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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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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扬州市健康儿童的维生素
,

水平!评价其营养状况!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方法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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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学龄前儿童进行静脉末梢血血浆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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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得数据

进行分析%结果
!

各年龄阶段的学龄前儿童维生素
,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季节变化&产妇的维生素
,

水平对学龄

前儿童的维生素
,

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结论
!

扬州市学龄前儿童维生素
,

水平偏低!孕妇维生素
,

补充可以提高新生儿的维

生素
,

水平!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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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

是人体必需的脂溶性维生素#具有抗佝偻病作

用#与人体代谢相关的主要有维生素
,

"

和维生素
,

'

#称为前

体维生素
,

#无活性#与人体内的维生素
,

结合蛋白相结合#发

挥生物学作用)维生素
,

的生物学作用不仅包括调节人体钙

磷的浓度#影响骨骼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更广泛的生物学特

性#如抗肿瘤*调节免疫系统和保护中枢神经系统等作用)因

此#当人体特别是学龄前儿童缺乏维生素
,

时会引起骨源性

疾病#如佝偻病和骨质疏松#同时还会影响到神经*肌肉*造血

及免疫组织器官的功能#及早发现并提高学龄前儿童维生素
,

水平#对降低佝偻病和其他相关疾病的发生率有着积极的作

用)本文通过分析扬州市健康儿童的维生素
,

水平#评价其

营养状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现将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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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由于人体维生素合

成主要依赖于日光照射的强度和时间#所以又分为春夏秋冬四

季进行比较)同时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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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孕足月的产妇#以及其的生

产婴儿的维生素
,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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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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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酶联法对末梢血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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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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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试剂#

.P3%!

型

洗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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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酶标仪#操作步骤按照试剂盒要求严格进

行#检测结果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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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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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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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得数据进行分析#多

组连续变量间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正态分布#近似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判断采用
!

检验#相关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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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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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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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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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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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的维生素
,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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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健康体检的

学龄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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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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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同月

龄*季节维生素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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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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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学龄前儿童维生素
,

的水平随着月份的增加而下

降#说明随着月龄的增加#生长发育的需求#学龄前儿童对维生

素
,

的需求量增加#而从母体中获得维生素
,

储备在减少#没

有得到适当的体外补充和体内合成#造成维生素
,

水平下降)

虽扬州市适龄学前儿童维生素
,

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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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学龄前儿童均值还是低于总体均值#处

于维生素不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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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学龄前儿童维生素
,

的分布
!

从表
"

可以看

出#夏季在各季节中#适宜占的比例相对较少#而缺乏和不足占

的比例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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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维生素
,

对学龄前儿童的影响
!

将产妇维生素水

平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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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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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其学龄前儿童进行维生素
,

测

试#进行两独立样本
!

检验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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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检验#产妇与

学龄前儿童维生素
,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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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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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

维生素
,

秋季

*

维生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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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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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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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学龄前儿童维生素
,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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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缺乏 不足 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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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维生素
,

对学龄前儿童的影响

产妇维生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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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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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维生素
,

是具有生物活性的固醇类脂溶性维生素#主要

以
!

#

"$>

$

a`

&

"

,

'

的活性存在#调节人体的钙磷平衡#维持骨

骼的生长发育)当缺乏维生素
,

时#会导致儿童佝偻病和成

人的软骨病)近年来#有研究报道#维生素
,

不仅影响钙磷水

平#还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儿童支气管哮喘*孕妇妊娠期糖尿病

及感染性疾病相关'

!>7

(

)因此#维生素
,

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

视#成为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人体获取维生素
,

主要通过紫

外线的照射#表皮下的
3>

脱氢胆固醇转变为内源性的维生素

,

'

#占人体总量的绝大部分#还有一部分是通过食物和药物补

充#外源性的维生素
,

通过消化吸收进入血液#与体内的维生

素
,

结合蛋白相互作用#被转移到相应的靶器官组织进行分

解代谢)

本文分析了扬州市学龄前儿童维生素
,

的分布情况#从

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月份的增加#学龄前儿童维生素
,

水

平不足和缺乏的比例在增加#而适宜的比例在减少#刚出生的

新生儿维生素
,

主要靠母体供给#而随着年龄增长#骨骼发

育#需要更多的维生素
,

#这就需要户外活动和一定的维生素

药剂补充来增加体内维生素
,

的合成#如果长期处于负平衡#

机体得不到足够的维生素
,

#会引起很多相关的疾病#严重者

会引起儿童佝偻病)因此#要加强对维生素
,

的补给)机体

&%4

维生素是由阳光照射皮肤合成的#季节对维生素
,

水平

的影响明显'

7

(

)但本次调查分析发现#夏季的平均水平最低#

这一现象可能因为夏天日照太强#家长怕小孩晒伤而选择呆在

室内#造成没有充足的日照时间而影响维生素
,

水平)提高

产妇的维生素水平有助于降低新生儿维生素不足的比例)新

生儿的维生素
,

主要由母体供给#尤其是在孕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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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胎盘输送给胎儿#使脐血
"$>

$

a`

&

,

浓度接近或较母亲

"$>

$

a`

&

,

浓度低
"%4

左右#是新生儿储备的主要来源'

$

(

)因

此#提高孕产妇的维生素水平#对提高新生儿的维生素水平和

降低患相关疾病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孕妇充足的维生素
,

还

可保护胎儿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的发育#减少小儿呼吸道感

染*哮喘*

!

型糖尿病$

?!,0

&*炎症性肠道疾病*双相情感障

碍*精神分裂症等的发生'

2>1

(

)在本次随机调查的
$'1

名孕妇

中#维生素
,

水平低于
$%=L@/

"

[

占
1$#$4

#说明孕妇的维生

素
,

水平总体也偏低#因此在倡导学龄前儿童补充维生素
,

的同时#也要对孕妇进行维生素
,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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