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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俯卧活动是指在成人的鼓励和看护下,婴儿清醒时俯卧并且不受限制地活动四肢和躯体。作为生命早期

发育进程中婴儿能够移动身体前的一项重要身体活动方式,俯卧活动具有促进婴儿大运动和认知发展、预防位置性头颅

畸形和超重肥胖等重要意义。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多个国家发布的身体活动指南和共识对婴儿期俯卧活动做出

了推荐,而我国尚无相关指南。首都儿科研究所联合运动科学、儿科学和儿童保健学领域的专家成立指南工作组,共同编

写了《婴儿俯卧活动指南》。该指南是我国首个适用于1岁以下婴儿的俯卧活动指南,应用人群为婴幼儿养育照护相关从

业人员和家长。《婴儿俯卧活动指南》遵循了婴儿运动发育规律,从俯卧活动指导原则、时间和频次、活动类型以及监测与

评估等4个方面提出推荐,为婴儿科学和安全进行身体活动以满足其身体发育需求提供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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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ummytimeisdefinedasawakepronepositioningwithunrestricted movementoflimbs,whichis
encouragedandsupervisedbyadults.Asoneofthemostimportantphysicalactivitiesduringearlystagesoflife,tummy
timeplaysacriticalroleinpromotinggrossmotorandcognitivedevelopment,preventingplagiocephalyanddecreasing
overweightandobesity. Recently,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andmanycountriesworldwideissuedguidelineson
tummytimeforinfants;however,thereisnotummytimeguidelineinChina.Tofillinthisgap,theCapitalInstituteof
Pediatrics,togetherwithexpertsfromsportsscience,pediatricsandchildhealthcare,hasjointlydevelopedtheInfancy
TummyTimeGuideline. AsthefirsttummytimeguidelineforinfantsunderoneyearoldinChina,itaimstoprovide

professionalrecommendationsforbothchildcareprofessionalsandparents.Theguidelineraisesrecommendationsfromfour
aspects,includingprinciplesfortummytime,durationandfrequency,typesoftummytimeactivities,andmonitoringand
evaluation,whichgivesprofessionalguidanceonscientificandsafetummytimeactivitiesforinfantsto meettheir
developmental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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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早期1000天(胎儿期至出生后2岁)决定

人一生的健康[1]。婴儿期作为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

段,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运动、认知、语言和社会

行为等能力均从这个时期开始萌芽并发展[2-3]。儿

童身体活动是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主要形式和载

体,婴儿期身体活动不仅能促进婴儿体格发育,还能

促进认知、社会适应能力以及情绪和情感的充分

发展[4-5]。
俯卧活动是推荐给1岁以下婴儿(主要是6月

龄以下)的身体活动形式,是指在成人的鼓励和看护

下,婴儿清醒时俯卧并且不受限制地活动四肢和躯

体[6-7]。俯卧活动是生命早期发育进程中婴儿能够

移动身体之前的一项重要身体活动形式,对婴儿健

康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研究表明,婴儿每日进行俯卧活动可以锻炼其

颈部、背部肌肉,从而促进脊柱发育[8-9],同时有利于

婴儿头部控制能力发展,提高姿态稳定性[10-11],使婴

儿更早掌握大运动技能,如翻身、坐、爬、站等[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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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进行俯卧活动时,需要多种感知觉系统的共同

参与,在转动头颈与躯干时有利于视觉与前庭觉的

发育[16],进而促进婴幼儿认知的发育[9,17]。新生儿

在俯卧位时可以改善氧合,增加每分钟通气量,而且

俯卧时增加的腹压还有助于排出肠道内积气[18]。
此外,增加俯卧时间和频次可以延缓婴儿体重过快

增长[19],对生命早期预防超重肥胖发生具有重要意

义。如果婴儿长时间仰卧而没有转动头部,枕部就

会在重力和机械压力作用下逐渐变得扁平,容易导

致斜头畸形、扁头畸形[20-22],而俯卧活动可以预防位

置性扁头畸形[23-24],有利于大脑发育。
近年来,WHO和全球多个国家的身体活动指

南、共识均推荐1岁以下婴儿每天在清醒状态下应

进行至少30min的俯卧活动[25-33]。《中国人群身体

活动指南》对2岁以下婴幼儿身体活动进行了简单

推荐,并未提及婴儿俯卧活动[34]。调查显示,我国

婴儿的 俯 卧 活 动 现 状 不 容 乐 观,城 市 地 区 只 有

27.2%的 婴 儿 平 均 每 天 俯 卧 时 间 能 够 达 到

30min[35]。为促进婴儿期身体活动,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及“体医融合”政策背景下,我们组

