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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7%、专科或本科占31.90%、高中或中专占18.57%、

研究生及以上占2.86%。职业占比前三位分别是农民占

3 3 . 3 3 % 、 自 由 职 业 者 占 1 7 . 1 4 % 、 事 业 单 位 / 公 务 员 占

16.19%。见表1。

（二）社区居民慢性疾病情况

此 次 2 1 0 名 社 区 居 民 调 查 样 本 中 ， 8 3 名 居 民 （ 占

比 3 9 . 5 2 % ） 患 有 慢 性 疾 病 ， 其 中 ， 7 2 名 居 民 （ 占 比

34.28%）需要长期服药，11名居民（占比5.23%）未进行

服药治疗。慢性疾病的类型分布详见图1。

（三）社区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状况 

调查发现，近半数的居民（占比45.25%）主要依赖

就医治疗保持健康，仅有31名居民（占比14.76%）选择

体育锻炼维护健康，84人（占比40%）结合体育锻炼与医

疗手段来维护健康。超过半数的居民（占比61.43%）在

疫情之后意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且近90%的居民在疫

情后养成体育锻炼习惯。从运动频率上来看，平均每周

锻炼1-2次的占多数，26.67%的居民表示每周进行体育锻

炼的次数平均为3-4次，平均每周体育锻炼5-6次的居民

占17.62%，每周不锻炼的居民占10.48%。从每次运动时

图1：被调查居民患慢性疾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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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被调查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续）

长上看，大多数居民选择时长为1小时以内的锻炼，少部

分居民选择60-89分钟或以上的体育锻炼。见表2。

（四）社区居民体育锻炼影响因素及健身知识获取

途径

社区居民参与日常体育锻炼主要基于个人意愿，而

促成这一行为的因素众多。据表3所示，社区居民参与体

育活动的驱动力包括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在主观因素

方面，最显著的障碍为时间不足和经济条件限制，分别

有50.48%和21.90%的受访者表示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

他们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较低的云南省，大多数人难以分配额外的时间和资金用

于体育锻炼。在客观因素方面，缺乏运动场所、技术基础

薄弱、活动场地不足及缺少组织指导等是主要障碍。在获

取健身知识来源上，居民主要通过电影电视等媒介（占比

44.76%）和医生建议（占比43.81%）获取健身信息。

（五）社区居民体育与健康服务需求度现状

根据调查，社区居民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运动场地

设施需求度较高，其中，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比较需

表3：健身影响因素及知识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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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社区居民体育与健康服务需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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