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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全民健身这五年

当健身成为全民话题时，有些问题仍然亟待解决。

什么样的身体是健康的，

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是科学的，

什么样的锻炼方式是有保障的，

什么样的健身模式是科学可持续的？

当当肥肥胖胖
成成为为一一种种病病态态

当当器器材材
成成为为一一堆堆摆摆设设

在福海花园小区一处健身场
地内，有三种健身器材：腰背按摩
器、跷跷板和太空漫步机。此时，健
身器材外表生锈、损坏严重，腰背
按摩器上的介绍牌一角螺丝脱落，
铁皮外翻，其中一根支架也锈迹斑
斑。

在文锦苑小区，健身广场内健
身器材样数较多，相对较为完整，
但也存在损坏情况。不少健身器材
上的塑料久经风吹日晒脱落，露出
了螺丝，有的甚至螺丝也没了。有
些小区的健身器材直接变成晾衣
架。

在上述小区采访过程中，记者
几乎得到了相同的回复，以前健身
广场都有很多老人和孩子使用这
些器材，因为使用频率很高，再加
上风吹日晒，健身器材损坏时有发
生。很少有人注意过这些器材的安
全使用年限，甚至不知道这些“钢
铁之躯”也有“保质期”，更不知道
隐藏在其后的诸多安全隐患。

在被问及是谁来安装并维护
管理这些健身器材时，很多小区居
民表示并不清楚，也没有注意到有
谁会对器材进行过日常的维护管
理。

走访时，记者发现，时常有孩
子在这些健身器材上攀上爬下。健
身器材基本都是成人型号，对儿童
而言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记者看
到，每种健身器材上都标有详细的
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比如漫步
机，除了在上面写有“该器材不推
荐儿童使用”外，在注意事项上还
会标明：“使用中双手应紧握手把，
以防意外摔下。漫步摆幅不宜过
大，以避免伤害他人。”

但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很少
有人真正关注过器材身上的“说明
书”。忽略使用说明，将腰扭伤，撞
倒他人，小孩手指被器材“咬住”的
情况也时常发生，出现纠纷时，没
有明确的责任方，产生纠纷和问题
时麻烦不少。

本报记者 刘蒙蒙
实习生 王敏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13年20岁
～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
况抽测结果。调查显示，体重超重、
肥 胖 人 数 比 例 分 别 为 3 4 . 4 % 和
12 . 7%；与2010年的数据比较，人群
体重平均增长1 . 12公斤，各年龄段
人群腰围、臀围都有所增加。

在潍坊，肥胖问题同样困扰着
城市居民。

自从放暑假，每天晚上7点，家住
福海花园小区的陈先生都会带着儿
子跑步，如今已经坚持了近一个月。

每天跑步并非是陈先生所愿，而
是为了儿子。儿子小鹏今年上小学四
年级，身高不足一米四，体重却达到
了140斤，远远超出其他同学。

小鹏并不是个例。在潍坊市妇
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因肥胖问题
就诊的小患者不在少数，“胖墩”的
健康问题也让该科马保海副主任感
到担忧。前几天，他在接诊时，被一
个11岁的孩子吓了一跳，小小年纪，
170斤，更可怕的是，高血脂、高血压
问题也随之而来。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13年20岁
～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
况抽测调查显示，城乡居民身体机
能、素质水平与之前调查结果有下
降趋势。

51岁的曹先生是一家私营企业
的老板，最近他不得不重新调整日
常的生活习惯。这些改变主要是因
为近期的一份体检报告：高血压、脂
肪肝、糖尿病……曹先生身高一米
七六，体重却达到202斤，他的多数
疾病都是肥胖引起的。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谭主任认为，高热量饮食、很少锻炼
身体，肥胖自然找上门。目前，因为
肥胖导致的疾病已成为中年人面临
的主要健康问题，其中腰围的增长
对身体危害最大。她介绍说，如果腰
腹部堆积了过多脂肪，一定程度上
也代表着内脏肥胖，而其与人体动
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以
及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都具
有较高的相关性。

本报记者 马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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