建了涵盖运动科学、儿科学和儿童保健学领域专家

的指南工作组,共同编写我国《婴儿俯卧活动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1 编写目的与方法

1.1 编写目的 本指南旨在为婴幼儿养育照护相

关从业人员和家长提供指导,帮助了解俯卧活动对

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为1岁以内婴儿何

时及如何进行俯卧活动提供建议,从而改善婴儿的

俯卧行为。

1.2 编写方法 指南的编写过程参考临床指南研

究与评估系统Ⅱ(TheAppraisalofGuidelinesfor
Research&Evaluation(AGREE)Instrument,A-
GREEⅡ)[34],主要方法为文献资料法及共识会议

法。2023年12月,首都儿科研究所成立编写小组,
以 PhysicalActivityOR movementbehaviorOR
tummytimeORpronepositionANDguidelinesOR
consensusORrecommendationANDinfants为关

键词在PubMed和EBSCO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同
时从相关文章的参考文献中做进一步检索,排除重

复文献,筛选出所有包含婴儿的身体活动指南,进行

核心信息提取,将标题、国家、发表时间、具体推荐及

内容等进行汇总整理并提取信息,形成《指南》核心

内容。见表1。2024年2月,成立指南专家工作组,
汇集运动科学、儿科学和儿童保健学等领域的专家,
召开专家共识会议,优化指南框架及内容,进行修订

完善,形成《指南》终稿。

表1 各国/国际组织1岁以下婴儿身体活动指南

Tab.1 Summaryofglobalphysicalactivityguidelinesforinfants(birthto11monthsold)

序号 国家/国际组织 身体活动类型 俯卧时间推荐

1 美国儿科学会[36](2017) 俯卧活动 每天数次,每次一小段时间。
2 新西兰[25](2017) 定期水上游戏,每天进行俯卧活动、抓握等。 —
3 世界卫生组织[18](2020) 不同类型,互动式地板游戏最好,对于不能爬的婴儿进行俯卧活动。 ≥30min
4 澳大利亚[27](2017) 形式多样,尤其地板游戏,对于不能爬的婴儿进行俯卧活动。 ≥30min
5 加拿大[21](2017) 多多益善,尤其地板游戏,对于不能爬的婴儿进行俯卧活动。 ≥30min

6 英国[28](2019)
每天多次不同类型,包括互动式地板游戏、俯卧活动或其他活动(如伸手、抓
握、推拉等)。 ≥30min

7 亚太[20](2020) 互动式地板游戏、俯卧活动、婴儿独立伸手、抓握等。 ≥30min
8 新加坡[29](2022) 形式多样,俯卧活动应在出生后不久开始,逐渐增加到每天30min。 ≥30min

9 南非[22](2020)
多种方式进行身体活动,尤其地板游戏、爬行。对于还不能爬的婴儿,清醒时
进行俯卧活动或其他身体活动,如伸手、抓握等。 ≥30min

10 沙特阿拉伯[26](2021)
每天多次、多种形式,包括有人看管的地板游戏,不能爬的婴儿,进行俯卧活
动或其他活动,如爬行、伸手、抓握、推拉等。 ≥30min

2 指导原则与证据

2.1 感觉统合原则 俯卧活动不是单纯趴着,而应

在俯卧时结合多种游戏或活动,锻炼颈背部和肢体

肌肉的同时,促进婴儿各方面的发展,如感官、精细

动作、社交情感等。婴儿的运动是以感知觉为基础,
在以俯卧位对世界进行探索的同时,其前庭系统和

视觉可以得到充分的发育,同时俯卧时身体的负重

可以使婴儿本体觉输入,有助于运动协调与感知身

体方位[16]。

2.2 亲子交流原则 婴儿进行俯卧活动时,家长应

该一起参与,可以与婴儿进行眼神交流,也可以与婴

儿互动,例如唱歌、躲猫猫、做鬼脸等,让婴儿看到、
闻到、感知到父母的存在。家长在俯卧活动中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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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会增加与婴儿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和婴儿对

