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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是患者 PVP术后再次出现骨折的独立危 

险因素，而骨疏宁片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骨质疏松 

状态有关。骨疏宁片以补肾壮骨、益阴助阳为主，具 

有补肾、化瘀通络止痛的疗效。本院药事委员会对 

骨疏宁片行充分的分析论证 ，证实其可作为老年骨 

质疏松症的首选专方专药。骨疏宁片具有激活骨细 

胞再生因子、提升骨质细胞抗菌抗病能力、改变了骨 

质疏松周围的供血、刺激骨的再生功能、改善骨质疏 

松等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次探索并证实了骨疏宁片 

能够降低胸腰椎椎体骨折患者在 PVP术后再发骨 

折及后凸畸形再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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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隆安县壮族中学生贫血现状、营养不良及两者关系，为本地区青少年贫血防治策略 

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抽取隆安县在校 12—18岁壮族中学生2 051名，测量身高、体重及静脉血红蛋白含 

量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12年隆安县壮族中学生贫血患病率为 14．48％，大多数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 

血，男女中学生贫血率分别为9．21％和20．04％，女生贫血危险性是男生的2．470倍(95％CI：1．904～3．204， 

P<0．001)。营养不良检出率为27．74％，贫血组营养不良率较无贫血组严重，分别为33．33％和26．80％，贫 

血学生出现营养不良风险是无贫血学生的1．366倍(95％C／：1．050～1．778，P=0．02)。结论 隆安县壮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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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贫血仍较严重，贫血对学生的生长发育有一定影响，青少年贫血防治仍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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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anemia and growing de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Longan county LU Jing—huan，LU 

ng-ji，CHEN Gui—rong．The First Department ofInternal Medicine，the People S Hospital ofLongan Coun~，Nan— 

ning 53279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revalence of anemia and the growing de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Zhuang nationality in Longan，Guangxi，and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anemia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Longan county．Methods Two thousand and fifty-on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ged from 12 to 1 8 years were sam· 

pled．Their height，weight and hemoglobin levels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Results The total prevMence rate of 

anemia WaS 14．48％ ．Boys prevalence rate of anemia was 9．21％ ．and 20．O4％ for girls．Microcytic hypochromic 

anemia was the main type of anemia．Girls were at higher risk for anemia than boys(OR=2．470，95％C／：1．904～ 

3．204 ，P<0．001)．The total prevalence rate of malnutrition was 27．74％．The students with anemia were at higher 

risk for malnutrition than those without anemia(33．33％ VS 26．80％，OR=1．366，95％CI：1．050—1．778，P= 

0．02)．Conclusion Anemia is still a serious health problem among the middle students of Zhuang nationality in 

Longan county，which affects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reatment for anemia should be strength— 

ened among the adolescence with malnutrition． 

[Key words] Anemia； Growth and development； Malnutrition； Adolescence； Zhuang nationality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贫血仍是我国严重的公共 

卫生问题之一。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特殊时期， 

贫血为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阻 

碍其正常的生长发育，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的人 口 

素质。广西地区电开展了不同人群贫血的流行病学 

研究，2002年广西居民贫血状况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广西居民贫血总患病率为 15．0％，标化患病率为 

16．8％，其中中学生贫血率为 14．17％⋯。随着经 

济的发展及社会对贫血的重视，青少年的贫血情况 

有所变化，黄素珍-2 调查了 1995年和2005年百色 

市壮族中小学生的贫血患病率的变化，发现2005年 

7、9、12岁 3个年龄段贫血患病率有所下降，但 14 

岁、17岁年龄段的贫血患病率反而上升，青少年贫 

血防控仍需进一步加强。不同民族地区贫血情况有 

所不同，隆安为壮族聚集地，由于交通、历史、文化等 

因素，一般具有相对特殊的风俗习惯、饮食喜好与禁 

忌，其营养健康状况有其特殊性，贫血及营养不良情 

况与各地可能有所区别。为了掌握隆安县壮族青少 

年贫血及营养不良发生情况，为提高青少年的健康 

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笔者于2012年对隆安 

县青少年贫血与营养不良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广西隆安县内各级中学进行分层 

整群抽样，共抽取2 051名在校壮族中学生，其中男 

1 053名(51．3％)，女 998名(48．7％)。年龄 1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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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99±1．60)岁 。 

1．2 抽样方法 抽取隆安县内各级中学在校学生， 

以年级分层，以教学班为单位整群抽样构成调研样 

本。整群抽样时，所抽取的班级数以能满足最低调 

研样本数为限，如不能满足样本数，则在相邻班级中 

抽取。 

1．3 血红蛋白测定及贫血诊断标准 抽取被检测 

者晨空腹静脉血2 ml，EDTA-K2抗凝，2 h内用迈瑞 

BC-5500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仪测定血红蛋白。贫 

血诊断标准依据 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调查中的国家标准，12—18岁女生血红蛋白(Hb)< 

120 g／L；12一l4岁男生 Hb<120 g／L；15～18岁男 

生 Hb<130 g／L。 

1．4 身高和体重测量 按照《中国学生体质健康 

调研检测细则》lL3 测定身高和体重。身高：采用机 

械式身高坐高计，记录以厘米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 

后 1位。测试误差不得超过0．5 am。体重：采用杠 

杆秤。使用前需检验其准确度和灵敏度。记录以千 

克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 1位。测试误差不得超 

过 0．1 kg。 

1．5 生长发育等级评价 采用《1995年全国7～22 

岁汉族城市学生身高、体重百分位数评价表》进行 

评价，第90％位数以上为上等，第 10％位数以下为 

下等。 

l_6 营养状况评价 采用《1995年中国学生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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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身高标准体重值》，以同等身高标准体重值为 

