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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儿童早期 DDST筛查结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丹丹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100000；

摘要：目的：探究影响儿童早期丹佛发育筛查试验（DenverDevelopmentalScreeningTest,DDST）筛查结果的影

响因素，为区域内儿童智能发育早期促进提供依据。方法根据 2022 年至 2024 年 9 月之间定期体检的 3-12 月龄

的婴儿 DDST 筛查结果，分为正常组（723 人次）和阳性组（21 人次）。并对筛查结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出生孕周、婴儿出生体重及该婴儿的胎次与DDST筛查阳性结果具有相关性（p<0.05）。

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婴儿出生时为第一胎是 DDST 筛查结果为阳性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对于早产、低出生体重和第一胎的婴幼儿，应加强早期智能发育筛查和促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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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influencingfactorsonthescreeningresultsoftheDenverDevelopmentalScreeningTest(DDST)i

nearlychildhood,andprovideabasisforpromotingearlyintellectualdevelopmentinchildrenintheregion.Method:BasedontheDDSTscr

eeningresultsofinfantsaged3-12monthswhounderwentregularphysicalexaminationsbetween2022andSeptember2024,theywerediv

idedintoanormalgroup(723individuals)andapositivegroup(21individuals).Andconductrelevantanalysisonthescreeningresultsandt

heirinfluencingfactors.Theresultsoftheunivariateanalysisshowedthattherewasacorrelation(p<0.05)betweenthegestationalage,birth

weight,andparityoftheinfantandthepositiveresultsofDDSTscreening.Theresultsofmultiplelogisticregressionanalysisshowedthatbe

ingthefirstchildatbirthisariskfactorforpositiveDDSTscreeningresults(p<0.05).Conclusion:Earlyintelligentdevelopmentscreeninga

ndpromotionshouldbestrengthenedforinfantsandyoungchildrenwithprematurebirth,lowbirthweight,andfirst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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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人口政策调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生育

二胎或者三胎，优生优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对儿童

智能发育的早期筛查及其影响因素的识别也越来越被

家长们认可。目前北京市在社区儿童保健工作中，常规

使用丹佛发育筛查试验（DenverDevelopmentalScreeni

ngTest,DDST）进行儿童智能发育筛查工作。安定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科在工作中，需要增加 DDST 筛查

频次的儿童智能发育影响因素有 17 项，包括：儿童胎

龄小于 37周，出生体重小于 2500 克，宫内、产时或产

后窒息、缺氧缺血性脑病，颅内出血，高胆红素血症，

新生儿惊厥，持续性低血糖，新生儿期严重感染性疾病

（如化脓性脑膜炎、败血症等），脑室周围白质软化，

患有各种影响生活能力的出生缺陷（如唇裂、腭裂、先

天性心脏病等），患有遗传病或遗传代谢性疾病（如先

天愚型、甲状腺功能低下、苯丙酮尿症等），产前服用

致畸性制剂（如抗癫痫药等），母亲患有中度以上妊娠

期高血压综合征，妊娠糖尿病，母亲患有残疾（视、听、

智力、肢体、精神）并影响养育能力者。随着研究工作

不断深入，

影响儿童早期智能发育的相关因素也不断被识别。

本研究旨在分析辖区内儿童早期智能发育筛查的结果，

并进一步探讨影响筛查结果的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方法

1.1DDST 资料

收集整理 2022 年至 2024年 9 月（10月 1 日前）之

间所在北新桥保健科所有做过 DDST 筛查的儿童健康体

检资料，共获得 744 份。儿童 DDST 筛查是保健科儿童

保健常规项目之一，由持DDST 筛查证的儿保医师开展。

DDST包括个人-社会能区、精细动作-适应性能区、语言

能区和大运动能区，共 104 个项目的筛查，根据评定标

准进行筛查结果判定。



聚知刊出版社 2024年 1卷 4期

JZK publishing 医学研究

9

1.2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所有做过 DDST 筛查的儿童的儿保档案

资料，收集的信息包括，相应儿童的性别、户籍、出生

孕周、出生体重、胎次、该儿童的分娩方式、父母亲的

年龄、父母亲的文化程度、母孕前 BMI、母孕期血压是

否异常、母孕期血糖是否异常、母孕期甲状腺功能是否

异常、母孕期是否贫血、母孕期前是否规律增补叶酸，

信息的来源为儿童体检记录。

1.3 分析方法

使用统计软件 SPSS22.0 进行分析。结合早产儿划

分标准在分析时，将儿童划分为极早产、早产和足月产。

按照儿童的出生体重分为小于 1999 克组、2000-2499

克组、2500-3999克组和大于 4000克组。父母年龄分为

18-34岁组、35-39 组和 40岁以上组。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者 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使用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

