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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十五省老年居民屏幕静坐时间
及与肥胖的关联
汪云，王志宏，张兵，欧阳一非，贾小芳，苏畅，张继国，黄绯绯，王惠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北京  100050

摘要 ：

[ 背景 ]　静坐时间是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

[ 目的 ]　了解我国老年居民屏幕静坐时间现状，分析其屏幕静坐时间与肥胖的关系，为指导
老年人肥胖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 方法 ]　研究资料来源于 2015 年 “ 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究 ” 数据，以该队列中我
国十五省（直辖市、自治区）（后简称 ：十五省）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通
过问卷收集受访者过去一年平均每周的静坐时间（屏幕、非屏幕静坐时间）、身体活动情况，
并测量其身高、体重、腰围等指标。采用方差分析法对不同性别、年龄、城乡、身体活动水
平者的平均屏幕静坐时间差异进行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不同屏幕静坐时间水平者的性别、
年龄、城乡、身体活动水平的分布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不同屏幕静坐时间
水平与腰围、体重指数（BMI）的关系。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屏幕静坐时间水平
者的中心性肥胖及肥胖（BMI ≥ 28 kg/m2）的患病风险。

[ 结果 ]　2015年中国十五省5 047名60岁以上老年居民平均总屏幕静坐时间为（19.7±17.3）h/周，
其中平均电视时间为（18.7±16.4）h/ 周，平均电脑时间为（1.0±5.3）h/ 周 ；非屏幕静坐时间为

（1.2±5.3）h/ 周。总屏幕时间：男性［（20.8±18.0）h/ 周］高于女性［（18.7±16.5）h/ 周］（P < 0.001），
随年龄升高而下降（P趋势=0.022），城市［（21.4±17.8）h/ 周］高于农村［（18.4±16.8）h/ 周］（P < 

0.001）。老年居民的低、中、高水平屏幕静坐时间的构成比分别为 40.4%、41.6% 和 18.0%。高
水平屏幕静坐时间的比率 ：男性（20.6%）高于女性（15.6%）（P < 0.001），随年龄增加呈下降趋
势（P趋势< 0.001），城市（22.4%）高于农村（14.7%）（P < 0.001），随身体活动水平增加呈下降趋
势（P趋势< 0.001）。女性老年居民的腰围、中心性肥胖率与屏幕静坐时间水平呈正相关 ：与低
水平屏幕静坐时间者相比，中、高水平屏幕静坐时间者的腰围分别增加 1.316 cm（P=0.019）
和 1.708 cm（P=0.026），中心性肥胖的相对危险度 OR 及其 95%CI 分别为 1.209（1.009~1.449）
和 1.316（1.024~1.691）。

[ 结论 ]　中国十五省老年居民的平均屏幕静坐时间、高水平屏幕静坐时间比率与性别、城乡、
年龄相关，除此之外，高水平屏幕静坐时间比率还与身体活动水平相关。女性老年居民较高
水平的屏幕静坐时间与腰围、中心性肥胖的患病风险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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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edentary time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obe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of elderly residents in China, analyze its relationship with obesity,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making obesity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elderly residents.

[Methods] The data were derived from the China Nutritional Transition Cohort Study 2015, 
where elderly residents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in 15 provinces (including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15 provinces) in China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on average weekly sedentary time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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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and non-screen-based)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past year, as well as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such as height, weight,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Variance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average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 age, 
residence, and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groups.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in gender, age, residence, 
and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with waist circumference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of central obesity and obesity (BMI ≥ 28 kg/m2) at different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levels.

