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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十五省老年居民睡眠时间与
体脂率的关系
欧阳一非，王志宏，王惠君，张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北京  100050

摘要 ：

[ 背景 ]　充足的睡眠是健康生活的前提，睡眠时间不足或过多与老年人健康息息相关。

[ 目的 ]　分析中国十五省（直辖市、自治区）（后简称 ：十五省）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睡眠时间
与体脂率的关系。 

[ 方法 ]　本研究数据来自 2015 年 “ 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究 ” 的调查资料。选取有
完整个人基础信息、睡眠时间、膳食数据、身体活动和体脂率数据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作
为研究对象，共 4 509 人。利用 “ 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食回顾法 ” 结合称重法收集膳食数据，通
过食物成分表，计算每人每天能量摄入量。利用身体活动问卷收集身体活动数据。利用生物
电阻抗法收集体成分数据。将睡眠时间分为 3 组 ：睡眠不足（<7 h/d）、睡眠充足（≥ 7 h/d 且
<9 h/d）和睡眠过多（≥ 9 h/d）。采用非参数检验分析比较不同性别和年龄人群的睡眠时间差
异。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睡眠时间和体脂率的关系。

[ 结果 ]　中国十五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天睡眠时间中位数为 8.0 h。睡眠不足的比率为
18.4%。睡眠过多的比率为 20.3%。不同性别老年人群的睡眠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睡
眠不足比率（16.7%）低于女性（19.9%），睡眠充足（62.3%）和睡眠过多（21.0%）的比率高于女
性（60.3% 和 19.7%）。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男性睡眠时间与不同百分位数体脂率的
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老年女性睡眠时间与低百分位数体脂率的回归系数是负值，但与高百分
位数体脂率的回归系数是正值。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回归系数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结论 ]　中国十五省老年人同时存在睡眠时间不足和睡眠过多的状况。老年人睡眠时间对体
脂率可能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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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body fat percentage among elderly residents in 
15 provinces of China in 2015   OUYANG Yi-fei, WANG Zhi-hong, WANG Hui-jun, ZHANG Bi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Adequate sleep duration is vital for a healthy life. Insufficient or excessive sleep 
duration has been closely linked with elderly health.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body 
fat percentage among the elderly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from 15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15 provinces) of China in 2015.

[Methods] Data were derived from the China Nutritional Transition Cohort Study 2015, where a 
total of 4 509 participants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leep duration,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nd body fat percentage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Detailed dietary intake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by a combined 3-day 24-hour 
dietary recall and weighing method. Daily energy intake for each individual was calculated by an 
established food composition table. Physical activity data were collected by relevant questionnaire 
survey. Body composition was measured by bioelectric impedance analysis. Sleep duration wa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7 h/d (insufficient sleeping), 7-9 h (sufficient sleeping), and ≥9 h (excessive 
sleeping). Non-parametric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sleep duration among 
different gender and age groups.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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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body fat percentage.

[Results] The median of daily sleep duration was 8.0 h of the elderly residents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in the 15 provinces of China. The 
proportion of insufficient sleeping was 18.4%. The proportion of excessive sleeping was 20.3%.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sleep duration. The proportion of insufficient sleeping was lower in males (16.7%) than in females (19.9%). The proportions of sufficient 
and excessive sleeping were higher in males (62.3% and 21.0%) than in females (60.3% and 19.7%). The coefficients estimated by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negative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body fat percentage in all percentiles for elderly males and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body fat percentage in low percentiles for elderly females, and were positive between sleep duration and body fat 
percentage in high percentiles for elderly females. All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Both insufficient and excessive sleep duration are found among Chinese seniors in the 15 provinces of China. The effect of 
sleep duration on body fat percentage is probably insignificant.

