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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临床研究

城市地区抚养模式与幼儿饮食
特征及气质的关联研究

鲁影　朱鹏　高荣　梁贞贞　黄文　陶芳标

（安徽医科大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

　　［摘　要］　目的　探讨城市地区三种主要抚养模式对幼儿饮食特征和气质特征的影响。方法　从２００８年合
肥市妇幼保健院出生队列资料中，随机选取４８０例２５～３０月龄儿童家庭为研究对象，应用１～３岁婴幼儿气质问
卷、幼儿食物频率问卷和家庭环境调查表行入户调查。结果　在所调查的４３０个家庭中，父母抚养模式、隔代抚养
模式和父母、隔代联合抚养模式分别占３３．０％、２１．２％和４５．８％。父母抚养模式幼儿倾向于加工类食物饮食特
征，其适应性和节律性均较差。隔代抚养模式幼儿倾向于果蔬类食物和谷物类食物饮食特征，其节律性较差。联

合抚养模式幼儿倾向于水产类食物和果蔬类食物饮食特征，其适应性和节律性较好。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倾

向于水产类食物、高蛋白食物和果蔬类食物饮食特征的幼儿有更积极的气质表现，而倾向于加工类食物饮食特征

的幼儿其消极的气质特征更明显。结论　城市地区联合抚养模式家庭中幼儿的饮食特征更健康，气质表现更积
极。饮食特征与幼儿气质间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１２，１４（１）：４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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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质是个性心理特征之一，为一种先天的素质，
具有稳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出生后环境因素

的影响［１］。积极的气质特征有利于儿童早期心理

行为发育。既往研究已经发现，家庭环境因素，如家

居面积［２］、父母教养方式［３］、亲子关系［４］、母乳喂

养［５］能够影响儿童心理行为发育。抚养人是家庭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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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儿童心理行为发育也会产

生影响。在过去十年里，祖辈抚养代替父母抚养的

家庭数量在不断增加，这种抚养方式被称为隔代抚

养［６］。最近的研究表明，隔代抚养的儿童更容易出

现健康问题，如由亲戚（包括祖父母）抚养的孩子与

至少由父母一方抚养的孩子相比更容易出现注意力

缺陷、多动障碍、抑郁等心理行为问题［７］。父母抚

养、隔代抚养以及父母、隔代联合抚养是目前中国城

市地区并存的主要三种儿童早期抚养模式，而我国

有关早期抚养模式对儿童心理行为发育影响的科学

研究证据尚缺乏。目前的多数研究认为，祖辈年龄

大，文化程度低，科学育儿知识匮乏，因而不能对儿

童进行细致周到的照顾和科学喂养［８］。然而，中国

的隔代抚养家庭中，祖父母在塑造儿童饮食习惯方

面占主导地位［９］。生命早期是儿童神经行为发育

的重要塑造期，这一时期的饮食特征可对认知功能

发育产生远期影响［１０］。因此，家庭抚养模式、幼儿

饮食特征及气质特征间可能存在关联。本研究旨在

描述城市地区不同抚养模式的家庭环境和抚养方式

特征，探讨抚养模式对幼儿饮食特征、气质特征的影

响，并对幼儿饮食特征与气质进行初步的相关性分

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收集２００８年合肥市妇幼保健院的出生队列资

料，于２０１０年６～１１月随机抽取４８０个月龄在２５～
３０个月的儿童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其中有３１个家
庭未能进行随访，失访率为６．５％，最终随访到４４９
个家庭，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对抽取的家庭进行电话预约，
在取得同意后，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入户问卷

调查。调查采用访谈形式，由主要监护人回答或填

写。若调查对象不能提供准确信息，则在随后的３ｄ
内以电话调查形式补充获得准确信息。

１．２．２　研究对象分组　　按照近１年儿童白天、晚
上主要监护人的情况将儿童分为３组：父母抚养组，
为白天、晚上均由父母带养（一方或双方）；隔代抚

养组，为白天、晚上均采取隔代抚养（即爷爷奶奶或

外公外婆为主要监护人）；联合抚养组，为白天采用

隔代抚养，而晚上由父母抚养的联合抚养方式。排

除１９个非上述抚养类型的家庭，共有４３０个家庭成
为本次研究对象。

１．２．３　家庭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　　主要包括幼
儿性别、出生体重、分娩时孕周、母亲年龄、父母职业

