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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儿童生长发育
行为医学干预的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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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着儿童群体的身心健康和生长发育。 本共识就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儿童的生长发育的影响,提出了针对儿童生长发育的行为医学干预的建议,以
指导家长帮助居家儿童培养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预防身体和心理问题的发生,促进儿童的生长

发育,健康地度过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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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VID-19
 

epidemic
 

impacts
 

the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eriously,as
 

well
 

as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growth
 

and
 

devel-
opment

 

of
 

children,this
 

consensus
 

proposes
 

the
 

behavioral
 

medical
 

interventions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
ment

 

of
 

children,so
 

as
 

to
 

guide
 

parents
 

to
 

help
 

children
 

develop
 

healthy
 

behaviors
 

and
 

lifestyles
 

at
 

home,and
 

to
 

avoid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t
 

is
 

our
 

hope
 

that
 

the
 

consensus
 

will
 

promot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o
 

overcome
 

this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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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
肺炎疫情对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儿童也是本

病的易感人群[1]
 

。 为了抗击疫情,曾经要求尽量避

免外出活动,采取居家隔离,出行管控。 儿童正处于

生命周期最重要的阶段,其生长发育与营养、运动、
环境、情绪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因此其身心健康可

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也给隔

离期间的儿童生长发育带来了挑战[2] 。 行为医学

主要研究人类行为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是行为科

学和医学的交叉性学科,它综合了医学知识和涉及

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被广泛

地应用于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3] 。
行为干预可以建立和促进儿童良好的行为和生活方

式,并防止和矫正儿童的不良行为,因此,行为医学

在儿童的生长发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冠病毒

肺炎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恰好是父母和儿童长时间

接触、陪伴的时刻,恰当的行为医学干预,是促进儿

童生长发育,帮助儿童健康地度过疫情的重要手

段[4] 。
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

1. 营养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充分的营养对

儿童的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有重要作用。 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由于居家隔离,儿童外出就餐较少,饮食

处于单一化状态,摄入的营养难以满足儿童旺盛的

生长发育需求。 儿童缺乏蛋白质、维生素、必需的微

量元素等, 会引起矮小、 营养不良等疾病的发

生[5-7] 。 同时,不良的饮食习惯可能引起儿童肥胖

症,威胁儿童的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
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儿童户外活动时间减少,

日照时间不足,可能导致维生素 D 的缺乏。 人体所

需的维生素 D 中,90%是通过日光中紫外线照射皮

肤产生的。 儿童由于体格发育的速度快,对维生素

D 的需求超过成人。 2 岁以内儿童缺乏维生素 D 易

引发佝偻病,2 岁以后则会影响身高增长,影响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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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8-9]
 

。
2. 运动减少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疫情期间

儿童户外活动范围减小,日常运动量减少。 运动是

促进儿童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 合理的运动有助于

提高儿童的精神状态,提升免疫功能,增加预防疾病

的抵抗力;同时,运动能够降低体脂,有利于儿童的

骨骼、心肺发育,促进动作发展,以及社会适应和心

理健康发育等。 发育期儿童每天的运动时间不足,
不仅影响儿童的食欲、睡眠、情绪等,也对体格发育

有重要的不良影响。 与具有良好运动习惯的儿童相

比,缺乏运动的儿童更易发生免疫力的降低和焦虑、
烦躁等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问题[10] 。 另外,居家儿童

在运动受限时,屏幕暴露时间延长,甚至可能发生过

度沉迷电子产品或网络成瘾的情况,对儿童的早期

认知发展,如推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造成影响,也
不利于儿童的视力发育,增加了发生早期发展落后

及心理问题的风险[11-12] 。 同时,长时间使用电子产

品影响儿童睡眠时间,从而影响生长激素在夜间的

分泌水平,对儿童的身高生长不利[13] 。
3. 人际交流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疫情居家