Keywords: elderly; sleep duration; quantile regression; insufficient sleeping; excessive sleeping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18 年年末，全国
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24 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9%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 16 65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1.9%［1］。全社会对老年健康日益关注。睡眠质量已
成为衡量老年人群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睡眠质量下降，睡眠问题
也逐渐增多。良好的睡眠是机体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2］。睡眠时间不足或过多
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与骨质疏松、肥胖、糖尿病、高
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认知功能障碍等常见慢性病发
病及死亡风险相关［2-10］。关注老年人睡眠状况，开展
睡眠时间和健康关系的研究对促进老年人的睡眠健
康，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减轻其家庭社会经济、医
疗负担都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对大样本老年人群睡
眠时间及其与体脂率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旨
在利用 2015 年 “ 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究 ”

数据，探讨中国十五省（直辖市、自治区）（后简称 ：
十五省）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睡眠时间状况及其与体脂
率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 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究 ” 是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承担的国家财政项目。
该研究是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和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合作的 “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

项目为基础开展的纵向追踪研究。2015 年在原有十
二省（直辖市、自治区）基础上增加浙江、云南和陕西
三省，在黑龙江、辽宁、北京、山东、陕西、河南、湖
北、湖南、江苏、浙江、上海、重庆、云南、贵州和广
西开展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
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选取 2 个城市和 4 个县 ；在

每个选中的城市点随机选择 2 个街道居委会和 2 个郊
区村 ；每个选中的县选择 1 个县政府所在地居委会和
3 个自然村 ；每个调查点（居委会 / 村）随机选取 20 户
家庭，对调查户内的所有家庭成员进行社区调查、住
户调查、膳食调查和体格测量等。具体抽样方法和调
查方案参见文献［11-12］。本研究从全部样本中选取
有完整个人基础信息、睡眠时间、膳食数据、身体活
动和体脂率数据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
共 4 509 人。
1.2   调查内容

利用问卷调查获得性别、年龄和睡眠时间等个人
基础数据。睡眠时间为调查对象白天和晚上睡眠时间
的总和。目前没有关于老年人适宜睡眠时间的定义，
结合国内研究［13-14］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标准［15］，
本研究将睡眠时间分为 3 组 ：睡眠不足（<7 h/d）、睡
眠充足（≥ 7 h/d 且 <9 h/d）和睡眠过多（≥ 9 h/d）。年
龄分为 2 组 ：60~79 岁和 80 岁及以上。利用 “ 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食回顾法 ” 结合称重法收集膳食数据，通
过食物成分表，计算个人每天总能量摄入量（kJ/d）。利
用身体活动问卷收集四类身体活动（职业性、家务性、
交通性和休闲性身体活动）数据，包括每周参加每类身
体活动频率和每次花费时间。身体活动量（MET.h/ 周）
采用每周参加各种身体活动所花费的时间（h/ 周）与相
应的代谢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MET）的乘积来评
估［16］。利用 TANITA BC-601 型人体脂肪测量仪（日本百
利达株式会社）收集体成分数据，得到体脂肪率（%）。
1.3   质量控制和伦理审查

所有项目人员均经过系统的项目培训，考核合格
后参与调查。在调查中应用统一的调查问卷及填写说
明，编制详细的工作手册 ；实行逐级督查制度，由专
门人员对每天的调查问卷进行抽查，及时修改错填、
补充漏填等以保证数据质量。该项目通过中国疾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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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
号 ：201524），所有调查对象在调查之前均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AS 9.4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本研
究的计量资料均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连续性资料采
用 P50（P25，P75）表示 ；分类资料用 n（%）表示。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比较不同性别人群的身体活动量、
总能量摄入量、体脂率和睡眠时间的差异，以及比较
不同性别和年龄人群的睡眠状况差异。采用卡方检验
比较不同性别人群的年龄构成差异。采用分位数回归
模型分析不同性别老年人睡眠时间对不同百分位数

体脂率的影响，模型控制了年龄、身体活动量和总能
量摄入量。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基本信息

本研究共纳入十五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共 4 509

人，其中男性 2 126 人，女性 2 383 人。60~79 岁 4 284 人
（男、女各 2 023、2 261 人），80 岁及以上 225 人（男、女

各 103、122 人），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79，
P=0.672）。女性平均身体活动量为 57.5 MET.h/ 周，体脂
率为 35.1%，均高于男性（P < 0.05）。男、女性的睡眠时
间中位数均为 8.0 h。见表 1。

表 1   2015 年中国十五省（直辖市、自治区）60 岁及以上男、女性老年人身体活动等基本信息［P50（P25，P75）］
Table 1   Physical activity data of male and female residents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in 15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in 2015

