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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价国内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患病率和纤维素治疗的疗效。方法：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科技期刊全文

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全面收集国内儿童功能性便秘患病率和纤维治疗功能性便秘的研究，

采用 Meta-analyst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共纳入 8 项患病率研究（84080 例患者），Meta 分析结

果显示，功能性便秘总患病率为 6.0%，95% CI（0.025~0.134）。同时纳入 9 项纤维治疗功能性便秘的

研究（750 例患者），结果显示，小麦纤维添加治疗能有效治疗功能性便秘 [RR=1.49，95%CI（1.13，

1.96）, I2=97%]。结论：国内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患病率较高，小麦纤维素是治疗功能性便秘的有效药物，

但由于受到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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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valence and the efficacy of cellulose therapy for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FC) of children in China. Methods: We surfed on PubMed, EMBASE, CBM, CNKI, VIP 
and Wanfang databases, comprehensively collected the studies on the prevalence of FC and the efficacy of 
cellulose therapy for FC of children, and carried out Meta-analysis using Meta-analyst software. Results: Me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otal prevalence of FC in mainland China was 6.0%, accounting for 95% CI (0.025-
0.134) among the 8 included studies (84080 patients). Meta-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efficacy rate between wheat cellulose groups and open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RR=1.49, 95%CI (1.13, 1.96) I2=97%] among 9 included studies (750 patients) of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of fiber therapy for FC.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FC of children in China is relatively high. The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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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ulose is an effective drug for the treatment of FC. The results need to be confirmed by additional studie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study. 
Keywords: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prevalence; cellulose; children; Meta-analysis

便秘是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常见疾病之一，

因其发病受饮食、地域、种族、年龄以及性别等

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功能性便秘占儿童便秘的

90%~95%[1-3]。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 

FC）是指由非器质性原因引起的粪便干结、排便

困难、排便次数减少等一组临床症候群，其严重

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尤其对于婴幼儿，便秘影响

其生长发育，降低其生活质量[4]。

目前，国内缺乏关于对儿童功能性便秘高质

量、较大规模的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但有

关于对功能性便秘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报导，

且研究结果相差较大。本研究采用循证医学的方

法，全面收集国内外发表的有关中国大陆儿童功

能性便秘流行病学和纤维治疗FC的研究，对其结

果进行汇总分析, 以全面了解我国儿童功能性便秘

患病和治疗情况，为深入研究儿童功能性便秘和

制订指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有关中国人群功能性便秘发表

的流行病学研究和纤维治疗FC的研究；②研究

对象为儿童，发病年龄≤18周岁；③研究设计合

理，统计方法正确。

排除标准：①数据有明显错误以及数据不完

整导致无法利用的文献；②重复发表的文献。

1.2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1966-2015年10月）、EMBASE 

（所有年限-2015年10月）、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CBM, 1978-2015年10月）、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CNKI，1980-2015年10月）、中国科技

期刊全文数据库（VIP, 1989-2015年10月）、万方

数据库（1990-2015年10月）。同时查看纳入文献

的参考文献清单。中文数据库检索词：功能性便

秘、患病率、发病率、流行病学、纤维、儿童、

青少年、婴儿、幼儿、小儿。

1.3   文献的选择与数据提取

两名研究者独立阅读文题和摘要，排除明显

不相关文章，对潜在纳入文献，阅读全文以确定

纳入情况，如遇分歧，与第三人讨论。两名研究

者独立使用统一的数据提取表进行数据提取，主

要内容包括：研究时间、患者基本特征、诊断标

准、样本量、年龄分布、流行病学数据等。

1.4   统计方法

研究数据分析采用meta-analyst软件完成，计

算患病率及其95%置信区间（CI），通过I2统计量

判定异质性程度，无论异质性大小，均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进行统计分析。若异质性明显，将探讨

产生异质性的可能原因。对不能合并的数据采用

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

共检出相关文献169篇，去除重复文献，阅读

题目、摘要及全文，最终纳入8项患病率研究和9

项纤维素治疗功能性便秘的研究。

2.2   纳入研究特征

共纳入8项研究，调查84080名儿童，其中男

性儿童43417例，有效调查人数83096，年龄2~18
岁。均采用问卷调查方式，4项研究采用分层整

群随机抽样，2项研究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

2项研究未描述具体抽样方法。3项研究采用罗马

Ⅲ诊断标准，1项研究采用罗马Ⅱ诊断标准，1项

研究采用罗马IV诊断标准，1项自定义标准，2项

未描述具体诊断标准。调查所在地涉及成都、西

安、广东、湖南、中国北方五城市等。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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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总体患病率

8项研究报道了功能性便秘总体患病率，在

3.1%~25.92%（中位数为4.75%），合并患病率为

6.0% （95% CI 0.025~0.134），I2=50%。见图1。

图1   儿童功能性便秘患病率的meta分析

2.4   纤维素治疗FC疗效

膳食纤维可在肠腔内吸收水分，增加容积，

引起温和的通便作用。小麦纤维素则是根据人体

正常的生理需求而制定的纤维素制剂，纤维素被

指定为第6种人体必需营养素。小麦纤维素是除

去所有蛋白与糖分，无香精、无甜味剂的膳食纤

维，对于儿童没有使用禁忌。关于小麦纤维素颗

粒治疗FC的研究，国内有9篇论文发表，共涉及

750例儿童。Meta分析结果显示，小麦纤维素添

加治疗的疗效优于常规治疗组[RR=1.49，95%CI
（1.13，1.96）, I2=97%]，见图2。

图2   小麦纤维素治疗儿童功能性便秘有效率的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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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采用meta分析的方法，系统评价了国内

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患病率现状，共纳入了8个研

究，FC患病率为6.0%，（95% CI 0.025~0.134）。

同时纳入小麦纤维素治疗FC的文献9篇，研究结

果显示，小麦纤维素能有效治疗FC，纤维素中所

含的亲水基团可以软化大便，并且增加大便的容

积，促进肠道蠕动，使排便更加通畅。由于它是

益生菌发酵的底物，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繁殖和生

长，改善肠道的菌群平衡，从而减少肠道感染。

纤维素补充剂通便作用温和、安全性高，且价格

较低，特别适合便秘初期的患者使用。其不足之

处是起效慢，通常需要数周才能发挥疗效，同时

有些患者肠腔产气增加，但一般很快消失。

    中国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患病率为3.1%~25.92%

（中位数为4.75%），低于国外报道的便秘患病

率0.7%~29.6% （中位数为12%）。但由于纳入

研究的患者人群异质性较大，研究结果仍需谨慎

对待，产生异质性的原因可能为：①不同的诊断

标准：在纳入患者时，因疾病的基础情况不同而

导致的差异；②患者的不同年龄分布；③不同的

地区分布：在对不同地区的患病率进行亚组分析

后，其异质性有所下降，提示地区是导致异质性

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国内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患病率较

高，FC治疗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需要系统化和规

范化进行，及时诊断及合理治疗有赖于对其正确

认识，小麦纤维素是治疗FC的有效药物，但由于

受到纳入研究的患者数量的限制，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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