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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常见慢性病患病率及健康管理对策研究

章玉梅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分析高校教师常见慢性病患病率，并提出针对性的健康管理对策。方法 选取 2021 年 5 月～

2023 年 5 月在高校任职的教职工 100 例，参与调研的高校教师均患有慢性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患者的

基本信息，对患者进行相关检查，诊断疾病，统计男性和女性患慢性病的信息并对比。结果 对比不同性别高校

教师常见慢性病患病率情况，可以发现，心脏病、高血脂和其他类型疾病，男性的患病率要高于女性，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高血压、糖尿病和高尿酸血症，男性和女性对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需

重视高校教师的身心健康工作的建设，给教职工和个人及其家庭带来幸福，也为高校的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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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evalence of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among college teachers and health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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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valence of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among college teachers and to
propose targeted health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cases of faculty and staff work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May 2021~May 2023 were selected, and all university teach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had chronic diseases, and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was understoo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relevant
examinations were carried out on patients, diseases were diagnosed, and the information of men and women suffering
from chronic diseases was coun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revalence of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among college teach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heart disease, hyperlipidemia and
other types of diseases is higher in men than in women, and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While
hypertension, diabetes and hyperuricemi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teachers, bring
happiness to faculty members,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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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的全称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主要包括有

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精神疾病等，主要是因为

环境的污染、不良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不合理、长

期的紧张疲劳、心理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潜伏期一般

比较长，治愈的难度较大，且疾病的持续时间长，病

因复杂，对人体的健康危害较大。相关数据研究表示，

慢性病是困扰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近年来，慢性病

患病率和死亡率出现上升的趋势[1]。对于高校而言，教

职工的健康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健康的身体和积极向

上的心态，对教学是比较有利的，能促进学校事业的

长远发展，为了探究高校教师常见的慢性疾病患病率

和健康管理的对策，本文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分析

并收集高校教师体检和病案的资料，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选取 2021年 5月～2023年 5月在高校任职的教职

工 100例，参与调研的高校教师均患有慢性病，收集

并整理教职工的基本信息，录入计算机中进行分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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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00例慢性病患者中，男性患者 58例，女性患者

42例，年龄最大的是 55岁，年龄最小的 28岁，平均

年龄（44.68±3.32）岁，疾病的类型有高血压、心脏病、

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血症、慢性胆囊炎、慢性肺

炎等。

1.2方法

调查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文化程度等基

本信息，问卷调查中还包括饮食情况、运动情况和吸

烟饮酒情况等。体格检查主要有身高、体重和血压。

实验室检查的内容包括空腹血糖、血脂，使用国家统

一认证计量的测量工具，采用常规的方法进行测量[2]。

高血压的诊断：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下，收

缩压大于或等于 140mmHg，舒张压大于或等于

90mmHg，则定为高血压疾病。

糖尿病的诊断：空腹状况下，血糖的正常值是

4.0～6.1mmol/L，糖尿病患者全天任意一个时间的血糖

水平都大于或等于 11.1mmol/L。
血脂异常的诊断：采集空腹血清，结合我国的血

脂参考值范围，空腹血清中总胆固醇大于或等于

5.7mmol/L，则为高胆固醇血症，甘油三酯大于或等于

1.7mmol/L，则为高甘油三酯血症。

高尿酸败血症的诊断：不是同一天，两次检测尿

酸水平增高，男性尿酸水平大于 420μmol/L，女性尿酸

大于 360μmol/L。
慢性胆囊炎的诊断：多借助于腹部 B超、腹部 CT

以及腹部核磁等影像学进行检查。

慢性肺炎的诊断：患者体温通常大于 38℃，双肺

听诊可以闻及干湿啰音，胸片可见炎症的浸润阴影。

1.3统计方法

数据在 SPSS22.0中录入，计数资料为%的方式，

实施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为（χ±s）的方式，做出 t
检验。采取数据统计学分析，P＜0.05，如果符合，则

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对比不同性别高校教师常见慢性病患病率情况，

可以发现，心脏病、高血脂和其他类型疾病，男性的

患病率要高于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高血压、糖尿病和高尿酸血症，男性和女性对比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不同性别高校教师患常见慢性病情况对比分析

