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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千盼望万准备，就是为了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有了宝宝
后，对每个年轻的爸爸妈妈来说，既有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也遭遇
到前所未有的育儿障碍。如何培育宝宝健康成长? 被聚焦的不单
单是年轻的父母的视线，更有祖父母，外祖父母更加慈爱的目光。
尤其是在我国，计划生育实行到今天，一个家庭只生 1 ～ 2 个，孩子
更是成了所有人掌心里的宝贝。

2009 年起，0 ～ 36 个月婴幼儿基本保健服务已被列为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0 ～ 36 个月婴幼儿基本保健服务是妇幼保
健服务的重要内容，对降低婴幼儿发病率、死亡率，促进婴幼儿生
长发育和健康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为广大婴幼儿点一盏
健康之灯，将为一生奠定基础。发育良好的身体、愉快的情绪、强
健的体质、协调的动作、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能力是婴幼儿
身心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其他领域学习与发展的基础。本书科
学、系统地介绍了婴幼儿生理特点、生理指标、生长发育特点、预防
免疫接种的常识，同时对婴幼儿的各系统疾病的防治、营养及心理
健康的调控等方面也作了专门的介绍。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通俗
易懂;是一部内容全面、具体、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婴幼儿早期教育
教材，也可作为家长育儿的参考书。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
者给予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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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婴幼儿生长发育

第一节 婴幼儿生长发育规律及其重要意义

一、婴幼儿生长发育的规律

1．连续性与阶段性
生长发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各年龄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速

度又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婴儿期体重和身长的增长很快，以生后
前半年最快，后半年次之，以后速度逐渐减慢，周岁后稳步成长，至
青春期又突然加速。

2．各系统器官发育的不平衡性
各系统的发育快慢不同，各有先后。如神经系统发育较早; 生

殖系统发育较晚; 淋巴系统的发育则先快而后回缩。
3．生长发育的顺序性
婴幼儿各器官功能的生长发育都遵循着预期的特定顺序:
( 1) 自上而下: 婴幼儿 3 个月时抬头较稳，4 个月时会翻身，

5 ～ 7 个月时会独坐，8 个月时会爬，9 ～ 10 个月时会站，1 岁时会
走，2 岁左右会跑跳。

( 2) 由近到远:如先抬肩、伸臂，再双手握物，然后手指取物。
( 3) 由不协调到协调:如 3 ～ 4 个月时见到玩具只能手足乱动

拿不到，5 个月后就能一把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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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先有正向动作后有相反动作，先学会向前走，再会向后
退。先会抓握东西，后会放下等。

4．个体差异
婴幼儿生长发育虽然有预期性，但在一定范围内受机体内、外

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如体格增长的变异情况就很
显著。评价生长发育是否正常时，必须考虑影响个体的不同因素，
并需作连续动态的观察。

二、影响生长发育的因素

遗传和环境是影响婴幼儿生长发育的两个最基本因素。遗传
决定了生长发育的潜力，也就是机体发育的可能性，在众多外界因
素特别是环境因素的作用和调节中，确定了个体的生长发育速度
和最终能达到的程度。

1．遗传
婴幼儿生长发育的特征、潜力、趋向以及心理特征等都受到父

母双方遗传因素的影响。种族和家族的遗传信息影响深远，如皮
肤、头发的颜色、脸型特征、身材高矮、性成熟的迟早、对疾病的易
感性等都与遗传有关。遗传性疾病对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影响更
显著。

2．性别
男、女孩生长发育各有其规律与特点，如女孩的青春期开始大

约比男孩提前 2 年，但其最终进入成人期后的平均身高、体重却较
男孩小，原因是男孩青春期延续时间较长，故最终体格发育明显超
越女孩。女孩的言语、运动发育也早于男孩。评价婴幼儿生长发
育时应分别按男、女标准进行。

3．营养
充足和调配合理的营养是小儿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宫内营

养不良的胎儿不仅体格生长落后，还严重影响脑的发育。长期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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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不足，会导致体格发育停滞，体重下降、身高不增，机体器官功能
低下;智力活动和心理发展均受影响。

4．疾病
疾病可阻碍婴幼儿正常的体格生长。急性感染常使体重减

轻; 长期慢性疾病可影响身高与体重的增加;内分泌疾病常引起骨
骼生长和神经系统发育迟缓; 先天性疾病则可影响小儿的体格和
心理的发育。如果这种干扰发生在婴幼儿生长的关键时期，所造
成的影响常无法弥补。