俯卧的耐受性[37]。

2.3 尽早开始原则 俯卧活动从婴儿出生后回到

家就可以开始。研究表明,尽早开始俯卧可以提高

婴儿对俯卧的耐受程度[38]。婴儿刚开始俯卧时,可
能存在哭泣、扭动身体等行为[23,36],当发现婴儿对俯

卧有强烈的排斥时,应及时暂停俯卧,更换体位,给
婴儿足够的休息时间。随着婴儿逐步适应俯卧活

动,俯卧的时间也会逐渐增加[9,39]。

2.4 循序渐进原则 刚开始时可以每天俯卧累计

5~6min,逐渐增加到每天至少30min[37]。每次俯

卧应该选在婴儿心情愉悦时,以免婴儿的消极情绪

抵触俯卧活动[38]。为了让婴儿更好地适应俯卧,可
在婴儿胸部下垫毛巾或枕头以抬高上身[9],在有支

撑的情况下婴儿的俯卧时间也会延长[38]。此外,父
母的关注和用玩具吸引注意力都可以提高婴儿的耐

受性[36,39]。
为了方便婴儿俯卧活动的逐步过渡,家长可以

根据婴儿大运动发育进程,将俯卧分解成每一个阶

段婴儿可以达到的小目标,比如逐渐从“俯卧抬头”
到 “肘支撑俯卧位”、“手掌支撑俯卧,胸部离开地

面”、“俯卧翻身”等[7]。

2.5 安全原则 俯卧需在婴儿清醒状态下进行,并
且应有成人监护。婴儿在睡眠时不应采取俯卧位,
为防止婴儿猝死综合征的发生,建议婴儿睡眠时采

用仰卧、侧卧姿势[23]。为防止婴儿呛咳或吐奶,建
议在进食1h后进行俯卧活动[16]。对于存在高危因

素或患病的婴儿,请临床评估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俯卧。
家长应将婴儿放到视线范围内,可以随时和婴

儿进行互动交流。婴儿俯卧时可能会有反射性翻

身,因此,在床上、桌上、瑜伽球上俯卧时,要防止高

处坠落;可以在地板上铺设洁净的地垫、毛巾等让婴

儿俯卧。婴儿不能俯卧抬头时,应注意口鼻处有无

可能导致窒息的物品;婴儿可以自由移动身体后,需
收起周围的危险物品;婴儿口欲期应收起所有可吞

下的玩具及零部件,预防意外伤害的发生。同时应

注意婴儿的卫生情况,俯卧时身下应铺设干净的毛

毯,婴儿触摸后要及时清洁双手。

3 俯卧活动推荐

3.1 开始俯卧的时间 建议婴儿出生后回到家就

开始尝试俯卧,尽量在出生后两周内开始第一次俯

卧。俯卧是一种抵抗重力的活动,尽早开始有助于

婴儿尽快适应。

3.2 俯卧的时间与频次 婴儿在清醒时每天应该

在成人的监护下进行累计至少30min的俯卧活动。
新生儿期应该每天进行至少2~3次俯卧活动,每次

3~5min[37],每次俯卧后应该给婴儿足够的休息时

间。俯卧时间和频次应随着婴儿月龄增长逐步增

加,3 月 龄 以 上 的 婴 儿 每 天 俯 卧 活 动 应 达 到

60min[25],以更好地促进大运动发育[9]。见表2。6
月龄后婴儿逐步掌握更丰富的大运动技能,但仍应

鼓励婴儿俯卧,不主动终止俯卧活动。
研究表明,婴儿每日俯卧次数不足3次可能是

斜头畸形的危险因素[23],婴儿6月龄时俯卧频次平

均为5.7次[40]。因此,建议婴儿在小月龄时每天至

少俯卧3次,然后逐渐增加到每天5次及以上。

表2 1岁以下婴儿俯卧活动时间和频次推荐

Tab.2 Tummytimerecommendationsonduration

andfrequencyforinfantsunderoneyearold
月龄 俯卧时间推荐(min/d) 俯卧频次推荐(次/d)

新生儿期 ≥6 2~3
1~2月龄 ≥30 ≥3
3~11月龄 ≥60 ≥5

3.3 俯卧活动形式推荐 婴儿的俯卧活动形式应

该遵循婴儿的运动发育进程。见表3。俯卧活动主

要包括两种形式: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形式和以玩

具为主的游戏形式。与日常生活结合的俯卧活动适

合小月龄婴儿,使刚开始俯卧的婴儿能更快适应,如
在婴儿换尿布后、洗澡时、按摩抚触时、抱婴儿时进

行俯卧,以及利用常见生活用品(枕头或毛巾卷等)
进行俯卧。俯卧游戏适合婴儿能够自主抬头后,使
用购买或自制的玩具让婴儿进行游戏,也可以不使

用玩具让婴儿自由探索。
为使俯卧活动更符合婴儿的发育进程,做出以

下分月龄推荐:

3.3.1 新生儿期 新生儿期是俯卧的起始阶段,由
于此阶段婴儿尚不能很好地控制颈部肌肉来实现抬

头,俯卧活动应以生活场景为主,便于婴儿尽快适

应。具体生活场景的俯卧活动推荐如下。见图1。

1)在家长身上俯卧:

A.在胸腹部俯卧:家长平躺或靠在枕头上,婴
儿趴在家长的胸部或腹部,家长双手护在婴儿身侧。
见图1A。

B.在大腿上俯卧:家长坐姿,婴儿横卧在家长

大腿上,家长一手护住婴儿身体,一手拿玩具吸引婴

儿注意力。见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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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婴儿运动发育进程[41-44]

Tab.3 Motordevelopmentalprocessesofinfants[41-44]

月龄 大运动发育进程 精细运动发育进程

新生儿 俯卧时身体呈生理性屈曲,可以抬头1~2s,可以将头从一侧转到另一
侧,有反射性匍匐动作,臀高头低;失去支撑时头会后仰。

双手紧紧握拳。

1~2月龄 俯卧抬头30°~45°,伸展脊柱从侧卧位到仰卧位,下颌与肩部可抬离
地面,头臀同高,俯卧交替踢退;手臂可离开身体;扶坐时腰呈弧形。

双手握拳逐渐松开,用手拨弄物品,玩具留握30s。

3~5月龄
俯卧抬头90°及以上,可自由转动头部,以肘或手支撑胸部及上腹部推
离地面;可从仰卧翻到俯卧,俯卧翻到仰卧;可自如屈伸双腿;双手前
支撑坐稳片刻;扶站时双下肢可负重。

主动抓玩具出现抓握动作,抓物入口,大拇指参与握物;后
可单手活动,伸手活动范围可越过身体中线。

6~11月龄 可连续翻滚;俯卧时可后退或原地旋转;独坐稳;逐渐掌握并熟练匍匐
爬、手膝爬,并爬行时单手取物;逐渐从扶站到独站,可扶物下蹲取物。

换手与捏、敲等探索性动作;可用拇他指、拇食指捏物品;可以
将物体从容器里拿出和放入;逐渐学会搭积木和使用工具。

  2)抚触时俯卧:给婴儿做抚触时可以用俯卧姿

势。见图1C。

3)换尿布后俯卧:婴儿以仰卧姿势换尿布,但是

每次换尿布后都可以俯卧一段时间。见图1D。

为增加婴儿耐受,可以在婴儿胸下垫上毛巾卷

或高度适宜的枕头,抬高上半身;或让婴儿侧卧靠在

毛巾卷上,待适应后再向俯卧过渡。

图1 新生儿期俯卧活动推荐图

Fig.1 Recommendationsfortummytimeduringtheneonatalperiod

3.3.2 1~2月龄 满月后,婴儿对头颈部控制逐

渐加强,可以多进行一些俯卧游戏加强头颈部力量;
上一阶段的生活场景俯卧活动可以继续沿用,还可

以加入一些抱姿;若婴儿头部控制较差,采用各种抱

姿时应支撑好婴儿头颈部。具体抱姿和俯卧游戏推

荐如下。见图2。

1)抱姿:

A.飞机抱:家长一只手穿过婴儿腿间,一只手

托住婴儿胸部或背部,婴儿肚子朝向地面,身体与地

面平行或头部略高于臀部。见图2A。

B.竖抱:婴儿头侧靠家长肩膀,家长扶住婴儿

臀部与躯干,与婴儿面对面将其抱住。见图2B。

C.斜抱:家长一只手穿过婴儿腿间,一只手扶

住婴儿头颈部,婴儿身体与地面成45°。见图2C。

2)游戏:铃儿响叮当

目的:锻炼婴儿对头颈部肌肉的控制,促进大运

动;接受声音刺激,促进听觉和语言。
用品:拨浪鼓或摇铃、毯子。
方法:婴儿俯卧在毯子上,家长手持拨浪鼓或摇

铃在婴儿头两侧晃动玩具发出声响,吸引婴儿转头

去探索声音来源,并鼓励婴儿伸手尝试抓握玩具;婴
儿俯卧感到疲惫后,家长可以将其放置为仰卧位做

此游戏。见图2D。
注意:采用安全的声音玩具。

3)游戏:镜子里的我

目的:锻炼颈部和背部的肌肉,促进大运动;发
展适应能力与社会行为。

用品:毛巾卷、毯子、镜子。
方法:①把一条毛巾卷成圆柱状,塞在毯子下,

婴儿侧卧靠在毛巾卷上。每次侧卧时,让婴儿的头

部两侧交替以预防斜颈、扁头斜头畸形。在婴儿面

前放一面镜子,让婴儿观察镜子里的面孔,家长一起

在镜子前,观察婴儿的表情变化。②婴儿适应侧卧

后,可以改成俯卧位,将镜子放在婴儿前方或身下,
方便婴儿观察面孔。家长可以唱歌,对着婴儿说话,
同时轻抚婴儿后背,缓解婴儿对俯卧位的不适感。
见图2E。

注意:固定好镜子,以免镜子 倒 下 造 成 意 外

伤害。

4)游戏:瑜伽球上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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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锻炼头颈部肌肉,促进大运动;锻炼前庭