[Results] The average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of 5 047 elderly residents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in 15 provinces of China in 2015 
was (19.7±17.3) h/week, among which the average TV time was (18.7±16.4) h/week and the average computer time was (1.0±5.3) h/week; 
the average non-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was (1.2±5.3) h/week. The average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was higher in males 
[(20.8±18.0) h/week] than in females [(18.7±16.5) h/week] (P < 0.001), decreasing with older age (Ptrend=0.022), and higher in urban areas 
[(21.4±17.8) h/week] than in rural areas [(18.4±16.8) h/week] (P < 0.001). The proportions of low, middle, and high levels of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was 40.4%, 41.6%, and 18.0%,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high level of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was higher in 
males (20.6%) than in females (15.6%) (P < 0.001), decreasing with older age (Ptrend < 0.001), and higher in urban areas (22.4%) than in rural 
areas (14.7%) (P < 0.001), decreasing with higher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Ptrend< 0.001). The waist circumference and central obesity rate of 
elderly female residen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levels: compared with the low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level, the waist circumference of those with middle and high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levels increased by 1.316 cm (P=0.019) and 
1.708 cm (P=0.026) respectively, and the OR (95% CI) of central obesity was 1.209 (1.009-1.449) and 1.316 (1.024-1.69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average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and the proportion of high-level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of elderly residents 
in 15 provinces of China are correlated with gender, residence, and age. In addition, the proportion of high-level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is also correlated with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Higher levels of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in elderly female resident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creased waist circumference and the risk of central obe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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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视、计算机等数字设备的使用率增高、
户外活动空间减少所形成的现代静态生活方式并不
少见。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静坐时间（主要是
电视时间包括或不包括电脑时间在内的屏幕时间）是
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1-4］。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人群
静坐时间与肥胖的关联研究［1-11］。虽然中国居民越来
越多地了解到参加身体活动可促进健康，但对长时间
静坐可引发严重健康问题的认识仍显不足。国内一项
队列研究表明中国成年居民静坐时间逐年增加，且与
超重肥胖有关［9］。但国内外已有的证据大部分均来自
青少年［6-8］和成人［1-5，9-10］，老年人［11］的相关研究非常
有限。而中国老龄人口正在迅速增长，预计到 2050 年
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占总人口的 1/3［12-13］。《中国居
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 2010—2013 年综合报告》显示，
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居民肥胖率高达 11.6%［14］。面对日
益增长的老龄化人口，研究老年居民肥胖的危险行为
因素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相对于其他年龄组，老
年人是身体活动水平最低的人群，并且可能比其他年
龄组花在户外的时间更少［15-16］；另一方面，老年人又
是最偏好久坐少动的群体。因此寻求限制久坐行为的
有效措施，对预防肥胖尤为重要。但中国目前关于老
年居民静坐时间状况的研究还很不足。

因此，依据 2015 年 “ 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
列研究 ” 最新的数据，本研究拟了解老年居民屏幕静

坐时间，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评估不同水平屏幕静
坐时间对腰围和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的
影响，以及与中心性肥胖和肥胖的患病风险的关联。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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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
的队列研究 ”。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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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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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浙江、云南和陕西三省，在十五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后简称 ：十五省）开展调查。本研究采用分层
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通过问卷收集受访者过去
一年平均每周的静坐时间（屏幕、非屏幕静坐时间）、
身体活动情况，并测量其身高、体重、腰围等指标。
本轮调查中 60 岁以上老年居民共有 5 133 人，剔除社
会人口学指标、静坐时间、身体活动、人体测量指标、
膳食数据及其他生活方式因素数据中有任一缺失的
老年居民 52 人，同时剔除能量摄入过低（<2 092 kJ/d）
和过高者（>20 920 kJ/d）34 人，最终获得研究对象共
5 047人。该项目通过中国疾病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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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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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象在调查之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屏幕静坐时间评估

屏幕静坐时间 ：通过受访者回忆过去一年平均
每周花在屏幕静坐活动上的时间（h/ 周）获得。包括
两类 ：第一类统称为电视时间，包括看电视、看录像
和在线看电视 ；第二类统称为电脑时间，包括使用电
脑和手机进行网上浏览、网上聊天和玩游戏等。

屏 幕 静 坐 时 间 分 组 ：根 据 近 期 发 表 文 献 的 分
组状况［18-19］，屏幕静坐时间分为低（<14 h/ 周）、中

（14~<28 h/ 周）、高（≥ 28 h/ 周）三个水平。
1.3   肥胖判定

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20］

中的定义 ：成人 BMI ≥ 28 kg/m2 判定为肥胖 ；如果
其腰围≥ 80 cm（女性）/85 cm（男性）则判定为中心
性肥胖。
1.4   其他协变量定义及分组判定标准

年龄分组 ：60~69 岁、70~79 岁、80 岁及以上组。
学历分组 ：按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分为三
类。收入分组 ：按三分位法划分为低、中、高三类。身
体活动量分组 ：采用每周参加各种身体活动所花费的
时间（h/ 周）与代谢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MET）
的乘积来评估身体活动量（MET.h/ 周），从而反映所
消耗的能量大小。MET 指相对于安静休息时身体活动
的能量代谢水平，1 MET 相当于每千克体重每分钟消
耗 1.05 kcal（4.4 kJ）能量的活动强度［21］。身体活动水
平按三分位法划分为低、中、高三个水平。非屏幕静
坐时间 ：指除了电视、电脑屏幕时间之外，包括阅读、
听音乐、和别人聊天等静坐行为时间。
1.5   统计学分析