性别
Gender

人数
n

构成比（%）
Proportion

身体活动量（MET.h/ 周）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总能量摄入量（kJ/d）
Total energy intake

体脂率（%）
Body fat percentage

睡眠时间（h）
Sleep duration

男性（Male） 2 126 47.2 43.4（8.1，144.0） 8 124.2（6 482.3，10 195.6） 23.6（19.2，27.3） 8.0（7.0，8.0）

女性（Female） 2 383 52.8 57.7（29.4，125.4） 7 013.5（5 483.4，8 753.0） 35.1（30.5，39.4） 8.0（7.0，8.0）
Z — — -6.992 14.031 -42.648 3.101

P — — <0.05 <0.05 <0.05 <0.05

2.2   睡眠状况
如表 2 所示，2015 年中国十五省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睡眠不足率为 18.4%，睡眠过多率为 20.3%。不同
性别老年人群的睡眠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呈现男
性睡眠不足比例低于女性，睡眠充足和睡眠过多的比
例高于女性的趋势。
2.3   睡眠时间和体脂率的关系

分别对男性、女性建立睡眠时间和体脂率关系的
分位数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表 3）：在男性老年人中，
睡眠时间对体脂率的 P10~P90 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
回归系数呈现上升趋势 ；在女性老年人中，睡眠时间
在体脂率的低百分位数（P10 和 P25）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值，但在体脂率的高百分位数（P50~P90）的回归系数均
为正值，回归系数也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无论男性

还是女性，回归系数均没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2015 年中国十五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同特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睡眠状况［n（%）］

Table 2   Sleep durations of elderly residents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grouped by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 15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in 2015

分组
Group

睡眠不足
Insufficient 

sleeping

睡眠充足
Sufficient 
sleeping

睡眠过多
Excessive 
sleeping

Z P

性别（Gender） 2.380 <0.05

男性（Male） 356（16.7） 1 324（62.3） 446（21.0）

女性（Female） 475（19.9） 1 438（60.3） 470（19.7）

年龄（岁）（Age，years） 1.639 0.10

60~79 790（18.4） 2 638（61.6） 856（20.0）

80~ 41（18.2） 124（55.1） 60（26.7）

合计（Total） 831（18.4） 2 762（61.3） 916（20.3）

表 3   2015 年中国十五省（直辖市、自治区）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睡眠时间与体脂率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Table 3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sleep duration and body fat percentage of elderly residents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in 15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in 2015

参数（Index） 性别（Gender） P10 P25 P50 P75 P90

睡眠时间（Sleep duration） 男性（Male） -0.29（-0.66~0.08） -0.19（-0.47~0.09） -0.09（-0.32~0.13） -0.05（-0.38~0.28） -0.004（-0.41~0.40）

女性（Female） -0.23（-0.60~0.15） -0.11（-0.41~0.19） 0.03（-0.24~0.30） 0.21（-0.07~0.49） 0.23（-0.09~0.54）

截距 （Intercept） 男性（Male） 16.33（12.31~20.35） 20.80（17.62~23.98） 24.67（21.95~27.40） 29.99（26.65~33.33） 34.76（30.13~39.39）

　 女性（Female） 21.48（17.42~25.53） 28.32（25.09~31.55） 32.23（29.32~35.14） 37.68（35.09~40.28） 40.68（37.56~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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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利用 “ 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

