2 11 8 143.00±0.00 134.50±9.19 137.33±8.14 133.09±9.17 138.25±7.01 135.26±8.52 

48-59 5 10 61 49 128.60±7.54 130.70±6.38 130.00±6.59 135.85±8.88 128.04±7.19 136.83±8.21## 

60-71 15 13 51 50 135.40±7.31 135.85±8.91 135.61±7.94 134.49±8.26 141.32±42.15 137.87±30.28 

72-83 9 8 50 54 136.44±8.47 132.75±7.70 134.71±8.09 140.96±6.89 135.89±9.47 138.33±8.67 

合计 30 33 173 161 134.83±7.96 133.46±7.86 134.11±7.87 136.75±8.58 138.35±24.42 137.52±18.03 

注：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18-2 2017 年青海乐都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 X ±s） 

月龄 人数（n） 血红蛋白（ X ±s）（g/dL）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0 0 - - -    

36-47 5 2 8 12 12.30±0.67 13.70±1.70 12.70±1.12 12.86±0.87 14.96±9.80 14.12±7.55 

48-59 18 20 50 42 12.83±0.61 12.55±0.63 12.68±0.63 12.42±0.94 12.28±1.01 12.36±0.97 

60-71 21 17 54 40 12.40±0.99 12.44±0.74 12.41±0.88 12.52±0.94 12.50±0.81 12.51±0.88 

72-83 15 9 33 37 12.76±0.95 12.33±0.53 12.60±0.83 12.70±0.93 12.62±1.09 12.66±1.01 

≥84 0 0 5 3 - - - 13.36±0.59 12.80±1.41 13.15±0.92 

合计 59 48 150 134 12.61±0.86 12.52±0.72 12.57±0.80 12.57±0.93 12.69±3.05 12.63±2.20 

表 18-1 为 2019 年青海乐都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情况，总体及分性别各月龄组血红蛋白值与对照组比较，除 48-59 月

龄显著增加外，均无统计学意义。但与 2017 年相比，除 36-47 月龄干预组降低外，其他各月龄和总体均有所增加；干预组血红蛋白含

量增加 11.22 g/L，增长 8.9%；对照组血红蛋白含量增加 8.41 g/L，增长了 6.7%。 

2.3.1.3  2017-2019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测定及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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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1 2019 年湖南古丈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 X ±s） 

月龄 人数（n） 血红蛋白（ X ±s）（g/L）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0 0 1 2 - - - 101.00±0.00 146.00±21.21 131.00±30.00 

36-47 0 0 13 22 - - - 128.62±31.49 122.18±21.24 124.57±25.28 

48-59 1 3 28 21 103.00±0.00 115.97±7.78 112.73±9.08 134.26±28.19 131.09±26.26 132.90±27.14## 

60-71 10 15 28 25 124.94±18.21 124.51±19.88 124.68±18.84 128.32±21.33 128.99±23.43 128.64±22.13 

72-83 23 17 27 18 120.98±21.08 133.85±34.12 126.45±27.75 122.24±22.65 129.02±26.99 124.95±24.41 

合计 34 35 97 88 121.62±20.02 128.32±27.38 125.01±24.10 128.10±25.36 128.18±24.19 128.14±24.74 

注：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19-2 2017 年湖南古丈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 X ±s） 

月龄 人数（n） 血红蛋白（ X ±s）（g/dL）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1 2 - - - 14.60±0.00 12.60±1.56 13.27±1.59 

36-47 12 14 25 24 10.90±1.63 11.04±1.91 10.98±1.75 11.65±2.52 11.53±3.01 11.59±2.74 

48-59 23 18 40 38 10.85±2.07 10.74±1.75 10.81±1.91 11.53±1.98 11.98±2.95 11.75±2.50* 

60-71 19 19 38 46 11.58±2.13 11.05±2.83 11.32±2.49 12.10±2.27 11.69±2.44 11.87±2.36 