封闭影响了儿童的人际交往,对其生长发育产生一

定影响。 按照弗洛伊德心理发展理论,儿童期的心

理满足主要来自于同伴和丰富多彩的客观环境的刺

激。 儿童与年龄相仿的同伴的交流和玩耍对心理发

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满足了儿童强烈的群聚心理,对
帮助儿童性格的形成有促进作用,是儿童社会性需

求的典型表现[14] 。 而同伴接纳和友谊质量良好的

关系使儿童性格更加外向、乐观、易于沟通,也会增

强儿童的自控能力和情绪稳定性[15] 。 由于新冠肺

炎期间外出的减少,居家儿童缺乏同伴,人际交往受

限,暂时性地脱离社会,可能出现心理发育失常,表
现为大喊大叫、哭闹、摔东西,对原来喜欢的事物兴

趣降低,注意力不集中,不能按照要求完成学习或游

戏等情况,也可能出现抑郁、孤僻,拒绝沟通,甚至沉

迷于网络游戏或电子产品。
4. 环境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家庭环境、社会

环境、自然环境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的生长发

育。 其中家庭环境在儿童的认知和心理发育中起到

重要作用。 新冠疫情下,家长对感染风险的担忧,可
能产生烦躁、焦虑不安的情绪。 家庭氛围的紧张会

影响儿童的情绪,长时间处于焦虑的环境下也会影

响儿童的认知和心理发育,导致儿童对突发的疫情

更加恐惧,产生情绪障碍,甚至引起儿童焦虑或抑郁

症的发生[16-17] 。 情绪障碍不仅会影响儿童心理发

育,也会引起食欲不振、睡眠障碍、自主神经系统紊

乱等问题,影响其体格发育[18] 。 此外,由于儿童自

身的免疫力较差,在新冠疫情期间更容易发生身体

不适,或出现精神心理问题。 伴随着新冠的发生,由
于行为习惯的改变和突发事件的打击,儿童可能发

生应激反应或应激后综合征,引起身体和心理后遗

症,甚至留下明显的精神创伤,对儿童心理的健康发

育产生不利影响[19] 。 尤其是青春期儿童,其心理发

育更加复杂,容易出现情绪障碍和心理问题,需要家

长着重关注和及时干预。
二、针对疫情影响下儿童生长发育的行为干预

1. 儿童日常防护: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建立在

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因此对新冠疫情的正确防护,对
保障儿童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做好自我防

护,儿童应做到以下几方面:(1) 尽量减少外出活

动;(2)勤洗手,做好个人卫生;(3)外出时正确佩戴

防护口罩;(4)保持家庭环境卫生[2] 。 同时应对儿

童和家长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如果发现有发热、咳
嗽、流涕等呼吸道症状,需尽快合理就医。

2. 保证营养需求:为了满足儿童阶段旺盛的生

长发育需求,疫情期间需要给儿童提供充足全面的

营养。 儿童应保证每日摄入谷物、奶类、蛋类、豆制

品、肉类、蔬菜水果等食物,保持规律的进餐时间、环
境和进食量。 同时,应控制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有
必要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适量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和

维生素等,防止营养缺乏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5-7] 。
针对学龄前儿童,家长应保证每日摄入谷类 100

 

g、
肉蛋类动物性食物 50

 

g、乳制品 400
 

ml、植物油

20
 

g、豆制品 25
 

g、蔬菜水果 400
 

g,保证每天不少于

3 次正餐和 2 次加餐[7] 。 针对学龄期儿童,则需增

加营养的摄入,谷物类 450
 

g,豆制品 150
 

g,蔬菜水

果 450
 

g。 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的营养结构和

需求并不相同,可以采用个体化营养方式,有针对性

地制定科学合理的饮食方案,满足不同年龄的生长

发育需求[5] 。 同时疫情期间食用的所有肉类都需

要烹饪熟透,不食用野生动物[2] 。
此外,为了满足居家隔离中儿童体格发育对维

生素 D 的需求[8] ,应适当给缺少日照的儿童补充维

生素 D 和钙剂,避免佝偻病的发生,保证儿童的身

高生长和体格发育[8-9] 。
3. 保证适度运动,减少屏幕时间:疫情期间,居

家为主,家长为儿童制定科学、合理的运动方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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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生长发育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发育期的