5．怀孕母亲情况
胎儿在宫内的发育受孕母生活环境、营养、情绪、疾病、接受放

射线照射及药物等各方面的影响。哺乳期母亲有愉快的情绪和充
足的母乳，可促进婴儿的身心发育。

6．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是影响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婴

幼儿健康成长应当提供安全、良好的居住环境，如阳光充足、空
气清新和水源清洁，无噪音，住房宽敞整洁等。安排有规律的生
活制度和适合年龄特点的体格锻炼以及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设
施等，对促进婴幼儿生长发育有一定的保障。生活环境还包括
一个家庭的社会、文化状况以及上学后学校和社会的生活环境，
这些对婴幼儿身心各方面的生长发育常有深远影响。如是否有
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父母对孩子的教养和护理方式是否更讲
究科学性，更富有亲情; 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交朋结友状
况等。

三、婴幼儿生长发育的特征

1．大小的变化
生理方面:身高、体重、器官的增长。
心理方面:语言词汇、记忆力、认知、推理和社会交往的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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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
2．比例的变化
婴幼儿的身心发展有其独立的特征，并不是一个缩小的成人，

所以在比例也有明显的变化。例如:胎儿头占身长的 1 /2，婴儿头
占身长 1 /4，成人头占身长 1 /8。在个体发展过程中，会因为成熟
出现旧特征消失的现象:如幼儿期乳牙的脱落等。

3．发展的任务
在学习过程中，婴幼儿会逐渐拥有一些新的能力，要完成如下

“发展”任务: 学习走路、学习食用固体食物、学习说话、学习控制
排泄机能、学习认识自身器官和有关性别的行为、学习与人交往和
控制情绪、学习判断是非、完成生理机能的稳定、形成社会与个体
的简单概念。

四、婴幼儿生长发育的主要特点

1．年龄越小，生长速度越快
婴幼儿期的发育速度是最快的。但生长速度不是直线上升，

而是有阶段性的。如，新生儿时以天为单位计算; 1 ～ 3 个月时以
周为单位计算; 4 ～ 6 个月时以 3 个月为单位计算: 6 ～ 12 个月时以
半年为单位计算; 1 ～ 3 岁时以年为单位计算。

2．婴幼儿生长不能越级发展
婴幼儿生长发育有一定的顺序和方向，不能越级发展。如:婴

儿阶段身体和运动机能的发展遵循从头到足的规律。
3．婴幼儿时期要完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婴幼儿时期要完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从一个毫无生

活自理能力的自然人，初步转变为能适应社会生活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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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常用指标

生长发育是婴幼儿所特有的生理现象。但生长发育不是简单
的身体由小增大的过程，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牵涉到个体
细胞的增加、分化，器官结构及功能的完善。婴幼儿生长发育总的
特点为:出生后前两年身高、体重增长较快，2 岁至青春期以前有
较为稳定的增加，青春期快速增长，以后渐渐停止。体格发育有头
尾规律，即:婴幼儿期头部发育领先，随着年龄的增长，头增长不多
而四肢、躯干增长速度加快。婴儿期头部高度占全身的 1 /4，成人
头高占身高的 1 /8。

常用的婴幼儿生长发育指标有:体重、身高、头围、胸围等。

一、体重

体重是反映小儿生长发育的最重要也是最灵敏的指标。因为
体重反映孩子的营养状况，尤其是近期的营养状况。体重可以受
多种因素如:营养、辅食添加、疾病等的影响。体重在出生头 3 个
月增长最快，一般为月增长 600 ～ 1000 g，最好不低于 600 g。3 ～ 6
个月次之，一般月增长 600 ～ 800 g。6 ～ 12 个月平均每个月增长
300 g。1 岁后小儿生长速度明显减慢，1 ～ 3 岁小儿平均每个月体
重增长 150 g。1 岁后小儿的体重可用下列公式计算:体重( kg) =
年龄( 岁) × 2 + 7( 或 8) 。
表 1 － 1 中国 0 ～ 7 岁男童体重参照值( kg)

