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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新生体检分析与健康教育管理

张丰云

华北电力大学医院内科　北京　102206

摘　要：目的：本研究通过分析新生入学体检结果，进一步对体检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了解新生存在的健康问题，为高校

疾病预防控制及健康管理提供重要数据支持。方法：选取 2021 ～ 2023 年本科新生共 9031 名为研究对象，对体检数据中谷

丙转氨酶（ALT）、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空腹血糖（GLU）这些异常指标进行数据分析。结果：三年中

新生的肝功能异常、脂代谢异常、空腹血糖受损总异常检出率为 7.18%。其中肝功能异常检出率最高 (5.20%)，其次是空腹

血糖受损、胆固醇升高以及甘油三酯升高，分别为 0.54%、0.53%、0.47%。结论：根据体检结果，应加强新生的健康教育管理，

并对新生体检中存在肝功能异常、糖脂代谢异常等慢性疾病的学生及早进行干预，从而提高学生身心健康，打造健康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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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新生体检是入学后必须开展的一项工作，是保

障大学生身体健康、促进他们良好学习生活的重要工作。

通过入学体检，可以全面了解每个学生的健康情况，发现

潜在的健康隐患，并及时进行干预。大学生作为特殊群体，

就年龄段而言，尚处于刚步入成年、健康意识缺乏、自我

管理能力相对不足的阶段，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

国家新型人才后备军，因此健康教育及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学校健康教育

力度，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

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研究将某高校

2021 ～ 2023 年本科新生体检数据进行分析并将现况报告如

下，为研究大学生健康提供有力数据支持。

1 研究对象

收集某高校 2021 ～ 2023 年本科新生共 9031 人，男生

6455 人，女生 2576 人，年龄 16 ～ 21 岁，平均年龄 18.2 岁。

其中，2021 年 2965 人，男生 204 人，女生 919 人；2022 年

3021 人，男生 2057 人，女生 964 人；2023 年 3045 人，男

生 2100 人，女生 945 人。

2 方法

根据教育部和国家统一要求对新入学的大学生进行体

检，健康体检完成后，对检出异常情况的结果进行分析。观

察指标：统计体检报告中异常化验指标，即谷丙转氨酶异

常检出率、高总胆固醇和高甘油三酯血症检出率以及空腹

血糖受损检出率。诊断标准：谷丙转氨酶 (ALT) 异常标准：

ALT ≥ 40U/L；高总胆固醇和高甘油三酯血症：总胆固醇

(TC)>5.72mmol/L、甘油三酯 (TG)>1.7mmol/L；空腹血糖受损

(IFG)：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GLU 在 6.1mmol/L 至 7.0mmol/