72-83 22 16 22 29 10.91±1.68 10.06±2.29 10.55±1.98 12.40±2.89# 11.91±2.00# 12.12±2.41** 

≥84 0 0 5 2 - - -  11.65±2.05 11.65±2.05 

合计 76 67 126 141 11.06±1.90 10.73±2.45 10.91±2.07 11.90±2.35 11.80±2.57 11.85±2.46**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19-1 为 2019 年湖南古丈总体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情况，总体血红蛋白值干预组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没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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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8-59 月龄组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0.01）,与 2017 年比较，相对应各年龄段对照、干预组 2019 年均高于 2017

年。 

2.3.1.4 2017-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测定及对比结果 

表 20-1 2019 年山西兴县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 X ±s） 

月龄 人数（n） 血红蛋白（ X ±s）（g/L） 

（m）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6 4 3 1 112.17±3.92 114.00±6.00 112.90±4.63 110.33±10.69 126.00±0.00 114.25±11.73 

36-47 29 20 29 16 111.72±9.13 115.60±9.75 113.31±9.49 117.83±11.43 118.87±9.90 118.18±10.83# 

48-59 50 33 51 63 115.28±17.39 113.82±8.85 114.70±14.55 122.18±10.84 122.24±10.10 122.21±10.40## 

60-71 59 46 51 41 116.16±10.89 117.22±8.84 116.63±9.99 125.33±10.65 123.17±11.49 124.37±11.02## 

72-83 51 53 25 25 119.04±9.39 122.93±8.96 121.02±9.34 122.80±8.31 127.20±9.10 125.00±8.90# 

84-96 9 6 5 5 123.89±7.70 119.67±8.12 122.20±7.88 122.80±7.43 120.60±11.59 121.70±9.25 

合计 204 162 164 151 116.26±12.30 118.20±9.50 117.12±11.17 122.29±10.74 122.96±10.46 122.61±10.59
**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20-2 2017 年山西兴县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 X ±s） 

月龄 人数（n） 血红蛋白（ X ±s）（g/dL） 

（m） 干预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总 

<36 4 2 12.70±1.25 13.30±1.84 12.94±1.32 

36-47 37 36 11.98±2.41 12.66±3.54 12.32±3.02 

48-59 62 58 12.33±2.93 12.32±2.71 12.31±2.81 

60-71 60 55 12.54±2.99 12.90±2.96 12.71±2.97 

72-83 40 30 12.47±2.87 12.07±2.54 12.3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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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4 5 14.23±0.95 11.72±1.41 12.83±1.76 

合计 207 186 12.40±2.80 12.51±2.90 12.45±2.85 

    表 20-1 为 2019 年山西兴县监测学龄前儿童各月龄组血红蛋白情况，干预较对照组总体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数据较 2017

年干预组略有降低，但差异不显著。 

2.3.1.4 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测定结果 

表 21 湖南桑植县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 X ±s） 

月龄 人数（n） 血红蛋白（ X ±s）（g/L） 

（m） 干预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总 

24-35 0 3  108.00±12.12 108.00±12.12 

36-47 21 32 123.05±10.37 124.22±6.95 123.76±8.40 

48-59 93 110 125.21±10.82 124.40±10.12 124.77±10.43 

60-71 136 100 125.83±9.74 124.78±8.57 125.39±9.26 

72-83 79 61 127.90±8.97 129.16±9.20 128.45±9.06 

84-96 7 4 130.00±8.29 127.75±14.31 129.18±10.20 

合计 336 310 126.06±9.93 125.33±9.51 125.71±9.73 

表 21 为湖南桑植县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情况。 

2.3.2 学龄前儿童贫血率结果 

2.3.2.1 2017-2019 年三地区总体学龄前儿童贫血率及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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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2019 年三地区总体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贫血率 

月龄 人数（n） 总贫血率（%，）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6 4 4 3 33.3(2/6) 25.0(1/4) 30.0(3/10) 50.0（2/4） 0 28.6（2/7） 

