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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地区地处西北半干旱丘陵山区$自然条件

严酷% 据报道$会宁地区儿童营养状况令人担忧$消

瘦及低体重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 aQ 岁

儿童正是由泥糊状食物向家庭膳食过渡的重要时

期$此时的不合理的食物摄入会阻碍儿童的生长发

育% 为了解当地 " aQ 岁儿童食物摄入现状及其存

在的问题$以便采取针对措施改善该人群的营养状

况$进行了本次调查%

$H对象与方法

$6$H研究对象

根据经济和地理条件的分布状况$采用分层整群

抽样法抽取甘肃会宁地区 =个乡镇的 " aQ 岁儿童作

为研究对象% 完成本次调查的调查对象共计 J"=名%

$6!H方法

!6"6!%调查方法%%采用食物频率问卷法(een)

!J"

收集调查对象过去 ; 个月的食物摄入状况% 由经过

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现场一对一地询问抚养人$收集

调查对象各种食物摄入情况% 现场填写并回收问

卷$同时核对*纠错补漏%

参考 "##"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自行设

计膳食频率调查表!Q"

$经过专家讨论$预调查*信

度*效度检验后最终确定% 问卷内容包括背景资料

和食物摄入频率两部分组成% 按照中国营养学会制

定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将食物分为

V 大类$分别为&谷薯类及杂豆#蔬菜水果类#畜禽肉

类*鱼虾及蛋类#奶类及其制品*大豆类及坚果#油脂

及调味品类!V"

% 除油脂及调味品类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调查外$其余食物以个人为单位进行调查%

!6"6"%食物摄入频率评分%%食物摄入频率分为

V 个等级&每日 (

!

! 次c天)*经常 (

!

! 次c周)*有

时 (

!

! 次c月)*偶尔 ( O! 次c月)*从不 (不

吃)

!;"

% 依据当地膳食习惯和现代营养知识$ 将鱼

虾类以每周吃 ! 次及以上评 Q 分$每月至少吃 ! 次

及以上为 " 分$不吃为 # 分$其他各种食物按 V 个等

级依次评为 Q*J*"*!*# 分% 油脂及调味品类因估计

粗略$未参与评分% 食物种类共有 !$ 种$总分共计

<# 分$达到总分 ;#U为及格%

!6"6J%数据整理与分析%%双人双录入原始数据$

经初步整理后(剔出无效数据*核对基本信息等)$

核对无误后采用 ĝ9-5建立数据库$E0EE !J6#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O#6#V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H结果

!6$H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共 J"= 人$其中男童 !<" 人(VV6<U)$

女童 !QV 人(QQ6"U)#城镇儿童 !#J 人(J!6VU)$

农村儿童 ""Q 人(;<6VU)#" 岁组("Q aJV 个月)V<

人(";6JU)$J 岁组(J; aQ= 个月)!<J 人(V;6#U)$

Q 岁组(Q< aV$ 个月)<; 人(!=6=U)%

!6!H不同种类食物摄入频率及评分

调查对象每日摄入比例较高的食物种类分别是

面及其制品*水果*奶类及其制品*薯类$而牛羊肉*

禽肉类*鱼虾类的摄入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 Q=6!U和

JQ6$U的调查对象每周至少摄入 ! 次杂粮及杂豆$

Q<6#U的调查对象每日至少要摄入 !次腌制蔬菜%

各种食物膳食摄入频率评分显示$面及其制品

评分最高$米及其制品*新鲜蔬菜和水果的评分其次$

鱼虾类评分最低#不同性别之间各种食物频率评分差

异无显著性("R#6#V)#城乡儿童在米及其制品*鱼

虾类*奶类及其制品*腌制蔬菜*饮料及糕点摄入频率

评分差异有显著性$除腌制蔬菜评分农村组高于城镇

外$其余食物频率评分城镇组均高于农村组(米及其

制品@I$6!V<$"O#6#!#鱼虾类@I"$6"#Q$"O#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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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及其制品@I;6!$"$"O#6#V#腌制蔬菜@IV6;J!$

