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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青少年颈肩健康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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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重庆地区青少年颈肩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为青少年颈肩健康问题早期干预提供
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体随机抽样法!使用自制青少年颈肩健康状态评估量表!抽取重庆市重点中学&普
通中学各两所共计4421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统计青少年颈肩健康总体情况!对青少年颈肩疼痛的影响因
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MAD>?,><回归分析%结果!实际发放问卷4&11份!收回有效问卷4421份%4421
名青少年中颈肩疲劳5&2名":576&8$!颈肩疼痛644名"257548$'颈肩疼痛常见伴随症状包括上肢疼痛
"&279:8$&头痛"467:58$&上肢麻木"497968$等'颈肩不适影响睡眠(9&名"&5796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自觉书包超重&习惯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休息时间不足&作业负担沉重&有贪凉习惯的青少年颈肩疼痛
发生率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7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习惯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比值比
"NT$h&74;&!5;8可信区间"5;8%I$47;56"&7655)&休息时间不足"NTh&7446!5;8%I47;5:"&764$及作
业负担沉重"NTh17114!5;8%I47&49"&74;4$是颈肩疼痛发生的危险因素"$$171;$%结论!重庆地区青
少年群体颈肩健康问题不容乐观!严重影响其正常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发展!应引起社会重视!并应尽早针对
相关危险因素采取干预措施!改善青少年颈肩亚健康状况%

#关键词$!颈肩健康'!颈肩疼痛'!青少年'! 现状调查'!影响因素'!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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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及学习压力增大'
过度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长时伏案学习及错误坐姿
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出现颈肩部

疼痛*酸胀等不适症状(4)&据统计'国外青少年颈肩
疼痛发生率为468"(&8(&39)'国内石家庄*上海地区
青少年颈肩疼痛发生率高达248"::8(;32)&颈肩疼
痛不适不仅影响青少年生活与学习'还严重威胁其身
心健康发展&为探索重庆地区青少年颈肩健康现状'
以及为后续科学干预青少年颈肩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小组于&145年;W5月对重庆市9所中学
4421名青少年进行颈肩健康现状调查&现将研究结
果报道如下&

G!资料与方法
G7G!一般资料

G7G7G!研究对象!按照以往调查得出的颈肩疼痛发
生率约为218(;32)'规定允许误差为(8'置信度为

5;8'假设调查对象无应答率为418'问卷有效率为
518'计算样本量至少应有41&1例&采用分层整体
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9所中学$重庆市永川
区北山中学*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中学*重庆市永川
区永川中学*重庆市永川区中山中学%'根据学校规模
采取等比例随机抽样'9所中学分别抽取211*&;1*
&11*4;1名共计4&11名学生+根据各中学班级学生
人数'9所中学分别抽取41*9*(*(个班级共计&1个
班级+最后根据每所学校各年级的班级数量采取等比
例随机抽样法确定每个年级抽取的班级数量及具体

班级&随机抽样法均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G7G7H!纳入标准!$4%被调查者无器质性疾病+$&%
知情同意并配合本调查&

G7G7I!排除标准!$4%已经诊断为颈椎病理性改变
$如颈部创伤*手术*劳损*肿瘤等引起的病理性改
变%+$&%本人愿意参加但家长不同意参与本调查+$(%
愿意参与却不配合本调查&本研究通过单位伦理委
员会批准&

G7H!方法
G7H7G!问卷的制作!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3;':)'
明确颈肩健康的评估内容'经专家论证并不断修正'
最终形成正式版/青少年颈肩健康状态评估量表0&
问卷主要包括基本资料*颈肩健康状况自我评价及颈
肩健康影响因素调查(个部分&$4%基本资料!学校*
年级*性别*年龄等+$&%颈肩健康状况自我评价内容!
是否出现疲劳*疼痛等颈肩不适症状'以及颈肩不适
症状是否影响睡眠等+$(%颈肩健康影响因素调查!书
包重量*午睡姿势*使用电子产品的头颈姿势*休息时

间*学习负担等&问卷内容效度指数!30V'为175;5'

0IA@OE<Fj?)h17619'J3883指数为17:52'问卷的
信效度良好&

G7H7H!问卷的发放与回收!课题组工作人员征得各
学校负责人同意'与各抽样班级的班主任联系'在班
主任的带领下将调查问卷分发给学生'并详细介绍本
次调查的目的与问卷内容&调查问卷发给学生后'班
主任负责督促填写'学生在4周内填写完成'调查组
成员 统 一 回 收&最 终 发 放 问 卷 4&11 份'回 收

44:1份'回收率为5:7;18&有效问卷纳入标准!$4%
问卷前后答案无逻辑矛盾+$&%问卷中问题回答率超
过518&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问卷41份'有效调
查问卷为4421份'有效回收率为5574;8&