36-47 30 22 53 46 26.7(8/30) 18.2(4/22) 23.1(12/52) 24.5(13/53) 23.9（11/46） 24.2 (24/99)  

48-59 56 46 140 133 30.4(17/56) 26.1(12/46) 28.4(29/102) 9.3(13/140) 10.5(14/133)  11.1(27/243)
##

 

60-71 84 74 130 116 33.3(28/84) 29.7(22/74) 31.6(50/158) 11.5（15/130） 14.7(17/116) 13.0(32/246)
##

 

72-83 83 78 102 97 31.3(26/83) 19.2(15/78) 25.5(41/161) 13.7(14/102) 9.3(9/97) 6.5(23/199)
##

 

84-96 9 6 5 5 11.1(1/9) 16.7(1/6) 13.3(2/15) 20.0(1/5)  20.0(1/5) 20.0(2/10) 

总计 268 230 
434 400 

30.6(82/268) 23.9(55/230) 27.5(137/498) 13.4(58/434) (52/400) 13.2(110/834) 
**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22-2  2017 年三地区总体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贫血率 

月龄 人数（n） 总贫血率（%，）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4 4 0 0 0 0 0 0 

36-47 17 16 69 72 41.2(7/17) 62.6(10/16) 51.5(17/33) 33.3(23/69) 30.6（22/72） 31.9 (45/141) # 

48-59 41 38 152 137 36.6(15/41) 23.7(9/38) 30.4(24/79) 27.0 (41/152) 27.0(37/137) 27.0 (78/289) 

60-71 40 36 152 142 32.5(13/40) 33.3(12/36) 32.9(25/76) 28.3（43/152） 31.0 (44/142)  29.6(87/294) 

72-83 37 25 95 96 37.8(14/37) 56.0(14/25) 45.2(28/62)  30.5(29/95) 32.3 (31/96) 31.4 (60/191) 

≥84 0 0 9 10 0 0 0 0 30.0 (3/10) 15.8 (3/19) 

总计 135 115 481 461 36.3(49/135) 39.1(45/115) 37.6(94/250) 28.3(136/481) 29.7 (137/461) 29.0 (273/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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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体（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分性别单独比较）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22-1 为 2019 年三地区总体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贫血情况，通过表中可看出，总贫血率干预组与对照组总体比较，差异具

有显著性（P <0.01），各月龄段中，48-83 月龄段干预组贫血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1）。2013 年中国 6 岁以下贫困农村儿童贫血率

36-48、48-59 和 60-71 月龄段分别为 13.2%、9.8%和 19.8%，其中，男童三个月龄段分别为 12.9%、8.7%和 19.5，女童三个月龄段分别

为 13.7%、11.1%和 20.2%；2013 年中国贫困地区 6-11 岁儿童青少年贫血患病率为 6.7%，男童 7.0%，女童 6.4%。本次项目调查地区

的总贫血患病率干预组在食用营养素补充片后，各年龄段相比全国营养调查数据仍然相对较高，但与 2017 年该地区总体结果比较，干

预和对照组均有所降低，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1）。其中，干预组较 2017 年降低了 54.5%，对照组则降低了 26.9%。 

2.3.2.2 2017-2019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贫血率及对比结果 

表 23-1 2019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贫血率 

月龄 人数（n） 总贫血率（%，）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47 1 2 11 8 0 0 0  0  0  0 

48-59 5 10 61 49 0 0 0  0  0  0 

60-71 15 13 51 50 0 0 0 3.9（2/51） 2.0(1/50) 3.0(3/101) 

72-83 9 8 50 54 0 0 0  0 1.9(1/54) 1.0(1/104) 

总计 30 33 173 161 0 0 0 1.2 (2/173) 1.2(2/161) 1.2(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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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2017 年青海乐都学龄前儿童贫血率 

月龄 人数（n） 总贫血率（%，）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0 0 0 0 0 0 0 0 

36-47 5 2 8 12 0 0 0  0 16.7（2/12） 10.0(2/20) 

