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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壮年人外出谋职数量的不断上升，导致了农村留 

守儿童的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相应地，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的相关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为了 

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全面了解这些问题并及时制定有效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该文主要就我国农村留守儿童 

的营养状况及其干预措施的研究进展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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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R nutritional status of China 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its intervention measures 

LIN Ru-jiao，FENG Rong-zuan，NONG Shah—wen，et a1．Comprehensive Outpatient，Centers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Tiandeng County，Guangxi 53280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the increasing in the 

number of rural young adtdts leaving home for jobs，the number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Accordingly，the related problems influenci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lso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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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revealed．In or
．

der to properly solve these problems，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problems 

and taking the matching effective measur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In this paper，a brief introduction of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its intervention measures are reviewed． 

[Key word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Nutritional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Intervention measures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人 

向城市转移谋求新的工作，以增加家庭的收入，改善 

生活。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少人未能把孩子带在身 

边，而是将孩子留在农村，托付给老一辈抚养；其结 

果是农村留守儿童数量逐渐增加。据报道，目前我 

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已超过 6 000万  ̈，他们是 
一 个特殊的群体。这些儿童处在身心发育时期，他 

们的健康成长除了家庭的照顾之外，更需要国家和 

社会各阶层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相 

关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 

拟就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及其干预措施的研究 

进展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1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人口学特征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单方 

长期在外打工而被交由父母或长辈、他人来抚养、教 

育和管理的儿童。留守儿童问题并非我国独有，它 

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特别在发展中国家，问题更为 

突出 2 ’J。在国内有关农村留守儿童的人口学特征 

的研究已有一些报道，其中尤以全国妇联课题组⋯ 

的研究更具有代表性。这个研究从 2010年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中抽取126万人口样本量，然后对其进 

行统计分析和推断，其研究结果是可靠的。其研究 

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人 口学特征：(1)数 

量大，增长速度快。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已超过 6 000万，占 

农村儿童 37．7％，占全国儿童 21．88％；比2005年 

增加242万。(2)年龄结构变化，学龄前儿童规模 

增大。学龄前儿童(0—5岁)为 342万，占留守儿童 

的38．3％，比2005年增加47．73％；而大龄儿童(15～ 

l7岁)规模缩小，比2005年减少 19．68％。(3)留 

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性别上差异不大，其性别比 

分别为 11 1．77和 111．25，但不同年龄段性别比存 

在差异。(4)分布地区不均衡，主要分布在四川、河 

南、安徽、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5)近三分之一的 

农村留守儿童与祖父母一起同住，10．37％与他人居 

住，而有 3．37％ 的农村 留守儿童是单独居住 的。 

(6)未能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在母亲外出， 

单独与父亲居住的留守儿童中较之在父亲外出，单 

独与母亲居住的儿童为高，分别为 5．12％和 3．13％。 

隔代照顾留守儿童的祖父祖母的年龄多在 50—59 

岁之间，他们受教育程度很低，约有 8％ ～25％未上 

过学。由于文化程度低，他们在抚育和教育农村留 

守儿童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 

2 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状 

况做了一些调查，但由于调查的人数和地区不同，所 

用的方法和标准不一致，其结果也可能受到影响 J。 

段丹辉等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 

择 1 278名2～7岁农村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 1 273 

名为调查对象，采用3日膳食称重法进行膳食调查。 

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膳食谷粮类和蔬菜类为主， 

其肉禽水产类、水果类及零食类等食物的摄取量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农村留守儿童在能 