年龄组 下等 中下等 中等 中上等 上等

初生 2． 54 2． 92 3． 30 3． 68 4． 06

1 月 ～ 3． 84 4． 47 5． 10 5． 73 6． 36

2 月 ～ 4． 72 5． 44 6． 16 6． 88 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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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龄组 下等 中下等 中等 中上等 上等

3 月 ～ 5． 40 6． 19 6． 98 7． 77 8． 56

4 月 ～ 5． 94 6． 75 7． 56 8． 37 9． 18

5 月 ～ 6． 26 7． 14 8． 02 8． 90 9． 78

6 月 ～ 6． 74 7． 68 8． 62 9． 56 10． 50

8 月 ～ 7． 19 8． 19 9． 19 10． 19 11． 19

10 月 ～ 7． 57 8． 61 9． 65 10． 69 11． 73

12 月 ～ 8． 08 9． 12 10． 16 11． 20 12． 24

15 月 ～ 8． 48 9． 59 10． 70 11． 81 12． 92

18 月 ～ 8． 87 10． 06 11． 25 12． 44 13． 63

21 月 ～ 9． 31 10． 57 11． 83 13． 09 14． 35

2． 0 岁 ～ 10． 01 11． 29 12． 57 13． 85 15． 13

2． 5 岁 ～ 10． 90 12． 23 13． 56 14． 89 16． 22

3． 0 岁 ～ 11． 40 12． 91 14． 42 15． 93 17． 44

3． 5 岁 ～ 12． 27 13． 82 15． 37 16． 92 18． 47

4． 0 岁 ～ 12． 69 14． 46 16． 23 18． 00 19． 77

4． 5 岁 ～ 13． 36 15． 30 17． 24 19． 18 21． 12

5． 0 岁 ～ 14． 08 16． 21 18． 34 20． 47 22． 60

5． 5 岁 ～ 14． 88 17． 13 19． 38 21． 63 23． 88

6． 0 岁 ～ 15． 77 18． 37 20． 97 23． 57 26． 17

7． 0 岁 ～ 15． 25 19． 30 23． 35 27． 40 31． 45

表 1 － 2 中国 0 ～ 7 岁女童体重参照值( kg)

年龄组 下等 中下等 中等 中上等 上等

初生 2． 48 2． 84 3． 20 3． 56 3． 92

1 月 ～ 3． 67 4． 24 4． 81 5． 38 5． 95

·8·

婴幼儿健康与预防保健




( 续表)

年龄组 下等 中下等 中等 中上等 上等

2 月 ～ 4． 44 5． 09 5． 74 6． 39 7． 04

3 月 ～ 5． 02 5． 72 6． 42 7． 12 7． 82

4 月 ～ 5． 51 6． 26 7． 01 7． 76 8． 51

5 月 ～ 5． 99 6． 76 7． 53 8． 30 9． 07

6 月 ～ 6． 20 7． 10 8． 00 8． 90 9． 80

8 月 ～ 6． 71 7． 68 8． 65 9． 62 10． 59

10 月 ～ 7． 11 8． 10 9． 09 10． 08 11． 07

12 月 ～ 7． 42 8． 47 9． 52 10． 57 11． 62

15 月 ～ 7． 99 9． 04 10． 09 11． 14 12． 19

18 月 ～ 8． 43 9． 54 10． 65 11． 76 12． 87

21 月 ～ 9． 01 10． 13 11． 25 12． 37 13． 49

2． 0 岁 ～ 9． 58 10． 81 12． 04 13． 27 14． 50

2． 5 岁 ～ 10． 31 11． 64 12． 97 14． 30 15． 63

3． 0 岁 ～ 11． 15 12． 58 14． 01 15． 44 16． 87

3． 5 岁 ～ 11． 90 13． 42 14． 94 16． 46 17． 98

4． 0 岁 ～ 12． 45 14． 13 15． 81 17． 49 19． 17

4． 5 岁 ～ 13． 04 14． 92 16． 80 18． 68 20． 56

5． 0 岁 ～ 13． 90 15． 87 17． 84 19． 81 21． 78

5． 5 岁 ～ 14． 36 16． 58 18． 80 21． 02 23． 24

6． 0 岁 ～ 15． 26 17． 81 20． 36 22． 91 25． 46

7． 0 岁 ～ 15． 08 18． 70 22． 32 25． 94 29． 56

二、身长

身长也是小儿生长发育的重要指标，但它反映的是长期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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