48-59 18 20 50 42 0 0 0 6.0(3/50) 9.5 (4/42) 7.6(7/92) 

60-71 21 17 54 40  19.0(4//21)  11.8(2/17) 15.8 (6/38) 13.0（7/54） 12.5(5/40)  12.8(12/94) 

72-83 15 9 33 37 6.7 (1/15) 11.1 (1/9) 8.3 (2/24) 12.1 (4/33) 13.5(5/37) 12.9(9/70) 

≥84 0 0 5 3 0 0 0 0 0 0 

总计 59 48 150 134  8.5(5/59) 6.3 (3/48) 7.5 (8/107) 9.3 (14/150) 11.9(16/134) 10.6(30/284) 

 

表 23-1 为 2019 年青海乐都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贫血情况。通过表中可看出，总贫血率干预组与对照组各月龄比较，差异均

无显著性（P>0.05）。与 2013 年中国贫困农村各年龄段贫血率国家数据比较，各月龄段贫血率好于国家数据；与 2017 年数据相比，总

体贫血率干预和对照组降低明显（P <0.01），干预组降低 88.7%，对照组降低 100.0%。 

2.3.2.3  2017-2019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贫血率及对比结果 

表 24-1 2019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贫血率 

月龄 人数（n） 总贫血率（%，）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6 0 0 1 2 - - - 100.0(1/1) 0 33.3（1/3） 

36-47 0 0 13 22 - - - 46.2(6/13) 40.9（9/22） 42.9(15/35) 

48-59 1 3 28 21 100.0 (1/1) 33.3(1/3） 50.0 (2/4) 25.0(7/28) 23.8(5/21) 24.5(12/49) 

60-71 10 15 28 25  40.0(4/10) 33.3 (5/15)  36.0(9/25) 28.6(8/28) 28.0(7/25) 28.3(15/53) 

72-83 23 17 27 18 43.5(10/23) 35.3 (6/17) 40.0(16/40) 40.7(11/27) 33.3(6/18) 37.8(17/45) 

总计 34 35 97 88 44.1 (15/34) 34.3(12/35) 39.1 (27/69) 34.0(33/97) 30.7(27/88) 32.4(6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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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2017 年湖南古丈学龄前儿童贫血率 

月龄 人数（n） 总贫血率（%，）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36 0 0 1 2 0 0 0 0 0 0 

36-47 12 14 25 24 58.3(7/12) 71.4 (10/14) 65.4 (17/26)  48.0(12/25) 41.7（10/24） 44.9(22/49) 

48-59 23 18 40 38  65.2 (15/23) 50.0 (9/18) 58.5 (24/41) 47.5(19/40) 42.1 (16/38) 44.9(35/78) 

60-71 19 19 38 46 47.4 (9/19) 52.6 (10/19) 50.0 (19/38) 39.5（15/38） 47.8 (22/46) 44.0 (37/84) 

72-83 22 16 22 29 59.1 (13/22) 81.3 (13/16) 68.4 (26/38) 50.0 (11/22) 51.7 (15/29) 51.0(26/51) 

≥84 0 0 5 2 0 0 0 0 50.0 (1/2) 14.3(1/7) 

总计 76 67 126 141 57.9 (44/76) 62.7 (42/67) 60.1 (86/143)  45.2(57/126) 45.4 (64/141)* 45.3(121/267)** 

 

表 24-1 为 2019 年湖南古丈监测学龄前儿童各月龄组贫血情况，通过表可看出，总贫血率和各月龄贫血率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2013 年中国贫困农村各年龄段贫血率数据比较，总贫血率结果对照、干预组均高于全国贫困农村儿

童调查结果。 与 2017 年相比，贫血率均有所降低（除 24-35 月龄干预组外），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1），干预组下降 28.5%，对照

组下降 34.9%。 

2.3.2.4  2017-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贫血率及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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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2019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贫血率 

月龄 人数（n） 总贫血率（%，）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24-35 6 4 3 1 33.3（2/6） 25.0（1/4） 30.0（3/10） 33.3（1/3） 0 25.0（1/4） 