究 ” 数据分析了 2015 年中国十五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睡眠时间状况。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每
天睡眠时间中位数均为 8.0 h，有 61.3% 的老年人睡
眠充足。适宜的睡眠时间对促进机体复原、增加免疫
力、保护大脑、改善认知功能等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2015 年中国十五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睡眠不足率
为 18.4%，比 2011 年增加了 0.7%［13］。以往调查发现，
6~17 岁组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率最高，60 岁以上老年
人睡眠不足率高于 18~59 岁人群［17］。由于生理原因，
老年人睡眠节律位相前移，即使入晚睡，仍会早起［18］；
另外，老年人入睡困难、夜醒等发生率较高［2］，这些
睡眠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一些老年人睡眠时间较
短。不同性别老年人睡眠状况存在差异，女性睡眠不
足率高于男性，且睡眠充足率又低于男性，说明男性
的睡眠状况更好。研究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
睡眠质量问题，睡眠障碍的患病率高于男性［19］，可能
与女性绝经后雌激素缺乏［20］，以及老年女性睡前喜
好打扫卫生等行为相关［2］。本研究还发现，老年人同
时存在睡眠过多的现象，睡眠过多率为 20.3%。以往
研究也发现老年人同时存在睡眠不足和睡眠过多的
情况［13-14，21］。研究认为，睡眠时间不足或过多，都会
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比如，睡眠时间与糖尿病、
脑卒中和死亡风险呈 “U” 形［22］或 “J” 形关联［23］。适宜
的睡眠时间有助于延缓和预防骨质疏松。应该采取预
防措施，使得老年人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早睡早起，
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和适宜睡眠时间，包括 ：对老年
人及其家庭成员开展睡眠知识的健康教育 ；积极治
疗原发病，疏导负面情绪，保持心理健康 ；改善老年
人睡眠环境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饮食结构的改变，身体活动的
减少，以及生理机能的变化，老年人很容易发生超
重和肥胖［24］。2010—2013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
查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群超重率为 31.8%，肥胖率为
11.4%［25］。超重与肥胖是造成多系统慢性病发生的独
立而重要的危险因素。脂肪的含量和分布是超重、肥
胖影响健康的两个主要方面。相比于体重指数和腰
围，体脂率能更直接反映体内脂肪的含量，是血脂异
常［26］和胰岛素抵抗的危险因素［27-28］，也与多种代谢
性疾病和慢性病的发生密切相关［29-33］。本研究利用分
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睡眠时间与体脂率的关系。结

果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回归系数均没有统计学
意义，说明老年人睡眠时间对体脂率可能没有影响。以
往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Chen 等［34］利用广义线性模
型，发现中国西南地区成年人夜晚睡眠时间与体脂率
呈负相关，但只有男性的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希腊的一项研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成年女
性夜晚睡眠与体脂率呈负相关［35］。这与本研究结果
不同。可能的原因是 ：首先，睡眠时间和体脂率的关
系不是线性关系［34］；且睡眠时间在人群的分布不是
正态分布。故选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来研究睡眠时间和
体脂率关系可能更好。因为分位数回归对资料的分布
没有要求，不易受离群值的影响，而且可得到睡眠时
间对体脂率不同百分位数的影响。其次，睡眠行为具
有影响因素复杂和多维的特点，除了睡眠时间，睡眠
质量、打鼾频率等也会对体重产生影响［36］。

本研究局限性在于，通过调查问卷询问对象获取
信息，难以排除回忆偏倚的影响。其次，仅收集全天
睡眠时间的总和，并未区分午睡和夜晚睡眠时间，而
且没有收集睡眠质量等相关资料，故在今后随访调查
中可以考虑将增加睡眠质量相关数据的收集，从纵向
角度研究睡眠与慢性病的关联。老年人睡眠时间不足
或过多与许多慢性病存在关联，适宜的睡眠时间对老
年人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今后可开展老年人适宜睡眠
时间的相关研究，为制定标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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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 ：《 》再次入选 CSCD 核心库

2019 年 4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公布了 2019—2020 年度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CSCD）1230 种来源期刊名单。CSCD 来源期刊分为核心库和扩展

库两部分，其中核心库 908 种，扩展库 322 种，《 》杂志被 CSCD 核心库持续收录！
《 》杂志 2015 年首次成为 CSCD（扩展库）来源期刊，2017 年进入核心库。近年编辑

部在布局数字化业务、拓展传播途径、提升编辑素养、稳定出版质量等方面持续付出不懈努力，陆
续发表了《尘肺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2018 年版 )》，“PM2.5 污染及其健康影响 ”“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
健康影响 ” 等一系列热点文章和专栏，建立了布局完善、功能强大的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并于 2019

年度全新改版杂志，全方位紧跟数字化出版趋势，实现 CSCD、北大核心、科技核心全部持续收录。
杂志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各位编委、审稿专家、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和关注，特此志谢！衷心希

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如既往支持本刊工作，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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