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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居民生活习惯分布的对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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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重点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生活习惯分布进行分析，主要目的是了解各年龄居民生活习惯的分布情况，从而为疾病

预防提供关键信息。将某地区长住居民生活习惯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解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健康素养情况、锻炼情况、抽烟喝酒

情况，最终提出几点合理化建议，希望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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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living habits of resident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iving habits of residents of different ages, so as to provide key information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 sampl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living habits of long-term residents in a certain area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health literacy, exercise,

smoking and drinking of resident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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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常生活中，健康行为表示的是有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

害，也有可能有利于健康的行为方式。健康尤为重要[1]，特别

是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不规律的饮食、运动缺乏、工

作忙碌等，在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下，各种慢性病的发生概率

也逐渐提升，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为了解不同年龄

段居民的生活习惯分布情况，对某地区不同年龄段长住居民生

活习惯进行抽样调查分析，具体如下。

1 研究对象

对某地区长住居民生活习惯进行抽样调查分析，常住居民

表示的是在本地区居住超过半年的居民[2]，出生未超过半年的

婴儿、新婚配偶以及轮流供养的老人等也包含在内，不过保姆

等非家庭成员并不包含其中。研究对象共 500例，青年为 100

例（18-40岁），中年为 200例 41-65岁，老年为 200例（大

于 66岁），分别对其健康素养情况、锻炼情况、抽烟喝酒情

况进行分析。

2 研究方法

实际调查环节，选择分阶段分层群体随机抽样的方式，分

别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健康素养情况、锻炼情况、抽烟喝酒情

况进行调查分析。住户样本抽样过程中，严格根据调查指导手

册进行，准确填写调查表，样本住户不可随意替换。为使抽样

更具代表性，备用住户样本应在 10户之内。选择 SPSS 19.0软

件，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利用x2检验进行单因素处理，多因

素则进行详细分析[3]。

3 研究结果

3.1青年居民

3.1.1健康素养情况

表 1 青年居民健康素养情况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基本健康知识及理念 32 3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6 36

健康技能 24 24

3.1.2锻炼情况

该地区青年居民每周锻炼情况如表 2 所示：从不锻炼占

13%；锻炼不到 1次占 17%；锻炼 1~2次占 34%；超过 6次为

20，平均锻炼时间为 52.13，从中可以看出，青年居民锻炼频

率不是很高。

表 2 青年居民锻炼情况

从不锻炼/% 13

不到 1次/% 17

1~2次/% 34

3~5次/% 16

超过 6次/% 20

平均锻炼时间/min 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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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抽烟喝酒情况

青年居民抽烟人数为 64，占比 64%，不抽烟人数为 36，

占比为 36%；喝酒人数与不喝酒人数分别为 58及 42，占比分

别为 58%、42%。表示存在较大比例抽烟喝酒的青年居民。

3.2中年居民

3.2.1健康素养情况

如表 3所示，在基本健康知识及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

为、健康技能素养上，中年居民健康技能素养较高，具备健康

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人数次之，而基本健康知识及理念素养

上人数较少。

表 3 中年居民健康素养情况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基本健康知识及理念 42 21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73 36.5

健康技能 85 42.5

3.2.2锻炼情况

该地区中年居民每周锻炼情况如表 4所示：平均锻炼时间

为 40.87min，基本上较多中年居民每周运动频率在 3~5次，从

不锻炼的人数相对较少，可见该地区中年居民锻炼频率较高。

表 4 中年居民锻炼情况

从不锻炼/% 10

不到 1次/% 14

1~2次/% 34

3~5次/% 56

超过 6次/% 20

平均锻炼时间/min 40.87

3.2.3抽烟喝酒情况

研究样本中，中年居民抽烟人数占比 67%、喝酒人数占比

54%，抽烟喝酒人数占比均超过了 50%，说明该地区抽烟喝酒

的中年居民较多。

3.3老年居民

3.3.1健康素养情况

如表 5所示，该地区老年居民健康素养情况上，健康生活

方式与行为素养掌握人数相对较多，百分比达到了 64%，在健

康技能素养方面人数为 42，百分比为 21%，基本健康知识及理

念素养方面人数为 30，百分比为 15%，可以看出，老年居民在

基本健康知识及理念、健康技能素养上相对不足。

表 5 老年居民健康素养情况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基本健康知识及理念 30 15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28 64

健康技能 42 21

3.3.2锻炼情况

该地区老年居民每周锻炼情况如表 6所示：平均锻炼时间

为 30.5min，从不锻炼人数达到了 74，不到 1次人数为 21，1~2

次人数为 51，3~5次人数为 42超过 6次人数为 12，由此可以

看出，老年居民每周锻炼时间较少，平均锻炼时间也相对较短。

表 6 老年居民锻炼情况

从不锻炼 74

不到 1次 21

1~2次 51

3~5次 42

超过 6次 12

平均锻炼时间/min 30.5

3.3.3抽烟喝酒情况

研究样本中，老年居民抽烟人数占比为 64%，喝酒人数占

比为 68.5%，均超过了 50%，说明该地区抽烟喝酒的老年居民

较多。

4 研究结论

4.1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中，对某地区长住居民生活习惯进行抽样调查分

析，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在生活习惯上

存在较大的不同，在健康素养情况、锻炼情况、抽烟喝酒情况

上均存在差异，不过青年、中年及老年居民，均存在较大的吸

烟喝酒比例，在健康素养情况上，青年居民素养水平要高于中

年与老年居民，并且在锻炼上，青中年居民平均锻炼时间较长，

锻炼频率也更大，而老年居民则相对不足，较多人基本上很少

进行锻炼，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由此可见，需要制定

出有效的方式方法，使该地区居民形成健康意识，养成更加健

康的生活习惯，降低慢性病发生风险，提升当地居民生活水平

[4]。

4.2对策建议

第一，积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调查分析得出，该

地区居民在健康意识、体育锻炼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

间，在不良生活习惯的长时间影响下，很容易使居民面临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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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高血压等。

社会不断发展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健康的要

求也更加迫切，不过受到健康教育发展时间短、重视程度不足

影响，普遍存在健康观念落后的情况[5]，大大提升了慢性病的

发病率，因此需要积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合理饮食、

适量运动、保持心理平衡、戒烟戒酒。

第二，形成自我保健意识。对于自我保健而言，实际上属

于一种心理意识及行为，在自我保健意识的带动下，使人们自

行参与决定自身健康行为，将危害健康的不正确行为消除，充

分认识到自身在良好生活习惯养成中的重要作用，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科学制定保健计划与措施，提升身体健康水平的同时，

有效预防疾病。健康与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应使该地区居民形

成自我保健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

减少疾病的发生。

第三，加强社会健康教育[6]。社区应做好居民健康教育工

作，可制定宣传手册、海报，也可通过电视播放等方式，进行

健康教育宣传，使居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使自身生活习惯

更加健康。此外，健康教育环节，需要根据不同群体对象的特

点，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升健康宣传教育的

实效性，对青年与中年多进行健康运动方面的宣传，老年人侧

重常见病预防知识的宣传，适当的锻炼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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