36-47 29 20 29 16 27.6(8/29) 20.0(4/20) 24.5(12/49) 24.1(7/29) 12.5（2/16） 20.0(9/45) 

48-59 50 33 51 63  32.0(16/50)  33.3(11/33) 32.5 (27/83) 11.8(6/51)  14.3(9/63) 13.2(15/114)
##

 

60-71 59 46 51 41 40.7(24/59) 37.0(17/46) 39.0(41/105) 9.8（5/51） 22.0 (9/41) 15.2 (14/92)
##

 

72-83 51 53 25 25 31.4 (16/51) 17.0 (9/53) 24.0 (25/104)  12.0(3/25) 8.0 (2/25) 10.0(5/50) 

84-96 9 6 5 5 11.1（1/9） 16.7（1/6） 13.3（2/15） 20.0 (1/5) 20.0 (1/5) 20.0(2/10) 

总计 204 162 164 151 32.8 (67/204) 26.5 (43/162) 30.1 (110/366) 14.0 (23/164) 15.2 (23/151) 14.6(46/315)
**

 

注：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总计（包括男女童各月龄

总和）#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25-2 2017 年山西兴县学龄前儿童贫血率 

月龄 人数（n）  总贫血率（n, %） 

 干预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总 

<36 4 2    

36-47 37 36 29.7(11/37) 27.8(10/36)  28.8(21/73) 

48-59 62 58 30.6(19/62)  29.3(17/58) 30.0(36/120） 

60-71 60 55 35.0(21/60)  30.9(17/55) 33.0(38/115 ) 

72-83 40 30 35.0(14/40) 36.7(11/30)  35.7(25/70) 

≥84 4 5 0  40.0(2/5)  22.2(2/9) 

总计 207 186 31.4(65/207) 30.6(57/186) 31.0(122/393) 

注： 女童组与男童组比较，#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25-1 为 2019 年山西兴县监测学龄前儿童各月龄组贫血情况。通过表中可看出，总贫血率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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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P<0.01）。48-59、60-71 月龄组干预组贫血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与 2013 年全国监测结果比较，山西兴县各月龄段学龄前

儿童贫血率较高；与 2017 年该地区干预组比较，各月龄段及总体贫血率降低显著。 

2.3.2.5 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贫血率结果 

 

表 26 湖南桑植县学龄前儿童贫血率 

月龄 人数（n）  总贫血率（n, %） 

 干预组 干预组 

 男 女 男 女 总 

24-35 0 3 - 33.3（1/3） 33.3（1/3） 

36-47 21 32 4.8（1/21） 0 1.9(1/53) 

48-59 93 110 6.5(6/93) 6.4(7/110) 6.4(13/203） 

60-71 136 100 13.2(18/136)  11.0(11/100) 12.3(29/236 ) 

72-83 79 61 8.9(7/79)  8.2(5/61)  8.6(12/140) 

84-96 7 4 0  25.0(1/4)  9.1(1/11) 

总计 336 310 9.5(32/336) 8.1(25/310) 8.8(57/646) 

 

表 26 为湖南桑植县各月龄组监测学龄前儿童贫血情况。通过表中可看出，与 2013 年 6 岁以下全国监测结果比较，湖南桑植县各

月龄段学龄前儿童贫血率较低。 

2.4 2017、2019 年干预组、对照组总体均值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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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学龄前儿童两周患病率 

      通过表 27 可知，过去两周对照组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学龄前儿童 57 名，患病率为 10.0%；患过腹泻的学龄前儿童为 49 名，患病

率为 8.6%；干预组过去两周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学龄前儿童 136 名，患病率为 10.5%；患过腹泻的学龄前儿童为 121 名，患病率为 9.4%；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与腹泻患病率均无显著性差异，与 2017 年数据相比，过去两周对照组患呼吸系统疾病、患