利用 SAS 9.2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各数据分
布均为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采用方差分析对不
同性别的身体活动量、静坐时间、摄入总能量、腰围、
BMI 和对不同性别、年龄、城乡、收入、身体活动水平
的平均屏幕静坐时间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对
不同性别的年龄、城乡、学历、收入、吸烟率、饮酒率、
肥胖率的分布差异以及对不同屏幕静坐时间水平的
性别、城乡分布的差异进行分析 ；采用卡方趋势检验
对不同屏幕静坐时间水平的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分
布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不同屏幕静
坐时间水平与腰围及 BMI 的关系。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屏幕静坐时间水平与中心性肥胖及肥
胖患病风险的关系。检验水准为双侧检验，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表 1 显示本次调查的中国十五省老年居民的特征
分布。调查对象共 5 047 人，其中男性占 47.2%。年龄、
城乡、收入水平、总身体活动量无性别差异 ；男性的
吸烟率、饮酒率、非屏幕静坐时间、摄入总能量、腰围
高于女性，而 BMI、中心性肥胖率、肥胖率低于女性。

表 1   2015 年中国十五省（直辖市、自治区）老年居民
调查人群基本特征［n（%）］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residents surveyed in 15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in 2015

特征
Characteristic

全体（n=5 047）
Total

男性（n=2 384）
Male

女性（n=2 663）
Female

χ2/F P

年龄（岁）
Age （Years） 0.50 0.802

60~ 3 200（63.4） 1 510（63.3） 1 690（63.5）
70~ 1 401（27.8） 669（28.1） 732（27.5）
≥ 80 446（8.8） 205（8.6） 241（9.1）

城乡（Residence） 0.10 0.792

城市（Urban） 2 148（42.6） 1 010（42.4） 1 138（42.7）

农村（Rural） 2 899（57.4） 1 374（57.6） 1 525（57.3）

学历（Education） 234.20 <0.001

小学及以下
Primary school and below

2 865（56.8） 1 085（45.5） 1 780（66.8）

初中（Middle school） 1 133（22.5） 663（27.8） 470（17.7）

高中及以上
High school and above

1 049（20.8） 636（26.7） 413（15.5）

收入水平（Income level） 1.30 0.531

低（Low） 1 680（33.3） 780（32.7） 900（33.8）

中（Middle） 1 682（33.3） 790（33.1） 892（33.5）

高（High） 1 685（33.4） 814（34.1） 871（32.7）

吸烟（Smoking） 1 329（26.3） 1 240（52.0） 89（3.3） <0.001

饮酒（Drinking） 1 174（23.3） 1 053（44.2） 121（4.5） <0.001

总身体活动量（MET.h/周）*

Total physical activity
99.5±140.0 99.1±146.7 99.9±133.8 0.04 0.830

非屏幕静坐时间（h/ 周）*

Non-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1.2±5.3 1.7±6.6 0.8±3.5 42.10 <0.001

摄入总能量（kJ/d）*

Energy intake
7 867.6±2 896.2 8 455.0±2 997.8 7 341.7±2 696.6 190.80 <0.001

腰围（cm）*

Waist circumference
85.6±12.8 86.2±12.8 85.2±12.8 7.40 0.001

体重指数（kg/m2）*

Body mass index
24.2±4.1 23.9±4.3 24.5±3.8 22.30 0.030

中心性肥胖
Central obesity

3 105（61.5） 1 290（54.1） 1 815（68.2）  104.80 <0.001

肥胖
Obesity

630（12.5） 231（9.7） 399（15.0） 32.30 <0.001

［注］* ：数据以 x±s 表示。
［Note］*: Data are represented as x±s.

2.2   平均屏幕静坐时间
老年居民的平均总屏幕静坐时间为（19.7±17.3）h/周，

其中男性高于女性（P < 0.001），随年龄增高呈下降趋
势（P=0.022），城市高于农村（P < 0.001），不同身体活动
水平间无差异。平均电视时间为（18.7±16.4）h/ 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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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性高于女性（P < 0.001），城市高于农村（P < 0.001），
不同年龄及身体活动水平间无差异。平均电脑时间为

（1.0±5.3）h/ 周，其中男性高于女性（P=0.010），随年龄
增高而下降（P < 0.001），城市高于农村（P < 0.001），不
同身体活动水平间无差异。见表 2。

表 2   2015 年中国十五省（直辖市、自治区）老年居民平均屏幕
静坐时间分布（x±s，h/ 周）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of 
elderly residents in 15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in 2015