功能。
用品:瑜伽球。

方法:婴儿俯卧在瑜伽球上,家长扶住婴儿身

体,轻轻摇摆。见图2F。
注意:过程中不要剧烈摇晃婴儿。

图2 1~2月龄俯卧活动推荐图

Fig.2 Recommendationsoftummytimeat1-2monthsofage

3.3.3 3~5月龄 这个时期婴儿对俯卧活动不再

排斥,继续沿用上一阶段的生活场景俯卧活动,并增

加一些游戏让婴儿进一步锻炼大运动。游戏选择兼

顾精细运动、语言、认知等发育为佳。

1)游戏:小小铃铛真好看

目的:锻炼上肢力量,促进大运动;锻炼抓握能

力,促进精细运动;促进视觉和听觉,加强适应能力。
用品:铃铛或其他物体(可自制)、悬挂绳、照

片夹。
方法:①使用铃铛或画报、图片、气球等自制的

悬挂物。将物体悬挂到适宜高度,以便婴儿俯卧时

抬头就可以看到。慢慢地移动物体,有助于婴儿伸

展肢体的同时培养注意力和视觉技能。见图3A。

②俯卧感到疲惫后婴儿可以使用仰卧姿势进行此游

戏。见图3B。
注意:避免悬挂物坠落带来意外伤害。

2)游戏:加油翻身拿玩具

目的:训练翻身及肘支撑,促进大运动;促进视

觉、听觉、触觉。
用品:拨浪鼓、摇铃等 。
方法:婴儿俯卧在地垫上,家长使用婴儿喜爱的

玩具吸引其注意力,引导婴儿翻身,如婴儿感到困难

家长可以辅助其翻身。见图3C。
注意:帮助婴儿时动作需要轻柔;不要在喂奶后

马上进行游戏。

3)游戏:小小毛毛虫

目的:锻炼运动技能和四肢协调性,促进大运

动;锻炼抓握能力,促进精细运动。
用品:拨浪鼓、摇铃或其他声光玩具等。
方法:婴儿趴在爬行垫或床上,家长引导婴儿通

过挪动身体去抓取玩具,像毛毛虫般蠕动身体。待

婴儿熟悉此游戏后,家长可将婴儿的位置调整为侧

卧位,让婴儿转换体位到俯卧后继续进行游戏。见

图3D。
注意:喂奶后不宜马上进行游戏。

4)游戏:照片墙上认家人

目的:促进脊柱发育与头颈上肢力量发展,促进

大运动;认识亲人促进社会行为。
用品:照片。
方法:打印家庭成员的照片,并把照片粘贴在

靠墙的一个小角落,高度低一些,给婴儿俯卧时提供

了丰富的观察素材。婴儿俯卧时可以很好地转动头

部,观察这些照片。活动中仔细观察婴儿,注意是否

仅在一个方向上偏转头部;可根据情况放置照片,以
全方位锻炼孩子的头部转向,帮助克服转头不对称

现象。见图3E。
注意:切勿离开,独留婴儿一人,避免意外的发生。

3.3.4 6~11月龄 6月以后婴儿逐步掌握更多的

运动形式,如坐、爬、扶站等,所以推荐俯卧和其他大

运动技能的游戏,同时上一阶段的生活场景俯卧活

动可以继续沿用。

1)游戏:水中的橡皮鸭

目的:伸展肢体,加强肢体与核心力量,促进大

运动;集中注意力与视觉追踪,促进感知觉发育、适
应能力和社会行为。

用品:橡皮鸭玩具、浅盆、水。
方法:让婴儿趴在毯子上,引导他观察水面上漂

浮的玩具,轻轻用手指碰撞玩具,让玩具移动起来,
婴儿的眼睛和头部跟随漂浮物移动视线,进行追踪。
也可以鼓励和引导婴儿用手掌拍击水面,婴儿感受

到手掌接触到水的感觉,激起的水花也是新奇的体

验。见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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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5月龄俯卧活动推荐图

Fig.3 Recommendationsoftummytimeat3-5monthsofage

  注意:切勿离开独留婴儿一人,避免意外的

发生。

2)游戏:一起看布书

目的:促进大运动、语言及适应 能 力 和 社 会

行为。
用品:布书、枕头、毯子。
方法:将布书或卡片放在婴儿抬头就可以看到

的地方,婴儿俯卧在毯子上,可以在婴儿前胸下方垫

一个稍微硬挺一点的枕头,使婴儿更轻松地抬起头

部,延长俯卧时长,家长陪伴婴儿一起看布书,过程

中多与婴儿交流。见图4B。
注意:仔细观察婴儿情绪和状态,如有不适,则

可以帮助翻身仰卧休息。

3)游戏:积木捡进碗

目的:坐位促进大运动;拇示指动作促进精细运

动;听指令、手眼协调促进适应能力和社会行为。

用品:碗、积木。
方法:婴儿坐在地垫上,家长在婴儿面前放一个

空碗,碗外面放几个积木;引导婴儿将小球或积木捡

起来并放进碗里。见图4C。
注意:做好室内防护,并防止婴儿误吞。

4)游戏:上山与下山

目的:爬促进大运动;配合、听指令促进适应能

力和社会行为。
用品:床、枕 头、被 子,或 其 他 阶 梯 式 攀 爬 玩

教具。
方法:家长用家中常见用品制作成阶梯式的攀

爬楼梯,或直接采用能攀爬的玩教具,鼓励婴儿从低

到高的爬上去,再从高到低的爬下来;家长在旁边扶

住婴儿不至于摔倒。见图4D。
注意:清除周围可能的危险物品。

图4 6~11月龄俯卧活动推荐图

Fig.4 Recommendationsoftummytimeat6-11monthsofage

4 监测与评估

4.1 俯卧行为评估 婴儿俯卧活动的评估包括时

间、频次、家长的俯卧知识、俯卧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等。主观评价俯卧行为的方式多为父母问卷[9,12]、
家长日记[7,23];客观评价俯卧活动可在婴儿踝部、腰
部、臀部佩戴加速度计[7,45-47]、运动传感器[46],或家

长使用计时器测量[23]。
当前研究大多使用家长问卷或家长日记,这种

依赖于家长回忆的主观调查工具可能存在回忆偏

倚[23],但使用起来方便、切实可行;为了获得更精准

的数据,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加速度计测量身体活

动,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可以更加客观、直观地计算和

比较运动指标,目前加速度计是客观衡量婴幼儿身

体活动的金标准[46]。
4.2 发育评估 婴儿的发育评估包括体格生长(如
身高、体重)、神经心理发育和发育里程碑。身高、体
重评估可参照我国《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神经

·818·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4年8月第32卷第8期  ChinJChildHealthCare,Aug.2024,Vol.32,No.8



心理发育评估可参照《0~6岁儿童发育行为评估量

表》[41],发育里程碑可参照本指南中表3的“婴儿运

动发育进程”。
指南编写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陈艳杰(国家儿童医

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郭建军(首都体育

学院)、陆大江(上海体育大学运动健康学院)、童梅玲(南京

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王健(浙江大学运动科学与健康工

程研究所)、杨玉凤(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霆(妇
幼健康研究会儿童早期发展专业委员会,首都儿科研究所)、
赵冬梅(山东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朱宗涵(妇幼

健康研究会儿童早期发展专业委员会,首都儿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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