过腹泻的学龄前儿童患病率和干预组患过腹泻的患病率均有所增加。 

表 27 三地区总体监测学龄前儿童两周患病率（%） 

组别 对照组 干预组 

 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腹泻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腹泻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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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0.0（57/568） 8.6（49/568） 10.5（136/1291） 9.4（121/1291） 

表 28 青海乐都监测学龄前儿童两周患病率 

组别 对照组 干预组 

 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腹泻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腹泻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总计 23.2（23/99） 15.2（15/99） 9.6（38/396） 5.8（23/396） 

 

表 29 湖南古丈监测学龄前儿童两周患病率 

组别 对照组 干预组 

 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腹泻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腹泻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总计 3.6（3/83） 4.8（4/83） 17.5（17/97） 13.4（13/97） 

 

表 30 山西兴县监测学龄前儿童两周患病率 

组别 对照组 干预组 

 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腹泻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腹泻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总计 8.0（31/386） 7.8（30/386） 8.4（27/320） 11.9（38/320） 

 

表 31 湖南桑植县监测学龄前儿童两周患病率 

组别 干预组 

 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腹泻两周患病率% 

（n 患病人数/N 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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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1.3（54/478） 9.8（47/478） 

3.讨论 

    为继续聚焦少年儿童营养健康问题，安利公益基金会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等多家单位合

作，启动了“为 5 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数百所山村幼儿园免费提供儿童营养咀嚼片，以有效改善 

3—5 岁儿童因“隐形饥饿”导致的种种健康发育问题。国家对于 6 到 24 月龄贫困地区儿童有营养包干预，对于 6 岁以上义务制教育学

生有营养改善项目，但是在 3 到 5 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仍然缺少成熟的帮扶政策，“为 5 加油”项目针对的正是这个群体。就目前我

国现状， 中国儿童营养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异，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营养问题更为突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2015）》数据表明，6—17 岁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农村是城市的 3 倍；6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和低体重率，农村是

城市的 2—3 倍，贫困农村又是一般农村的 1.5 倍。2010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报告显示，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的身高、体重

均落后于城市同龄儿童。本次项目本着更好的提高我国贫困地区学龄前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及促进相关政策的及时出台而应声开展，此

次调查的情况中，三地项目开展取得的调查数据均为干预一定时间的营养状况，以下为对具体数据的结果讨论。  

3.1 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状况 

儿童期是体格和智力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学龄前这一阶段又是智力发育、神经系统完善和体格生长的重要时期，生长发育评价

是衡量儿童的营养状况及是否健康较为有效的方法之一，一旦这一时期内发生营养不良等问题，则可能直接损害儿童的早期和未来的

健康，增加患慢性病的几率。 

本次调查的青海乐都、湖南古丈和山西兴县地区总体和分省结果学龄前儿童 2.5-8 岁组干预和对照组身高和体重总体与 2017 年同

地区各年龄段结果比较，大致全优于 2017 年数据（极少年龄段较差），且与 2013 年全国营养监测评估数据相比，也有较大的改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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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从 2016-2019 年 3 年的连续强化过程中，营养咀嚼片的干预效果显著，但由于缺乏基线数据，且该地区人员流动性

较大，所以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持这一结论。由于近年来国家对于贫困农村各种利好政策的相继推出和大力实施，贫困农村儿童的营养

状况得到了相应改善，但仍然需要后期不断地跟进和支持，因为调查的结果也表明，仍然有一部分儿童的体格状况还落后于国家贫困

地区的平均水平，所以可以说，启动“为 5 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数百所山村幼儿园免费提供儿童

营养咀嚼片，以有效改善儿童因“隐形饥饿”导致的种种健康发育问题还是极其必要的。                                                                                                                                                                                                                                                                                                                                                                                                                                                                                                                                                                                                                                                                                                                                                           

2010—2013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综合报告指出，0-5 岁儿童生长迟缓率为 8.1%，城市 4.2%，贫困农村 19.0%；

