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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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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生率和发生节段，为脊柱侧弯预防和治疗提供合理建议。方法 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指导下，与青岛

市教育局和体育局的配合，随机抽取了青岛市十区市的 10 所小学中的 5556 名中小学生，用前屈试验和脊柱侧弯测量尺开展脊柱侧弯筛查活动。结果 青岛市中小

学生的脊柱侧弯发病率为 6.8%，女生检出率 10.0%高于男生 4.1%（X2 值为 73.801，P<0.01）；脊柱侧弯主要发病节段在腰段（66.6%）且以左高右低为主，另外胸

段其次（27.6%），胸腰段发病率最低（8.4%）（X2 值为 134.106，P<0.01）。脊柱侧弯度数则多发生在 5-7°之间（83.9%），并且随着侧弯程度的增加，女生的

侧弯发病率也逐渐增加（X2值为 27.567，P<0.01）。结论 青岛市脊柱侧弯发病率在性别、发病节段和侧弯程度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需要多关注女生的脊柱侧

弯情况，并且要将更多的关注和医疗资源放在轻度腰段脊柱侧弯的预防和治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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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scoliosis statu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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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ncidence and segment of scoliosis in adolescents and provid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scoli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tho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nstitute of Sports Medicine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and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Qingdao 

Education Bureau and Sports Bureau，5556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10 primary schools in 10 districts of Qingdao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carry out scoliosis screening with forward flexion test and scoliosis measuring ruler.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scoliosi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Qingdao was 6.8%，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girls was 10.0% higher than that of boys 4.1%（X2 value was 73.801，P <0.01）；the main incidence of scoliosis 

was in the waist（66.6%）and mainly left high and low，and the incidence of the thoracic（27.6%）and the lowest（8.4%）（X2 value was 134.106，P <0.01）. 

The degree of scoliosis was mostly between 5 and 7（83.9%），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scoliosis，the incidence of scoliosi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girls

（X2 value was 27.567，P <0.01）. Conclusion The difference in scoliosis incidence by sex，segment and degree of scoliosis in Qingdao.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coliosis situation in girls，and more attention and medical resources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ild lumbar scoliosis. 

Key words：scoliosis；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Qingdao city 

 

引言 

脊柱侧弯（Scoliosis），又称脊柱侧凸，是脊柱在额状面的横向弯曲以

及脊柱和躯干的三维张力畸形[1]。国际脊柱侧弯研究学会（Scoliosis Rese

arch Society，SRS）对脊柱侧弯定义如下：应用 Cobb's 法测量站立位脊

柱正位 X 线片的脊柱弯曲，角度大于 10°[2]即可诊断为脊柱侧弯。脊柱

侧弯主要表现为脊柱的横向弯曲，横向弯曲会进一步导致锥体发生旋转，

同时会造成肋骨向一侧隆起，对侧产生凹陷[3]，这会对内脏发生挤压，尤

其对肺部的挤压会对呼吸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4][5]。2019 年全国中小学生

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检测结果显示，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为 2.

8%[6]。其中特发性脊柱侧弯最常见，可占到总体的 80%，尤其以青少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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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脊柱侧弯居多[7][8]。我国政府政府十分重视儿童青少年的脊柱健康问

题，《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学校应当积极做好近视、弱视、

沙眼、龋齿、寄生虫、营养不良、贫血、脊柱弯曲、神经衰弱等学生常

见疾病的群体预防和矫治工作。”我国已将脊柱侧弯同常见传统青少年疾

病一样视为影响我国青少年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在国家体育总

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指导下，对青岛市十区（市）中小学生进行了脊柱

侧弯的现状调查并分析了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为青少年脊柱侧弯综合

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2 年 8 月 9 日至 16 日，在青岛市十区（市）中小学按班级进行随

机抽样，每个班所有学生均纳入研究，进行为期 8 天的脊柱侧弯筛查活

动，共抽取十所中小学的 5556 名中小学生，其中男生 2977 人，女生 2579

人，学生年龄范围在 5-16 岁之间，其中以 10 岁、13 岁和 14 岁青少年为

主。 

1.2 脊柱侧弯筛查方法 

本次筛查由多年从事脊柱侧弯工作的两名专业人员按照《儿童青少

年脊柱弯曲异常的筛查》（GB/T 16133-2014）[9]标准对四名初筛人员进行

培训，主要采取前屈试验和脊柱侧弯测量尺对脊柱侧弯倾斜角进行测量，

以度数≥5°为阳性诊断标准。在首次诊断为阳性后，交由两名专业人员

指导学生进行脊柱运动实验，排除由于肌力不对称造成的假阳性，在进

行运动试验后仍然诊断为阳性者，记录其侧弯度数、侧弯方向和侧弯节

段。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由实验人员通过微信小程序录入信息，由 excel 软件汇总，