量、三大营养素及部分矿物质(钙、锌、硒、钾)和维 

生素(维生素 A、B 、B )的摄入量方面均低于推荐 

摄人量。农村留守儿童能量摄人不足率达 50％以 

上，蛋白质摄人不足率达 80％以上，而上述矿物质 

和维生素摄入不足率达 90％以上。优质蛋白质摄 

入量仅占总蛋白质摄人量的35％，而植物蛋白质占 

65％。植物性铁的摄人比例达 87％。表明中国农 

村留守儿童的膳食结构不尽合理，能量和多种营养 

素摄人不足，蛋白质和铁的来源不合理，膳食营养状 

况有待解决。牟劲松等 为了探讨7岁以下农村留 

守儿童的营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多阶段分层 

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随机选择 7 585名留守儿童和7 

557名对照儿童进行调查。调查方法包括问卷调 

查、体格测量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单亲、双亲 

外出留守儿童和对照组儿童生长迟缓率分别为 

14．9％、17．9％和 16．3％；低体重率分别为 7．2％、 

8．3％和7．6％；消瘦率分别为3．1％、3．4％和 3．3％； 

贫血检出率分别为 18．9％、20．6％和 18．7％。双亲 

外出留守儿童生长迟缓率高于单亲外出留守儿童， 

贫血检出率留守儿童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留 

守儿童生长迟缓有关因素主要为儿童年龄、低出生 

体重、散居、独生子女、母亲文化程度、每周吃早餐次 

数、每周吃零食次数、看护人意愿、主要看护人类型 

等；与留守儿童低体重有关因素主要为儿童年龄、低 

出生体重、每周吃零食次数、看护人意愿、佝偻病等。 

结果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双亲外出留守儿童 



的营养状况并不乐观，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营养干 

预，以改善其营养状况。庞培等u。。为了了解农村 1～ 

4岁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喂养知识、态度、 

行为对儿童发育的影响，对安徽省 l2个行政村各选 

取 212名双亲均外出的留守儿童和双亲均未外出的 

留守儿童，使用自编喂养知识、态度、行为问卷对儿 

童监护人进行调查，对研究对象进行体格发育测量 

和评价，对其外周血血红蛋白、锌元素进行测定，检 

测尿碘，并检查神经精神发育情况。结果显示，在儿 

童健康的理解、部分重要食品(如奶及其制品)对儿 

童健康的重要性以及烹饪方法对食品营养成分影响 

方面的知识，对儿童膳食结构、健康状况和进食行为 

方面的态度，为儿童提供多种食物、经常查找喂养孩 

子知识方面的行为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正 

确率低于对照组(均P<0．05)。留守儿童营养不良 

检出率、营养性贫血检出率、锌缺乏率、碘缺乏率均 

高于对照组(均P<0．05)。留守儿童的智力低下和 

边缘智力的检出率高于对照组(均P<0．05)。农村 

留守儿童监护人喂养知识、态度、行为得分为“低分 

组”的儿童其营养不良和营养性贫血检出率较高(P< 

0．05)。结果表明，农村儿童监护人喂养知识、态 

度、行为与儿童营养状况关系密切，我国农村儿童监 

护人的喂养知识、态度、行为存在问题较多，祖父辈 

监护人更为严重。此外，还有不少研究者对留守儿 

童的营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小范围的研 

究 ，也不同程度发现了上述问题  ̈’ 。 

3 干预措施的研究 

研究表明，多种因素可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营 

养状况，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些相应的措施，以减少 

这些因素的负面影响。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近年，陆青 

梅等 为了探讨综合干预对留守儿童营养和健康 

状况的影响，对 100名留守营养不良儿童及监护人 

实施综合干预，比较综合干预前后营养不良儿童的 

营养和健康情况。综合措施包括结合儿童的心理和 

认识特点，制作健康教育宣传手册对儿童进行解说； 

结合健康教育宣传手册，用方言对监护人和年长营 

养不良儿童进行健康教育，说明合理膳食对儿童的 

好处；指导监护人婴儿食品制作方法等；定期做电话 

随访；一年后上门随访了解监护人对食品选择与制 

作、纠正儿童饮食不良习惯执行情况，发现问题时， 

及时给予解决。结果显示，实施综合干预后，留守儿 

童营养不良程度明显改善(P<0．001)，营养不良性 

贫血明显好转(P<0．001)；监护人对综合干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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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为 95％。表明通过合理的干预可以帮助儿 

童纠正不良饮食习惯，增加营养物质的摄人，改善他 

们的营养状况。此外，常芳等 通过对农村留守儿 

童的看护人实施信息干预，帮助看护人了解预防和 

治疗贫血的知识，对于改善留守儿童的贫血状况也 

有正向的作用。其研究结果显示，信息干预对父母 

有一方在家学生的身体状况改善显著优于父母都外 

出的学生；与父母都外出的非住校生相比，信息干预 

对至少有一方在家的非住校生身体状况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尽管如此，至今关于农村留守儿童进行营 

养干预的报道尚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 

因之一 ，可能与农村留守儿童营养状况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有关。这些因素来 自多方面，有家庭方面 

的因素、学校方面的因素，以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因 

此研究计划的具体实施就会遇到各种困难。因此， 

要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营养干预研究并获得确实的 

效果，必须国家的大力支持，通过国家统筹，有计划、 

有步骤地进行。 

4 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近年来，在国家和社会的关心和 

支持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有了一定的 

改善，但要切底改善这种状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了解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具体情况，包 

括留守儿童的数量，地区分布，各地区经济水平，不 

同地区家庭收入，不同地区的民族生活习惯等。然 

后，了解影响留守儿童营养状况的相关因素。在这 

个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切实有效的干预措施，并定期 

有计划地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改进。而在这个 

过程中均需要留守儿童及其家长、监护人，甚至学 

校、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这个工 

程是巨大和长期的。此外，应加大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目前的研究，除少数研究外，大多数是小样本， 

局限范围的研究，其代表性有所欠缺。再者，研究中 

要注意所用标准的统一；对留守儿童界定的范围也 

应统一，以便于进行对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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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皮肾镜和输尿管镜术中出现。肾盂高压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也是一种可以避免的现象，因此 

与其相关的并发症在临床上也较普遍。该文就经皮肾镜和输尿管镜术应用中肾盂高压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重点探讨肾盂高压相关的并发症、机制及其防治，为临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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