"O#6#V#饮料@IV6"Q;$"O#6#V#糕点@I;6#=Q$"O

#6#V)#不同年龄之间$在薯类*牛羊肉*奶类及其制品

及饮料的摄入上差异有显著性$其中薯类评分 Q 岁组

最高$J岁组最低$其余食物评分 J 岁组最高$" 岁组

最低(薯类@IQ6"=V$"O#6#V#牛羊肉@IQ6JQ"$"O

#6#V#奶类及其制品 @IJ6"=<$"O#6#V#饮料类 @I

Q6QVJ$"O#6#V)%

!6&H调查对象食物摄入频率评分

膳食频率评分女童和男童分别为 QV6= b$6Q$

QQ6; b!#6!$差异无显著性(@I!6!!J$"R#6#V)#城

镇组和农村组分别为 Q;6Q b!#6J$QQ6V b$6Q$差异无

显著性(@I"6V$=$"R#6#V)#随着年龄增加$调查对

象膳食频率评分有升高的趋势(" 岁组 QJ6; b<6V$J

岁组 QV6J b!#6J$Q 岁组 QV6= b$6J)$但方差分析显

示差异无显著性(MI#6<VV$"R#6#V)%

调查对象膳食频率评分平均及格率仅为

""6JU$男童及格率("J6!U)略高于女童("!6QU)$

差异无显著性(

!

"

I#6!JQ$"R#6#V)#城镇儿童及

格率("$6!U)显著高于农村(!$6"U) (

!

"

IQ6#!"$

"O#6#V)$30值为 !6=J#($VU #)&!6##< a"6$;=)$

提示城镇儿童膳食摄入显著优于农村#" 岁组*J 岁

组*Q 岁组及格率分别为 !J6<U$!$6;U和 "Q6QU$

差异有显著性(

!

"

IV#6;V#$"O#6#!)%

!6SH调查对象食物摄入多样性评价

J;6=U调查对象每日摄入五大类食物$其中男

童(J<6VU)稍高于女童(JQ6VU)$差异无显著性

(

!

"

I#6VV#$"R#6#V)#城镇儿童 (Q"6=U)高于农

村儿童 (JJ6$U)$差异无显著性 (

!

"

I"6JQ=$

"R#6#V)#J岁组(Q!6VU)高于Q岁组(J;6#U) 和"

岁组(""6QU)$差异有显著性(

!

"

I;6$Q$$"O#6#V)%

&H讨论

" aQ 岁儿童各器官持续发育并逐渐成熟$此时

需要足够营养供给生长发育% 国内外膳食指南均建

议通过食物多样化提高膳食质量!V$="

% 因此$多种

食物的摄入对于儿童的生长发育甚为关键%

结果显示调查对象食物摄入方面存在较多不合

理% 食物摄入频率方面$谷薯类食物摄入基本符合

膳食指南的要求$动物性食物摄入有待提高$尤其是

鱼虾类$而经常摄入大豆类食物的比例较低%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接近一半的调查对象每日摄入腌制蔬

菜$这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关键期的儿童是不利的%

膳食频率评分普遍较低$及格人数比例仅 "#U左

右% 分层分析显示性别未见显著差异$而城乡差异

显著$提示经济条件仍是影响儿童膳食质量的主要

因素% 不同年龄组之间膳食评分表现出的差异$可

能与当地喂养习惯有关$提示膳食习惯亦影响膳食

质量% 膳食多样性分析发现$调查对象膳食多样性

不理想%

产生此种现象的因素可能有&当地以雨养农业

为主$自然条件的约束使得当地形成了以谷薯类为

主的种植模式%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当地

市场食物供应种类较少的缘故$当地居民形成了以

谷薯类占较大比例$其他食物摄入较少的膳食结构%

同时发现绝大多数调查对象的膳食没有单独制作而

是食用家庭膳食$受当地传统的饮食习惯影响较大%

经常食用鱼虾类有助于儿童智力发育!<$$"

$应适度

提高食用频率% 虽然当地大豆产量较多$但由于加

工手段的限制$影响了摄入$对于贫困农村儿童$大

豆及其制品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良好选择%

进一步改善该人群营养状况的途径有&增加大

豆类食物的摄入$限制腌制蔬菜摄入$改善动物性食

物以猪肉为主的现象% 同时加大营养知识的宣传力

度$改进食物加工方式$使抚养人能充分利用当地多

种食物资源$合理制作儿童膳食$通过多种渠道改善

该人群的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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