特征
Characteristic

例数
Number

电视时间
Television 

time
P

电脑时间
Computer 

time
P

总屏幕时间
Total screen-
based time

P

性别（Gender） <0.001 0.010 <0.001

男性（Male） 2 384 19.4±16.6 1.4±6.5 20.8±18.0

女性（Female） 2 663 18.0±16.1 0.7±3.9 18.7±16.5

年龄（岁）（Age，years） 0.532 <0.001 0.022

60~ 3 200 18.7±16.4 1.4±6.4 20.0±17.6

70~ 1 401 19.0±16.6 0.3±2.2 19.3±16.8

≥ 80 446 17.9±15.3 0.3±2.3 18.3±15.6

城乡（Residence） <0.001 <0.001 <0.001

城市（Urban） 2 148 19.4±15.9 2.1±7.6 21.4±17.8

农村（Rural） 2 899 18.2±16.7 0.2±2.1 18.4±16.8

身体活动水平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0.317 0.791 0.367

低（Low） 1 668 18.9±16.9 0.9±4.3 19.8±17.4

中（Middle） 1 699 19.3±15.7 1.4±6.3 20.7±17.3

高（High） 1 680 18.0±16.5 0.7±4.9 18.6±17.0

全体（Total） 5 047 18.7±16.4 1.0±5.3 19.7±17.3

2.3   不同水平屏幕静坐时间分布
老年居民的低、中、高水平屏幕静坐时间的构成

比分别为 40.4%、41.6% 和 18.0%。男性老年居民的高
水平屏幕静坐时间的比率（20.6%）高于女性（15.6%，
P < 0.001），低水平的比率（36.2%）低于女性（44.3%，
P=0.007）。随年龄升高，老年居民的高水平屏幕静坐
时间的比率下降（P 趋势 < 0.001），其低水平的比率上升

（P 趋势 =0.002）。城市老年居民的高水平屏幕静坐时间
的比率（22.4%）高于农村（14.7%，P < 0.001），低水平
的比率（33.8%）低于农村（45.4%，P < 0.001）。另外，
随身体活动水平增加，高水平屏幕静坐时间的比率出
现下降（P趋势< 0.001）。见表 3。
2.4   屏幕静坐时间与腰围和 BMI 的关系

对城乡、年龄、学历、收入、身体活动水平、非
屏幕静坐时间、摄入总能量、吸烟率、饮酒率变量进
行控制，将腰围和 BMI 分别作为结果变量代入线性回
归方程分析，结果见表 4。女性老年居民的腰围与屏
幕静坐时间呈正相关 ；与低水平屏幕静坐时间相比，
中、高水平屏幕静坐时间组的腰围分别增加 1.316 cm

（P=0.019）和 1.708 cm（P=0.026）。

表 3   2015 年中国十五省（直辖市、自治区）老年居民不同水平
屏幕静坐时间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levels of 
elderly residents in 15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in 2015

特征
Characteristic

例数
Number

低屏幕时间
Low screen-
based time 

level

P

中屏幕时间
Middle 

screen-based 
time level

P

高屏幕时间
High screen-
based time 

level

P

性别（Gender） 0.007 <0.001 <0.001

男性（Male） 2 384 36.2 43.2 20.6

女性（Female） 2 663 44.3 40.1 15.6

年龄（岁）
Age（Years） 0.002 <0.001 <0.001

60~ 3 200 37.3 43.5 19.1

70~ 1 401 43.2 40.2 16.6

≥ 80 446 54.0 32.1 13.9

城乡（Residence） <0.001 <0.001 <0.001

城市（Urban） 2 148 33.8 43.9 22.4

农村（Rural） 2 899 45.4 39.9 14.7

身体活动水平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0.001 <0.001 <0.001

低（Low） 1 668 45.8 36.0 18.2

中（Middle） 1 699 34.1 44.7 21.2

高（High） 1 680 41.5 44.1 14.5

全体（Total） 5 047 40.4 41.6 18.0

表 4   不同水平屏幕静坐时间与腰围或体重指数关系的
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4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waist circumference or BMI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应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屏幕静坐
时间水平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level

男性（Male） 女性（Female）

b（95% CI） P b（95% CI） P

腰围
Waist 
circumference

低（Low） 1.000 — 1.000 —

中（Middle） 0.389（-0.809~1.587）0.524 1.316（0.217~2.414） 0.019

高（High） 0.383（-1.094~1.860）0.611 1.708（0.203~3.213） 0.026

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

低（Low） 1.000 — 1.000 —

中（Middle） 0.147（-0.250~0.544）0.468 0.195（-0.133~0.523）0.244

高（High） 0.208（-0.284~0.699）0.408 0.157（-0.293~0.608）0.494

2.5   屏幕静坐时间与中心性肥胖和肥胖的关系
对城乡、年龄、学历、收入、身体活动水平、非屏

幕静坐时间、摄入总能量、吸烟率、饮酒率变量进行控
制，将中心性肥胖和肥胖分别作为结果变量代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析，结果见表 5。女性老年居民的中心性肥
胖与屏幕静坐时间呈正相关 ；与低水平屏幕静坐时间
相比，中、高水平屏幕静坐时间组的中心性肥胖的相对
危险度 OR（95% CI）分别为 1.209（1.009~1.449）和 1.316