G7H7I!观察指标!$4%颈肩健康总体情况!颈肩出现
疲劳*疼痛及伴随症状情况'以及颈肩不适是否影响
睡眠及程度&颈肩疲劳程度分级!每月数次为/轻
度0'每周数次为/中度0'持续出现为/重度0+颈部疼
痛程度分级!颈肩疼痛评分为4"41分'4"(分为/轻
度疼痛0'9":分为/中度疼痛0'6"41分为/重度疼
痛0+颈肩不适影响入睡程度分级!每月出现数次为
/轻度0'每周出现数次为/中度0'持续出现为/重度0&
$&%颈肩疼痛影响因素&

G7I!统计学处理!将问卷内容录入#G<CM&141'由
课题组&个成员分别进行录入及核对工作'并采用

!%!!&(71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描述
性分析采用频数和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颈
肩疼痛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MAD>?,><回归分析
方法&以$$17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结!!果

H7G!重庆地区青少年颈肩健康整体情况!共调查

4421名青少年'年龄4&"4:岁'其中初中组;:1名'
高中组;51名&5&2名$:576&8%青少年出现颈肩疲
劳'以轻度为主$2:71:8%+644名$257548%青少年出
现颈肩疼痛'以左右两边均出现疼痛$997&&8%*疼痛
程度以中度$(57158%为主+颈肩疼痛的常见伴随症
状为上肢疼痛$&279:8%*头晕$467:58%等+(9&名
$&57968%青少年出现因颈肩不适影响睡眠&见表4&
表4!!重庆地区青少年颈肩健康整体情况&0h4421(

情况 项目 0 百分比$8%

颈肩疲劳程度 轻度 ::6 2:71:

中度 44( 57:9

重度 (; (71&

合计 5&2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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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重庆地区青少年颈肩健康整体情况&0h4421(

情况 项目 0 百分比$8%

颈肩疼痛部位 单边 &56 &;725

双边 ;4( 997&&

合计 644 25754

颈肩疼痛程度 轻度 9&( ;&742

中度 (4: (5715

重度 :4 67:;

合计 644 25754

伴随症状 上肢疼痛 (1: &279:

头晕 &46 467:5

上肢麻木 426 49796

耳鸣 429 49749

肢体乏力 4&; 417:6

恶心 22 ;725

合计 4196 517(9

颈肩不适影响入睡程度 轻度 (1( &274&

中度 (5 (7(2

重度 1 1

合计 (9& &5796

H7H!影响青少年颈肩疼痛的单因素分析!自觉书包
超重*习惯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休息时间不足*作
业负担沉重*有贪凉习惯的青少年颈肩疼痛发生率较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71;%&见表&&

H7I!影响青少年颈肩疼痛的多因素分析!以是否感
觉颈肩疼痛为因变量'书包重量*习惯低头玩手机等
电子产品*休息时间等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作为
自变量构建多元MAD>?,><回归方程'赋值表见表(&习
惯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休息时间不足及作业负担
沉重是颈肩疼痛发生的危险因素$$$171;%&见
表9&

表&!!影响青少年颈肩疼痛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0
颈肩疼痛

$0%

百分比

$8%
!& $

书包重量

!合适 &(2 492 24762 574&2 1711(

!超重 5&9 22; :475:

习惯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

!否 &:: 499 ;4755 ;;7212 $17114

!是 66( 22: :;7;9

午睡姿势

!躺在床上 &21 451 :(716 47;59 17&1:

!趴在桌上 511 2&4 25711

休息时间

!足够 9;; &;; ;2719 267925 $17114

!不足 :1; ;;2 :676:

作业负担

!合适 9:; &:6 ;67;( 957;65 $17114

!沉重 26; ;(( ::764

贪凉习惯

!无 2(; 9&; 2275( ;759& 1714;

!有 ;&; (62 :(7;&

表(!!自变量赋值表

类别 变量 赋值

因变量 颈肩疼痛 否h1'是h4

自变量 书包重量 合适h1'超重h4

习惯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 否h1'是h4

休息时间充足 是h1'否h4

作业负担沉重 否h1'是h4

贪凉习惯 无h1'有h4

表9!!青少年颈肩疼痛影响因素MAD>?,><回归分析

因素 " C' )37A $ NT 5;8%I

常量 31725& 1745 4(7&5& $17114 17;14 W

书包重量 17(4; 1742& (7:;6 171;( 47(:1 1755:"47669

习惯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 17:22 174;& &;79&6 $17114 &74;& 47;56"&7655

休息时间 17:;4 17499 &:74(9 $17114 &7446 47;5:"&7641

作业负担 17961 17492 417691 17114 47242 47&49"&74;4

贪凉习惯 1741& 174(5 17;94 1792& 47416 1769("479;;

!!注!W表示无此项+(为回归系数+C' 为标准误+NT 为比值比+5;8%I为5;8可信区间&

I!讨!!论
颈椎生物力学平衡是维系颈椎的正常生理功能

与形态的保障&颈椎生物力学平衡包括颈椎三柱结
构$即骨*椎间盘和韧带组织%稳定的静力性平衡和颈
椎周围肌肉作用于颈椎的动力性平衡&颈椎三柱结
构及周围神经肌肉组织受损'颈椎生物力学平衡被打