指标 男性 女性 P

高血压 47（47%） 42（42%） >0.05

心脏病 36（36%） 16（16%） <0.05

糖尿病 26（26%） 27（27%） >0.05

高血脂 38（38%） 21（21%） <0.05

高尿酸血症 10（10%） 9（9%） >0.05

其他慢性疾病 11（11%） 12（12%） <0.05

3 讨论

高校教师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肩负着下一代

国家栋梁的教育教研工作，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水

平和文化的体现。因此，高校教师的问题一直受到社

会重视。高校教师面临的压力较大，影响他们的健康

因素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有：高校教师在受到社会

各界人士尊重的同时，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在日常的

工作中，需要在教学上有成果，积极地申报课题，需

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目前，还有人事考核、绩效评

定等方面的压力，这会使高校教师面临很大的压力，

挑战重重[3]。长时间的心理压力，会出现酗酒、吸烟等

不良生活习惯，紧张、焦虑和沮丧等情绪，也是诱发

慢性病的重要原因。在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中，很多教

师不愿意参加，会说工作忙、怕麻烦等多种理由，很

多教师在体检后，只看自己有无疾病，而没有观察体

检结果中各项指标的变化[4]。健康知识了解不足，也会

使很多疾病的早期没有得到重视，留下遗憾。错误的

生活方式，是导致慢性疾病出现的重要原因，由于教

研的压力大，不按时饮食，熬夜也比较常见。社会的

发展，很多高校教师上下班不愿意步行或自行车，而

是选择开车等舒适的交通工具，家用电器的科学化，

劳动也逐渐减少，代谢缓慢，脂肪不能及时地消耗，

会导致疾病的出现。有关数据显示，教师不能及时地

参与体育锻炼，会因为“没时间、没必要、没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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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因素而影响高校教师的热情[5]。学校可以在财力和

精力允许的条件下，借助高校体育馆的优势，因地制

宜，积极地开展各项体育活动。根据大量调研数据表

明，断粮能增强体质，避免慢性疾病的出现[6]。另外，

不良的价值观也是导致慢性病高发的原因，社会上总

是倡导忘我的精神，弘扬无私奉献的意识，认为带病

工作是一种奉献行为。这样偏激的观念，会影响教师

的健康，起到误导作用，牺牲了自己的身体，也对家

人和社会不负责任。

目前，很多高校对于健康预防的保障措施上，仅

仅是进行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没有进行健康管理，

服务的形式单一，涉及的保健项目较少。高校医院也

没有获得社区卫生服务的资质，教师的健康信息档案

没有建立统一的模式，对于体育活动的倡导方面，也

没有足够的理论指导和有效的健康促进措施的实施。

对于上述问题，需要进行健康管理，主要包括有：在

学校引导下，可以适当的组织体育活动，例如校园晨

跑、教职工运动会等，对于积极性不高的教师，应广

泛宣传，做到人人参与，可以采取面对面沟通的方式

进行。对于教师管理方面，可以动员多方参与力量进

行。健康教育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主要目的是预

防疾病，促使人群健康，提高整体的生活质量，通过

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为高校教师提供健

康的知识和相关的技能，使人们能养成健康的行为和

生活方式，避免出现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加强对慢

性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对于疾病的具体干预措施也

进行普及，了解慢性疾病早期预防措施的重要性。可

以设置健康教育手册，面向高校教职工进行宣传，扩

宽信息传播的渠道，设置趣味性、专业性、通俗性的

健康教育手册，普及知识，使高校教师树立健康的观

念。帮助高校教师学会一些基础的自我检测能力，如

心律检测、体温检测、血糖检测、血压检测、尿酸检

测等，院前急救知识需要及时的普及[7]。

慢性病的疾病持续时间长，且早期的临床症状轻，

不容易被发现，一般情况是出现严重的症状时，才会

去医院就诊，这样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因此，进

行健康体检是很有必要的，建立健康体检的长效保障

机制，每年定期进行体检，需要将慢性疾病作为重点

的检查对象，体检结束后，需对体检人群的各项指标

进行对比，做到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并将数据留存，

找出指标的变化规律和趋势，并安排专业人员做针对

性的咨询沟通，高校教师需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了然于

心，自觉地改变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加强自我健康

管理。当然，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需要在适

应环境变化的同时，养成良好的习惯，有一定的稳定

性，在生活习惯中不断地进行磨合变化，在家庭成员

中也可以互相影响、监督。定期体检数据资料的留存，

建立健康档案，评估慢性病的风险和健康状况，并做

出前瞻性的预测[8]。本次调研中对于 100例教职工的资

料进行分析，发现心脏病、高血脂和其他类型疾病，

男性的患病率要高于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高血压、糖尿病和高尿酸血症，男性和女

性对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男性的慢

性病发病率总体比女性高，更应该在日常的生活中加

强自我管理，戒烟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综上，加强高校教师的慢性病健康管理，不仅有

利于教师个人的健康，更对教育、科研事业带来有益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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