L 之间。

3 结果

2021 ～ 2023 年本科新生体检人数共 9031 人，共检出

谷丙转氨酶异常、脂代谢异常、空腹血糖受损人数 648 人，

总异常检出率为 7.18%。不同年级的新生肝功能异常检出率

男性高于女性，总异常检出率为 5.20%；总胆固醇升高检出

率女性高于男性，总检测率 0.53%；甘油三酯升高检出率男

性高于女性，总异常检出率为 0.47%；空腹血糖受损检出率

男性高于女性，总异常检出率为 0.54%。见表 1。

表 1  不同年级本科新生谷丙转氨酶、血脂、血糖异常检出情况表

（n%）

性别 体检人数 ALT TC TG GLU

2021 年 男 2064 118（5.77） 7（0.33） 2（0.09） 4（0.01）

女 919 13（1.41） 6（0.65） 0（0） 1（0.01）

2022 年 男 2057 128（6.22） 21（0.10） 17（0.08） 18（0.08）

女 964 18（1.87） 7（0.73） 3（0.03） 6（0.06）

2023 年 男 2100 168（8.00） 42（0.20） 18（0.08） 16（0.07）

女 945 25（2.65） 4（0.40） 2（0.02） 4（0.04）

合计 9031 470（5.20） 48（0.53） 42（0.47） 49（0.54）

4 健康数据分析

本研究中以谷丙转氨酶（ALT）升高占比最高（5.20%），

且男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可能与男性饮酒、体重大有关。



国际临床医学：2024 年 6 卷 10 期
ISSN: 2661-4839

    200

ALT 主要存在于肝细胞胞质中 , 是诊断肝细胞损伤最为敏感

且特异的指标。作为肝脏炎症和损伤最直接的表现，病因常

见于病毒性肝炎、脂肪肝、酒精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自

身性免疫性肝病及药物因素等。ALT 升高也与多种代谢性疾

病如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血管疾病等关系密切。本

组资料中发现 ALT 异常与脂代谢紊乱有明显相关。这可能

源于研究人群以青少年及青年为主，部分尚处于青春期，身

体能量需求增加，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及生活习惯的改变，

高脂肪、高热量食物大量涌现，加之该年龄段孩子自控力差，

造就了不合理的饮食习惯，导致肥胖、高脂血症等引起肝功

能异常的一系列生活习惯病。

本研究中，血脂异常 129 人，检出率 1.42%。其中高甘

油三酯血症 42 人，检出率 0.47%；高胆固醇血症 48 人，检

出率 0.53%。这表明血脂异常从青少年开始就已经突显出来。

有研究表明，我国青少年高胆固醇血症患病率有明显升高 [1]。

陈轲扬等 [2] 研究发现，温州城乡青年体检人群总体血脂异

常率为 34.11%。徐州市某健康机构针对 6 ～ 17 岁儿童青少

年的血脂异常结果分析中高总胆固醇血症检出率为 6.2%(45

例 )、高甘油三酯血症检出率为 17.5%(126 例 )[3]。

有研究报道我国糖尿病前期患病率超过 50%，其中空

腹血糖受损为糖尿病前期的一种类型，十年内发生糖尿病的

风险比正常血糖人群要显著升高。因此空腹血糖受损引起高

度重视，尤其对于青年学生应及早发现并给予积极干预。本

研究中发现有部分空腹血糖受损者被检出，检出率为 0.54%。

有研究者对天津市某三甲医院体检人群进行 2 型糖尿病、空

腹血糖受损的患病及发病情况分析，总人群中空腹血糖受损

患病率为 10.3%，其中 18 ～ 24 岁人群中，空腹血糖受损患

病率为 1.6%[4]。滨州市人群体检中发现，20 ～ 30 岁年龄段

空腹血糖受损检出率 2.42%[5]。本研究中空腹血糖受损检出

率明显低于前两位研究者的比例。另外根据以往数据资料显

示，高校大学生对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相关知识认知率并不

高，四川某大学对高校低年级非医学类本科生对糖尿病的认

知程度调查问卷，81.05% 的调查对象不认为血糖高不一定

会患糖尿病 [6]。研究者刘海婷随机选取我国 60 所高校非医

学专业大学生共 210 名进行相关糖尿病调查，52.22% 的被

调查者对糖尿病没有了解过，有 28.89% 的人平时没有采取

任何措施预防 2 型糖尿病 [7]。虽然本研究空腹血糖受损检出

率较其他研究比例明显减低，但我们应该对这部分糖代谢异

常学生及早干预，其中提高糖代谢异常知晓率是早干预、早

治疗的前提。

5 健康指导及健康管理

通过上述健康分析，新生谷丙转氨酶异常、血脂及血糖

代谢异常等慢性代谢性疾病应引起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应让

学生们充分认识了解疾病，针对该人群建立健康档案，定期

进行异常指标的监测，以便能早发现诊断疾病并进行有效的

药物干预。目前我校已开设健康教育课，以课程的形式将健

康理念融入到学生日常生活中，加强大学生对于健康知识的

重视度，增强健康管理意识，强化自我管理能力。另外，我

校也通过微信公众号及短视频的形式传播健康科普小知识，

做到健康知识的普及性。

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发病机制除先天遗传因素外，与长

期久坐、运动量强度减少及长期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的饮

食有直接关系，因此生活方式干预是治疗的基础，也是关键

环节。Van Namen 等 [8] 对生活方式干预对代谢综合征（MetS）

患者的影响进行了 Meta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包括运动在

内的多层面的生活方式干预在降低 MetS 患病率以及改善腰

围、血压、甘油三酯、空腹血糖等方面均有明显作用，且

干预组的 MetS 患病率较对照组降低 39%。对于有慢性疾病

风险人群，运动专家共识 [9] 首推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可改

善心肺耐力及人体代谢功能，从而改善血糖和血脂水平。常

见的有氧运动方式包括快走、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太极

拳、五禽戏、八段锦等。WHO 推荐成年人有氧运动频率不

少于 3 天 / 周，至少累计 150 ～ 300 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

动，或 75 ～ 150 分钟较大强度的有氧运动，或中等和较大

强度有氧运动相结合的等效组合，每周运动量超过 300 分钟

中等强度，或 150 分钟较大强度将获得更多健康益处。在营

养管理方面，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

物，少摄入精制碳水化合物及添加糖的食物，尽量以单不

饱和脂肪酸或多不饱和脂肪酸代替饱和脂肪酸，避免摄入

反式脂肪酸，增加蛋白质摄入，推荐每日摄入 300 ～ 500g

蔬菜、200 ～ 350g 水果，需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患者应

避免摄入糖分较高的水果。建议每周摄入鱼类至少两次或

300 ～ 500g，限制全脂类奶制品的摄入，尽量避免摄入添加

糖的奶制品和饮料。研究显示全谷物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低脂肪、低饱和脂肪酸、低胆固醇和低热量，可以降低食物

升糖指数，减少胆固醇的吸收，与慢性代谢疾病的发生呈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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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10]。

校医院作为健康管理的主要核心职能部门，应建立学

生健康档案，并对 ALT 异常、血脂升高、空腹血糖受损大

学生进行追踪监测。体训部门应利用好专业优势，在保障学

生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运动水平，积极给予合理有效

的运动指导。而对于后勤食堂，建议开设低盐、低脂饭菜窗

口。我们应通过多部门有效协作的干预降低肝脏损害及慢性

代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共同建设健康校园。 

6 总结

大学生入学体检是疾病筛查的初始阶段，如何能更好

的做到一级预防，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在本

次研究中，肝功能异常、糖脂代谢异常均有不同比例被检

出，上述疾病为代谢综合征组分，其可致心脑血管的远期

发生风险明显升高。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优

势，协同多部门共同合作，通过健康信息采集、健康检测、

健康评估、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健康干预等手段持续改

善大学生健康状态，从根本上遏制在校大学生的体质下降，

并提高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以减少不必

要的医疗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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