破'则可能出现颈肩酸胀*疼痛等症状(6)&青少年正
处于身体二次发育时期'其颈部三柱结构及周围肌肉
未发育完善'稳定性较差'易受外界环境影响'颈椎失
稳是青少年出现颈肩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5)&本次
调查数据显示'重庆地区青少年颈肩疼痛发生率为

257548'高于张明才等(2)的调查结果'但低于赵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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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调查结果&本调查中颈肩疼痛以左右双边为
主'疼痛程度以中*轻度为主'部分青少年睡眠质量受
到影响'并出现上肢疼痛*头晕*上肢麻木等伴随症
状'均提示重庆地区青少年颈肩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严重干扰了青少年的正常学习与生活&有研究表明'
颈肩疼痛的学生在颈肩活动范围*颈肩肌肉功能*本
体感受和感觉阈值上与未发生颈肩疼痛的学生存在

差异'颈肩疼痛还与学生焦虑*抑郁的发生密切相
关(41)&但需要指出的是'颈肩疼痛青少年的颈椎普遍
尚未出现退行性病变'但若未对其进行早期干预'其
患颈椎病的风险将大大增加'继而引起残疾等严重并
发症'降低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及社会生产力水平'
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据统计'颈肩疼
痛在全球致残病因中位列第9位'在疾病总体负担方
面排名第&1位(44)&因此'重视青少年颈椎健康'做到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0'积极改善青少年颈椎健康状
况'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随着学习压力的增加及电子设备的普及'青少年
的学习及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青少年的颈
肩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本调查单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自觉书包超重*习惯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休息
时间不足*作业负担沉重*有贪凉习惯的青少年颈肩
疼痛发生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71;%+多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习惯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休
息时间不足及作业负担沉重是颈肩疼痛发生的危险

因素$$$171;%&习惯低头玩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青少
年其颈椎长时处于过屈或旋转状态&有研究表明'当
颈椎处于过屈等非生理状态时'椎间盘受到的压力较
正常位时增大'颈椎周围肌肉需代偿维持颈椎力学平
衡'长此以往'颈椎三柱结构及其周围神经肌肉发生
慢性劳损'颈椎生物力学失衡而引起颈肩部酸胀*疼
痛等不适(4&)&因此'纠正青少年不良姿势是促进青少
年颈肩健康的重要举措&自觉作业负担沉重*休息时
间不够青少年更易发生颈部疼痛'主要因为当其长时
伏案学习时'由于缺乏放松时间'颈肩部神经肌肉疲
劳未得到适当的缓解与修复'从而进一步加剧颈肩损
伤'促进颈肩疼痛发生'提示在长时间伏案学习后'应
每隔一段时间进行身体放松'适当活动颈椎'避免颈
椎三柱结构及周围神经肌肉长时处于紧绷状态而发

生慢性劳损&
以往研究表明'青少年严重缺乏与自身成长相关

健康知识'部分家长过分重视青少年学业与物质方面
需求'忽视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4()'促进青少
年健康工作者解决相关问题方面的能力存在不足'提
示应从青少年自身*家长及社会等多方面进行评估及
干预'及时改善青少年颈肩健康情况'整体提高青少

年的健康素养&首先'可通过媒体*学校等多种途径
普及颈椎健康相关知识'满足青少年健康知识需求'
也使其形成主动防病*爱护颈椎健康的意识+其次'家
长还需干预青少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关注学生连
续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及纠正不良姿势'如低头玩手
机等'促使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49)+再次'学校还应适
度减少青少年作业负担'给予其更多休息时间'同时
还可开展课间颈椎保健操活动并督促他们认真完成&
以期通过全社会多方位的干预和配合'形成促进其健
康的良好氛围'最终达到保护青少年颈椎健康'提高
其健康素养的目的&

综上所述'颈椎是人体健康的生命线'人人都应
该保护好颈椎这条/健康要道0&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和希望'其身心健康值得全社会重点关注&当前'
青少年颈肩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且呈现越来越年轻化
趋势'不但严重干扰了青少年的正常学习与生活'还
严重威胁其身心健康发展&

本次调查的不足之处在于调查对象仅为重庆市

9所中学的学生'样本数量有待于进一步扩大+问卷中
大量问题为调查对象自我评价'缺乏具体量化指标'
使研究结论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在今后的进一步调
查研究中'应扩大调查对象数量'增加可量化的指标'
使调查结论及干预措施更具科学性&另外'本研究只
针对青少年的颈肩健康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其实'
当前儿童的颈肩健康更应引起关注和重视'期望今后
学者能调研儿童颈肩健康状况'从如何预防儿童颈肩
健康问题多下功夫'更好地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呼吁全社会高度关注并重视儿童及青少年颈椎健康'
通过法规*制度*科普等普及和约束'让大家了解颈椎
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危害等'尽量减少/低头族0带来
的危害'推广颈椎病防治适宜技术'进一步促进人人
享有健康'助推健康中国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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