分析影响 DDST 筛查结果的相关因素，P＜0.05 为差异有

显著性。

2 结果

2.1 儿童 DDST筛查结果分析

744 份中 DDST 筛查结果正常 723 人次，可疑 16 人

次，异常 5人次，筛查正常的为阴性结果，可疑和异常

合并为阳性结果，阳性率为 2.82%。

2.2 影响儿童 DDST筛查结果的单因素分析

首先纳入儿童性别、户籍、出生孕周、出生体重、

胎次、该儿童的分娩方式、父母亲的年龄、父母亲的文

化程度、母孕前 BMI、母孕期血压是否异常、母孕期血

糖是否异常、母孕期甲状腺功能是否异常、母孕期是否

贫血、母孕期前是否规律增补叶酸，使用卡方检验，对

以上影响因素进行影响儿童 DDST 筛查阳性的单因素分

析。经过单因素分析，发现出生孕周、出生体重、胎次

可能为 DDST 筛查阳性结果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见表1。

表 1影响儿童 DDST 筛查结果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DDST筛查例数（例） DDST筛查结果阳性（21例） t/χ2 P

出生孕周

31-33周 208 15 20.276 0.001
34-36周 536 6

出生体重

＜2000克 104 12 33.099 0.001

2000-2499克 595 8

≥2500克 45 1

胎次

第一胎 390 18 9.605 0.002

非第一胎 354 3

2.3 影响儿童 DDST筛查结果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所得结果（出生孕周，出生体重，胎

次）作为因变量，并对上述因素进行赋值，其中出生孕

周 31-33周为 1，出生孕周 34-36 周为 0；出生体重＜2

000 克为 1，出生体重≥2000克为 0；第一胎为 1，非第

一胎为 0。赋值完成后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发

现：儿童是第一胎为 DDST 筛查阳性结果的危险因素（P

<0.05）。P＜0.05，如下表 2所示：

表 2影响儿童 DDST 筛查结果的多因素分析（ sx  ）

因素 B SE 卡方 P OR 95%CI

出生孕周 31-33周 -0.056 1.541 0.001 0.971 0.946 （0.046-19.369）

出生体重＜2000克 -2.161 1.806 1.431 0.232 0.115 （0.003-3.971）

第一胎 1.350 0.630 4.592 0.032 3.858 （1.122-1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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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优生优育提

高人口素质是保证国家未来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基础。

关注儿童身心健康，是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

工作的核心内容。目前北京市在社区儿童保健工作中，

常规使用丹佛发育筛查试验（DDST）进行儿童智能发育

筛查工作。在 DDST 筛查过程中，筛查人员通过测试、

观察或询问儿童照护人，该儿童在个人-社会、精细动

作-适应性、语言、大运动这四个能区做出的反应和表

现，来筛查该儿童是否存在智能发育方面的偏离。国内

不少研究
[1]
表明，早期发现智能发育的偏离，那么就可

以早期开展相应的干预，预后往往也相对较为理想。

本研究分析了在 2022 年至 2024年 9 月之间，在安

定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新桥保健科进行常规儿童保

健的儿童所做过 DDST 筛查资料。结果显示，744 份筛查

结果中，阳性 21例，阳性率为 2.82%。相比于既往北京

地区儿童 DDST 筛查的阳性率略低
[2]
。

社区学龄前儿童的智能发育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早产、低出生体重和该儿童为第一胎是儿童 DDST 筛查

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在社区做 DDST 筛查时，是不纠

正月龄的，之前国内相关的研究
[3]
也证实了，早产、低

出生体重均为儿童早期智能发育异常的高危因素。早产

对儿童在神经心理行为发育方面有这明显的长期的消

极影响，这在国内一项长达 16 年的对早产儿智能随访

研究中也有证明
[4]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提示了低出生体

重儿童胚胎期神经系统存在发育迟缓的可能，这很可能

是婴儿出生体重与智能发育状况存在相关性的原因。

本次研究发现，该儿童为第一胎是儿童 DDST 筛查

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孕周以及出生体质量与儿童

DDST筛查阳性无明显相关性，这一结果与国内类似研究

存在一定的分歧。如在浦虹
[5]
等人的研究中显示：其指

出出生体质量因素与儿童智能发育状态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并提到，出现此类情况的因素主要是由于：对于

低体质量儿来说，其存在胚胎期神经系统发育迟缓的情

况，加上部分低体质量儿母亲可能存在赢状态异常或是

合并其他类型疾病的情况，此类情况的出现均能够使得

儿童在胎儿阶段时的营养吸收能力受到影响，使其在儿

童阶段出现生长发育缓慢的情况。且新生儿窒息，缺氧，

酸中毒等情况，同样可使其体质量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进而对其智能发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出现发育

障碍的情况。在孕周方面，此次研究结果同样与以往研

究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李克凤
[6]
等人的研究指出：孕周，

胎龄属于影响 DDST 结果的相关因素。其认为：孕周属

于系动作应物能以及运动能的保护因子，当孕周越长，

系动作应物能以及运动能的发育水平则越好。针对此类

情况，在下阶段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关注具有相应高

危因素儿童的智能发育筛查工作，通过不断提升样本数

量，丰富观察指标，进一步深入探索社区儿童早期 DDST

筛查结果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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