（1.024~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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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水平屏幕静坐时间与中心性肥胖和肥胖关系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entral obesity and obesity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应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屏幕静坐
时间水平

Screen-based 
sedentary 
time level

男性（Male） 女性（Female）

OR（95% CI） P OR（95% CI） P

中心性肥胖
Central obesity

低（Low） 1.000 — 1.000 —

中（Middle） 1.141（0.948~1.375） 0.163 1.209（1.009~1.449） 0.040

高（High） 1.140（0.905~1.435） 0.267 1.316（1.024~1.691） 0.032

肥胖
Obesity

低（Low） 1.000 — 1.000 —

中（Middle） 0.814（0.596~1.113） 0.197 1.114（0.880~1.410） 0.370

高（High） 0.962（0.666~1.390） 0.836 0.995（0.721~1.374） 0.977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2015 年中国十五省 5 047 名 60 岁

以上老年居民平均总屏幕静坐时间为 19.7 h/ 周，其中
平均电视时间为 18.7 h/ 周，平均电脑时间为 1.0 h/ 周，
高水平屏幕静坐时间（≥ 28 h/ 周）的比率为 18.0% ；
均为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高水平屏幕静坐
时间的比率还随身体活动水平增加呈下降趋势。女性
老年居民较高水平的屏幕静坐时间与腰围呈正相关，
且会增加中心性肥胖的患病风险。

已有研究显示，静坐时间与社会人口学如性别、
年龄、城乡结构等因素和身体活动水平相关［22］。郭海
军等［23］对中国 142 369 名 18 岁及以上成年居民的闲暇
静态活动时间进行调查，每天静态活动时间和静态活
动 2 h 及以上的分布特征为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
女性，随年龄降低，与本研究的老年居民屏幕静坐时
间结果一致。本研究结果中尽管平均总屏幕静坐时间
在不同身体活动水平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高
水平屏幕静坐时间比率随身体活动水平增加呈下降趋
势，这个结果支持了之前的研究，即看电视可能会取
代身体活动，看电视与身体活动时间呈负相关［24-25］。

已有的文献多为研究电视时间与超重、肥胖的
关系，来自横断面和前瞻性的儿童［6-8］、成人［1-5，9-10］ 

和老人［11］的研究结果显示，长时间看电视与肥胖之
间存在正向联系。少数探索腰围、腹型肥胖与电视时
间关系的研究表明，看电视与腰围、中心性肥胖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26-27］，本研究也发现老年女性屏幕静
坐时间与腰围和中心性肥胖呈正相关，可能的原因是
看电视导致代谢率降低。看电视所需的代谢能量需求
为 1.0 MET，仅略高于睡眠（0.9 MET），低于其他静坐

行为的代谢能量需求值，如弹钢琴（2.5 MET）、坐着写作
（1.8 MET）、打字（1.8 MET）、打牌或棋类游戏（1.5 MET）

和坐着阅读（1.3 MET）。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长期接触
食品广告会导致食品和能量摄入增加以及不健康的
饮食模式［28］。尽管如此，也有研究并未发现静坐时间
与腰围、BMI 相关［29］，本研究也未发现老年居民高水
平的屏幕静坐时间与男、女性肥胖和男性中心性肥胖
的相关性，这可能与样本人群不同有关。

本研究创新点在于针对中国老年居民的屏幕静
坐时间对超重肥胖的影响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科学依
据。局限性为本调查属于横断面研究，研究结果不能
验证因果关联 ；静坐行为、身体活动是依赖于自我报
告的数据，容易产生回忆偏差，特别是对于记忆力和
身体状况不稳定的老年居民来说，产生回忆偏差的可
能性高于其他人群 ；由于屏幕静坐时间中电脑时间所
占比例较低，所以电脑时间对于屏幕静坐时间结果解
释的代表性较差。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老年居民的
手机屏幕时间将越来越多。下一步可以纵向分析老年
居民不同屏幕时间的变化及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屏幕静坐时间与中国女
性老年居民的腰围和中心性肥胖患病风险存在正相
关关系。除了增加身体活动外，旨在减少屏幕静坐时
间的干预项目可能有助于减少中国女性老年居民中
心性肥胖的发生率。

（志谢 ：感谢 “ 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
究 ” 项目组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和调查对象对于我们
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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