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在老一辈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件喜庆和值得自豪的事情。然而，孩子太
胖，在成长过程中却要面对诸多健康问题。更有专家提出，我国儿童肥胖率已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公
布的10%的“安全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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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肥胖率超越“安全临界点”
“奶奶，给我两只香蕉。”周日上午的10点多，9岁的杨靖（化名）刚刚吃掉

了一包的奥利奥饼干，喝下了大杯的牛奶，又开始要吃水果了。

这个不到10岁的男孩子，体重快奔100斤去了。看着他慢慢咬着果肉，奶

奶很欣慰，她觉得自己养了一个乖孙子，什么都爱吃，且长得比同龄人高大。

由爷爷奶奶养育长大的杨靖，在出生后，就一直是个圆滚滚的小胖

子。每次体检，他都超高超重，这让家里老人感到自豪。

但现在，看着一顿饭可以轻松吃下两块大排骨或8只鸡翅膀，加上两大

碗米饭，或者一个人能干掉四分之三全家桶的儿子，杨靖的妈妈已经笑不出

来，她很担心儿子那个越来越圆的小肚子，走路时摇摇摆摆的姿态，以及他

未来所需要面对的健康问题和外界对胖子的歧视等。

而人们也发现，在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放学时刻，从校门口走出来的孩

子们中，小胖墩的比例越来越高。

近日，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在全国两会上发言称，与1985年相

比，2010年我国7至18岁城乡学生身高、体重显著增长，肥胖率增长了

7.9%，与此同时，中小学生肺活量下降了11.4%，大学生下降了近10%。他表

示，其中，城市男生肥胖率已达14.2%，“小胖墩”越来越多。我国城乡学生的

肥胖率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10%“安全临界点”。

“青少年胸围越来越宽，肺活量却越来越小；身材越来越高，跑得却越

来越慢；体重越来越重，力量却越来越小。” 

根据相关报道，在上海，学龄期儿童的超重和肥胖率已超过1/3，且还在

逐年增加。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些过去成年人的慢性病，如今已

威胁到儿童青少年的健康，被称为“儿童成人慢性病”。造成这些疾病的一个

共同原因就是肥胖。有专家指出，肥胖儿童中有71.8%的人在成年期持续肥

胖，持续肥胖的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体重持续正常者增加了十几倍。

谁是造成小胖墩的“罪首”
与此同时，各地诞下巨大儿的新闻越来越多。大多数的80后、90后的出生

体重在6斤、7斤左右，而如今人们发现，新生儿体重8斤早已不是新闻，9斤、10

斤的新生儿也开始变得常见。

80后的马小姐告诉记者，她的两个同学都剖腹产生下了巨大儿，其中一

个超过10斤。据相关统计，南京市巨大儿出生率已达到了8%-9%，这些巨大

儿很可能成为一辈子的“胖子”。

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埃尔西·塔韦拉斯撰文指出，婴儿如果生命早

期增重快，将会在少儿期面临超重危险。她在美国《儿科学杂志》发表论文

说：“我们发现，那些在出生后前6个月期间迅速增重和增重过多的儿童，到3

岁时更容易患上肥胖症。”她建议，父母在喂养婴儿时应该慎重，并加强对婴

儿体重增加的注意。

儿童肥胖另一个容易出现的时期是青春期。英国诺丁汉的儿科医生兰

德尔说，现在常见的一个问题是肥胖儿童在10岁前就进入青春期。在英国一

项对医生的调查中，多数儿科医生认为，儿童肥胖的责任与父母失职相关。

长海医院营养科曹翔医生告诉记者，儿童时期的肥胖比成年期发胖更

可怕，成年肥胖只是脂肪细胞体积的增

大，儿童时期的肥胖不但使脂肪细胞体积

增大，同时还伴有脂肪细胞数量的增加。

他表示，儿童在青春期时期肥胖，原

因除了饮食结构外，更是由于不运动所导

致。他表示，很多孩子把大量时间用于学

习，剩下的时间又往往在电视等，运动时间

和强度太少，导致肥胖的产生。

曹翔医生还指出，很多家庭本身的饮

食结构不合理，很多家长自己也喜欢看电视

吃零食，都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

“肥胖控制”行动起来
近日由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称，发达

国家中超重或肥胖人口数量已创下历史新

高，给医疗保健系统带来更多压力。但在儿

童肥胖问题上，英国、法国、韩国与美国的儿

童肥胖率已趋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

这些国家政府为控制肥胖而进行的努力。包

括丹麦、芬兰、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政府

去年通过了向高脂高糖食品征税的法案。

2012年年初，美国公布了一项计划，将

给美国学校的伙食标准带来15年来的首次

重大变革。在这项计划中，包括使用新鲜西

红柿和厨师配制的沙拉来取代面包馅饼和

罐装水果等措施。

而纽约市积极干预儿童肥胖问题，在

近年来取得明显成效。数据显示，纽约

市５至１４岁少年儿童中，2006年至2007

年肥胖率为21.9%，2010年至2011年降至

20.7%。纽约市学校采取的措施有，敦促学

生培养健康饮食习惯和多运动；食堂减少

含糖饮料，提供更多健康食品。

在《上海儿童发 展“十二五”规

划》中，也特别探索建立符合城市特点的儿

童体质监控体系。

记者了解到，根据该规划，上海将制定

并严格实施在校儿童营养午餐标准，实施

义务教育阶段儿童营养午餐工程，以强化对

0－6岁儿童的肥胖监测和干预，加强对家长

的合理膳食指导。提高儿童户外体育锻炼质

量，保证儿童每天在校锻炼不少于1小时。

胖可能是营养不良
长海医院营养科医生    曹翔 

生活周刊：目前针对儿童肥胖，医院一

般使用哪个标准作为界定，它是否科学？

曹翔：《7-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判

断标准》是我们医院使用的标准，它根据男

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有具体的超重和肥

胖的标准区间。这个标准制定时间还是比较

新的，我认为也是比较科学的。

生活周刊：有一种说法是，奶粉喂

养的宝宝与母乳喂养的宝宝更容易肥

胖，这种说法有科学性吗？

曹翔：这个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目

前奶粉制作已经很进步，接近母乳的配

方。妈妈和准妈妈们不必因为这个理由而

担忧。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母乳和奶粉喂

养，都应该科学喂养。

生活周刊：很多妈妈发现，孩子吃得

并不很多，也不是特别爱吃垃圾食品，但

仍然是个小胖墩，那是什么原因呢？

曹翔：胖，不一定代表营养过剩。摄

入过多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摄入不足，也

会造成儿童“胖”。胖可能是营养不良。

生活周刊：儿童肥胖有什么治疗法？

曹翔：对于一般的小胖墩，最好还是

调整家庭的饮食结构，少油少盐少脂肪

高蛋白饮食，少吃不吃零食、甜味饮料。另

外，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段。对于成长期的

儿童，减肥药、手术等方法要尽量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