100％，学生体重在标准体重的90％ ～110％为现时 

营养状况良好，低于90％为营养不良。 

1．7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元±s)表示，两 

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 。检验， 

应用 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风险比及 95％可信区 

间，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贫血患病总体情况 2 051例中贫血者297 

例，贫血患病率为 14．48％。男生平均 Hb(142．22± 

12．97) L，女生(128．50±11．93) L，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男女中学生贫血率分别为 9．21％(97／1053) 

和20．04％(200／998)，女中学生贫血率高于男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8．513，P<0．001)。Logis- 

tic回归分析女生贫血危险性是男生的2．470倍 

(95％CI：1．904～3．204)。 

2．2 各年龄段学生贫血情况比较 男女中学生在 

14、l6、l7、l8岁贫血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5 

岁男中学生贫血率高于其他年龄段(12—14岁及 16～ 

18岁)，贫血危险性是 12～14岁及 l6～18岁男生 

的2．597倍(95％CI：1．668～4．045，P<0．001)。l2～ 

18岁男女中学生贫血率见表 1。 

表1 12—18岁男女中学生贫血患病率比较 

注： 连续校正 检验 

2．3 两组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 

蛋白含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 

比较 根据有无贫血分为贫血组和元贫血组，贫血 

组学生的MCV、MCH、MCHC均小于无贫血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贫血组出现 MCV< 

80 fl、MCH<27 Pg、MCHC<320 g／L比例较无贫血 

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9．700(207／ 

297)贫血学生ICV、MCH、MCHC均小于参考值，明 

显高于无贫血组。见表2。 

表2 两组MCV、MCH、MCHC比较[(元±s)，H(％)] 

2．4 营养情况与贫血的关系 根据<<1995年全国7— 

22岁汉族城市学生身高、体重百分位数评价表》的 

标准评价身高，第 90％位数以上为上等，第 10％位 

数以下为下等。隆安壮族中学生身高上等率为5．07％ 

(104／2051)，身高下等率为 23．01％(472／2051)。 

贫血组与无贫血组的身高上、下等比例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营养不良检出率为27．74％(569／2051)，贫 

血组营养不良率较无贫血组严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l 33，33％(99／297)VS 26．80％(470／1754)， = 

11．546，P=0．02]，Logistic回归分析贫血学生出现营 

养不良风险是无贫血者的1．366倍(95％CI：1．050— 

1．778)。男女生营养不 良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贫血组和无贫血组体重指数(BMI)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17．96±2．32)kg／m VS(18．17± 

2．67)kg／m ，P=0．164]。贫血女生BMI和无贫血 

女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贫血男生 BMI小于 

无贫血男生[(17．62±2．14)kg／m VS(18．12± 

2．82)kg／m。，P=0．034]。 

3 讨论 

3．1 隆安县壮族中学生总体贫血率为 14．48％，与 

西南地区的重庆市中小学生、2002年广西居民贫血状 

况调查研究中学生贫血患病率相近 J，但明显高于经 

济较发达地区高中在校生贫血总患病率(8．66％) 。 

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隆安 

居民的经济状况、物质条件和卫生环境已较 lO年前 

明显改善，但中学生贫血问题仍然严重，贫血应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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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视并加强贫血防治工作。 

3．2 研究中69．70％(207／297)贫血学生 MCV、MCH、 

MCHC均小于参考值。贫血类型大多符合小细胞低 

色素性贫血特点，除广西高发的地中海贫血外 ，在中 

学生中最常见的为缺铁性贫血。这可能与该年龄段 

的男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突增高峰营养需求增加， 

女学生铁元素的摄人量相对不足及生理性失血有 

关，此结果与居建云等 的报道相一致，适当补充铁 

剂等造血原料有望降低隆安地区中学生贫血率 J。 

3．3 男女中学生在不同的年龄段贫血率有所不同。 

男中学生贫血患病高峰主要集中在 l5岁年龄段，此 

年龄段男生正处在第二生长发育高峰，生长发育加 

速，生长代谢旺盛，营养素摄人不平衡，同时学业负 

担加重，营养需求增加，出现营养供应不足明显。女 

生贫血患病率普遍高于男生，与近年来国内同类报 

道的结果基本一致，与2002年广西居民贫血状况⋯ 

相比，女生贫血患病率高于女性患病率(17．1％)， 

与2011年卢立标等 报道的广西多县市女中学生 

贫血患病率相比亦明显增高。考虑与女生进入青春 

期后容易偏食、挑食、追求苗条身材、有意控制进食 

量等相关，缺乏正确的心理引导；同时进入青春期后 

女生月经来潮，月经期失血也有可能导致女生贫血 

率增高。因此，改善中学生膳食维持营养均衡，对女 

生特别是青春期少女进行青春期健康教育、关注 自 

身生理健康、适当心理疏导非常必要，同时定期开展 

营养状况调查和贫血监测，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以 

保证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J。 

3．4 本次调查中身高下等率为23．01％，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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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为27．74％，仍处于较高水平，与国内张天成 

等 叫̈调查结果相吻合，营养不良性贫血患病高峰与 

青少年生长发育高峰相吻合，贫血学生营养不良是 

无贫血学生的 1．366倍，进一步表明贫血会影响生 

长发育，增加生长发育不良的危险，解决贫血问题是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关键之一。综上所述，隆安县 

壮族中学生贫血仍严重，贫血对学生的生长发育有 
一 定影响，青少年贫血防治仍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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