儿童,应遵循儿童动作的发育规律,以游戏为基本形

式,合理促进儿童的大动作与精细动作能力的发育,
适度适量地活动。 对于学龄期和青春期儿童,运动

需求和运动能力显著增加,应在保证儿童人身安全

的基础上,保证充足的运动。 建议儿童以低中强度

活动为主进行运动,做到心跳呼吸加快、微微出汗为

标准,以达到增强肌肉力量,促进儿童的心肺功能发

育和骨骼发育的作用。 儿童每天应进行至少 60
 

min
的体育活动,最好是户外游戏或运动[10] 。

为了预防居家或复学的儿童沉迷电子游戏,家
长应正确看待电子游戏对儿童的影响,并引导儿童

正确对待和使用电子游戏,正确地认识电子游戏的

负面影响,减少屏幕时间。 儿童每天看电视、玩平板

电脑的累计时间不应超过 2
 

h[10-11] 。 同时鼓励儿童

积极参加亲子互动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培养儿童

的学习习惯和兴趣爱好。 家长通过关注和陪伴儿

童,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用实际行动为

儿童树立榜样,为孩子的行为习惯的养成营造良好

的家庭氛围[12] 。
4. 增加家长与儿童的适时互动:居家期间,家长

应增加与儿童的亲子互动。 可以在每日计划中安排

1 ~ 2 次亲子互动游戏,以亲子运动游戏类为主,大
笑能够激发内啡肽、催产素等使人愉悦的神经活性

物质的产生。 亲子游戏在调节成人情绪的同时,让
儿童释放压力,不仅有益于亲子之间的感情交流,密
切的亲子关系,也能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对于儿童

的实物游戏和伙伴游戏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合

理的时间安排也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模式,保
证儿童的生长发育顺利进行,也有助于培养儿童的

自我管理意识和自控能力[15-16] 。 家长应有意识地

打造健康的喂养环境,控制食物的选择,及时阻止儿

童的挑食行为,避免在吃饭时间看电视,培养儿童主

动、专心进餐的能力,改善儿童的饮食行为习惯,促
进儿童的生长发育[16] 。

5. 关注儿童心理发育:在新冠病毒肺炎期间,儿
童的心理健康发育面临着挑战,需要及时的干预。
针对儿童心理发育的行为医学干预应当重点做好以

下几点:(1)帮助儿童建立安全感;(2)帮助儿童在

疫情中保持冷静;(3)帮助儿童提高自信心,树立家

庭或集体归属感;(4)帮助儿童维持社会关系;(5)
帮助儿童保持充满希望的积极心态[17-20] 。

疫情期间应重视良好的同伴关系对儿童心理发

育的正面作用,应鼓励儿童与朋友、同学保持日常联

系,可以通过合理地使用电子产品,如通过网络线上

举办读书分享会、联欢会、线上课程等活动,提升儿

童的人际交往能力,增加儿童学习的积极性[17] 。
随着居家时间的延长,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心理

健康发育显得尤为重要[20] 。 为了帮助儿童建立安

全感和家庭归属感,应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打造舒

适、温馨的家庭环境,利用活泼的装饰风格、柔和明

快的颜色、悦耳舒缓的音乐等,打造温馨舒适宽松的

活动空间,以减轻儿童的焦虑和恐惧感。 此外,通过

建立和谐的家庭氛围,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理解儿

童的感受,从而有效地减少儿童的不良情绪[21-23] 。
三、总结

儿童期不仅是人体生长发育最重要最快速的阶

段,也是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促进心理、认知发育和

社会行为发展的最佳阶段。 因此,在新冠肺炎流行

期间,家庭作为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的最重要场所,要
针对儿童生长发育的需求,遵循儿童生长发育的基

本规律和特点,积极采取心理行为干预,通过营养、
运动、生活、心理等各方面的综合措施,培养儿童健

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保证居家儿童安全顺利度过

疫情,促进儿童生长发育的健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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