而低体重率贫困农村为 5.1%，全国为 2.5%；0-5 岁儿童消瘦率为 2.0%，贫困农村为 2.4%；6-17 岁贫困农村儿童青少年的生长迟缓率

为 7.7%，消瘦率为 10.7%。本次调查发现，2017 年该项目学龄前儿童总体低体重率、生长迟缓率和消瘦率对照组和干预组分别为 2.8%、

17.6%、0.4%和 4.1%、8.1%、3.2%，而 2019 年的数据则为 0.4%、1.6%、1.8%和 3.5%、2.8%、4.6%，可以看出，除了消瘦率外，低

体重率、生长迟缓率较两年前均有改善。 

3.2 学龄前儿童贫血患病率状况 

 缺铁性贫血仍然是当今影响儿童健康状况的最严重营养素缺乏病之一，2013 年中国 6 岁以下贫困农村儿童贫血率 36-48、48-59

和 60-71 月龄段分别为 13.2%、9.8%和 19.8%，其中，男童三个月龄段分别为 12.9%、8.7%和 19.5%，女童三个月龄段分别为 13.7%、

11.1%和 20.2%；2013 年中国贫困地区 6-11 岁儿童青少年贫血患病率为 6.7%，男童 7.0%，女童 6.4%。2019 年，总贫血率干预组与对

照组总体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1），干预组贫血率为 13.2%，对照组为 27.5%，而 2017 年干预组则为 29.0%，对照组为 37.6%，

干预组较 2017 年降低了 54.5%，对照组则降低了 26.9%。2017 年本次项目调查地区的总贫血患经干预后，与项目纳入对照组比较贫血

率下降显著，且比 17 年干预后结果更理想，但项目县的贫血率依然不容乐观，这表明，项目地区的贫血问题依然较为严峻，虽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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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贫血状况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仍然需要增加营养素咀嚼片的覆盖率和食用率和不断地营养改善知识的宣传才可能逐渐改善这一

公共卫生问题。 

3.3 学龄前儿童两周患病率状况 

    急性呼吸道感染(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ARI)和儿童腹泻(children diarrhea disease, CDD)是儿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ARI 和 CDD

患病比重分别是儿童疾病构成的第一、第二位。在中国儿童死因构成中，ARI 居首位，CDD 为第四位。呼吸系统疾病与腹泻会直接地、

严重地影响儿童生长发育,两周患病率是反映医疗卫生服务需要量的重要指标。 

本次调查发现，过去两周对照组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学龄前儿童患病率为 10.0%；患过腹泻的学龄前儿童患病率为 8.6%；干预组过

去两周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学龄前儿童患病率为 10.5%；患过腹泻的学龄前儿童患病率为 9.4%；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呼吸系统疾病患

病率与腹泻患病率均无显著性差异。我国 2003 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5 岁以下两周呼吸系统疾病的患病率为 10%，2008

年吴小健关于《西部 45 县 3 岁以下儿童感冒与腹泻两周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论文中显示，西部 45 县农村 3 岁以下儿童感冒和

腹泻的两周患病率分别为 19.1%和 7.4%，与 2008 年西部 45 县结果比较，本项目的对照和干预组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相对降低，但腹

泻患病率略高，这可能与调查季节、幼儿园环境等情况有关。 

   4.总结 

 根据“为5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效果评估数据显示：该项目目前总体运行良好，项目实施地区学龄前儿童生长迟缓率、

低体重率和贫血率在给予了营养咀嚼片组一段长时间的干预下，均较2017年有一定效果的改善，项目地区儿童生长发育状况得到明显

改善。本项目评估报告的提供，为政府在贫困地区全面开展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提供理论依据。但由于此次调查涉及到的区域范围较窄，

抽取的幼儿园也有限，且缺乏干预前的基线数据，而且有些干预时间不能明确，在其结论上略显局限性，所以在日后的研究中，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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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随机对照干预研究，另外，在营养咀嚼片的干预时间上，应更准确的进行跟踪以便更准确的分析干预时间对营养改善的量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