计量资料采用百分比描述，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卡方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脊柱侧弯检出率 

5556 名学生共筛查出脊柱侧弯 380 名，阳性率为 6.8%；其中，男生

脊柱侧弯检出率（4.1%，共检出 123 人）低于女生脊柱侧弯检出率（10.0%，

共检出 257 人）（P<0.01）。见表 1。 

2.2 脊柱侧弯年龄影响因素 

10 岁及以下儿童脊柱侧弯检出率（6.8%，检出 149 人），11-13 岁青

少年脊柱侧弯检出率（6.5%，检出 130 人），14 岁及以上青少年脊柱侧弯

检出率（7.8%，检出 69 人）（P>0.05）。见表 2。 

2.3 脊柱侧弯度数与性别关系 

本次筛查按照统计数据，将脊柱侧弯程度分为轻度（侧弯度数 5-7

°）、中度（侧弯度数 8-10°）和重度（侧弯度数超过 10°）三个等级。

脊柱侧弯在轻度的学生占 83.9%，在中度的学生占 12.9%，脊柱侧弯重度

的学生占 3.16%。男生轻度检出率为 39.5%，女生为 60.5%，男生中度检

出率为 6.1%，女生占 93.9%；男生重度检出率为 0.0%，女生占 100%。

女生检出率随侧弯程度增高而增高（P<0.01）。见表 3。 

表 1  不同性别脊柱侧弯检出率 

性别 筛查人数 阳性人数 检出率 X2 Sig

男 2977 123 4.1% 

女 2579 257 10.0% 

合计 5556 380 6.8% 

73.801 .000

表 2  不同年龄段学生脊柱侧弯检出率 

年龄 阴性人数 阳性人数 检出率 X2 Sig

≤10 2086 152 6.8% 

11-13 2265 158 6.5% 

≥14 825 70 7.8% 

合计 5176 380 6.8% 

1.748 .417

表 3  侧弯程度与性别关系 

侧弯程度 男 女 总数 X2 Sig 

轻度 130 199 329 

重度 3 46 49 

重度 0 12 12 

总数 133 257 390* 

27.567 .000

*：有 10 位学生同时检出有两节段脊柱侧弯 

3 讨论 

脊柱侧弯有多种检测方法，本次筛查使用的方法为脊柱侧弯筛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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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常用的前屈试验和脊柱侧弯测量尺进行，其检出率是采用 X 线进行

cobb 角测量的 3-8 倍[10]。对于脊柱侧弯诊断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要想获得更准确的诊断，被检测者需要到医院进行 X 线诊断[11]。脊

柱侧弯尤其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AIS）是影响青少年健康问题的重

要因素[12]，本次筛查的脊柱侧弯检出率为 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8%[6]

（2019 年），高于天津市中学生的 4.0%[13]（2021 年），低于上海虹口区

的 7.2%[14]（2019 年）。通常国外研究中，有记录的脊柱侧弯发病率在

0.5%-12%之间，而 2%-3%是文献中的常见值[15][16]，并且有研究发现

脊柱侧弯发病率会随维度变化而发生变化[17]。因为本次使用的筛查方法

为了追求效率和健康，未选择进行 X 线检查，其精确度没有 X 线准确，

所以结果会高于一般统计数据；另外本次筛查由于年龄分布不均，主要

筛查对象集中在 10 岁和 13 岁两个年龄段，结果主要反映了这两个年龄

段范围内的脊柱侧弯发病率，和一些文献中的发病率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4 建议 

本次调查结果反映了青岛市的一部分青少年的脊柱侧弯患病情况，

其结果提示女生的脊柱侧弯危险程度要高于男生，应该受到额外的重视，

学生家长和老师应时刻关注学生的脊柱健康情况，学校应该针对儿童青

少年尤其是 10-15 岁的女生定期进行体检，以预防脊柱侧弯发生并且进

行及时治疗。另外，本实验中发现腰段的脊柱侧弯发生率较高，对于医

学工作者来说，应该多倾向于腰段轻度的脊柱侧弯的预防和治疗，避免

腰段脊柱侧弯度数增加造成内脏器官压迫以及引发胸段，胸腰段的继发

性侧弯。本次筛查的不足之处在于抽取的青少年年龄段分布不均，故不

能准确反映全年龄段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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