类型、昼夜儿童的主要监护人及其文化程度及自评

家庭经济水平等方面。

１．２．４　家庭抚养特征调查　　近１年主要生活环
境、近１年更换主要带养人的次数、出生后２个月内
喂养方式、日平均户外玩耍时间、离开父母超过１个
月的频率、父母亲每天陪伴儿童的时间等。

１．２．５　饮食特征调查　　在查阅文献、咨询相关专
家后，编制适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幼儿食物频率问

卷》，调查幼儿近 ２周内六大类食物的摄入情况。
畜禽类食物：包括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等；水

产类食物：包括鱼、虾、贝类等；加工类食物：包括油

炸食品、饮料、卤菜、腌菜等；果蔬类食物：包括蔬菜、

水果等；谷物类食物：包括米饭、稀饭、馒头、杂粮等；

高蛋白类食物：包括奶类、蛋类、豆浆等。食用频率

分为５个等级：１分，不吃；２分，偶尔吃；３分，１～
２次／周；４分，３～４次／周；５分，几乎每天吃。六大
类食物中每种食物条目得分相加即为该类食物得

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倾向于该类食物饮食。

１．２．６　儿童气质特征调查　　采用 Ｃａｒｅｙ等［１１］编

制的《１～３岁婴幼儿气质问卷》，该问卷经过汉化，
在国内使用中信度、效度较好。由主要监护人在调

查员的指导下进行填写或回答。可从九个维度对幼

儿的气质特征进行评价，包括活动水平（活动中身

体活动量）、节律性（生理活动和日常活动的规律

性）、趋避性（对新刺激的反应特点）、适应性（对新

环境、新刺激适应过程的快慢）、反应强度（情绪反

应的强弱）、情绪本质（平时主要情绪表现）、持久性

（专心活动的时间）、注意分散度（注意力是否容易

从正在进行的活动中转移）、反应阈（生理性感知和

社会性感知的敏感性）。各维度得分越高则说明：活

动水平倾向活动多；节律性倾向节律弱；趋避性倾向

于退缩；适应性倾向于适应慢；反应强度倾向于反应

强烈；情绪本质倾向于情绪消极；持久性倾向于不能

坚持；注意分散度倾向于注意分散；反应阈倾向于低

阈值。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三种

抚养模式家庭的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或方差分析。三组幼儿饮食特征的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气质特征比较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

对饮食特征得分与气质维度得分进行线性回归分

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９４·



第１４卷第１期
２０１２年１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Ｃｈｉｎ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Ｐｅｄｉａｔｒ

Ｖｏｌ．１４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２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所调查的４３０个家庭中，父母抚养模式、隔代

抚养模式和联合抚养模式分别占３３．０％、２１．２％和
４５．８％，三组幼儿月龄分别为：２６．９±１．７月、２６．９±
１．６月和２７．０±１．６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联合
抚养组父亲及母亲的职业以智力劳动为主的比例显

著高于其他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抚养组

白天监护人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显著高于

其他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联合抚养组晚上监

护人的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在

三类抚养模式家庭中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

表１。
２．２　各组抚养特征

隔代抚养组家庭幼儿在出生后２个月内喂养方
式中配方奶喂养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两组，近半年

离开父母超过１个月的经历方面亦显著高于其他两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母亲和父亲平均每天

陪伴幼儿的时间方面，均为父母抚养组 ＞联合抚养
组＞隔代抚养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２。

　　表１　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在三类抚养模式家庭中的
分布情况　［ｎ（％）］

人口统计学变量
父母抚养组

（ｎ＝１４２）
隔代抚养组

（ｎ＝９１）
联合抚养组

（ｎ＝１９７） χ２值 Ｐ值

幼儿性别

　男 ７４（５２．１） ４２（４６．２） ９８（４９．８） ０．７９ ０．６７４
　女 ６８（４７．９） ４９（５３．９） ９９（５０．３）
出生体重

　低出生体重 　５（３．５） １（１．１） 　３（１．５） ４．７６ ０．３１３
　正常 １２２（８６．５） ８５（９３．４） １７２（８７．３）
　巨大儿 １４（９．９） ５（５．５） ２２（１１．２）
孕周

　足月 １３４（９５．０） ８９（９７．８） １９３（９８．０） ２．６８ ０．２６２
　早产 　７（５．０） ２（２．２） 　４（２．０）
儿童既往住院

　无 １２３（８６．６） ７０（７６．９） １６５（８３．８） ３．８１ ０．１４９
　有 １９（１３．４） ２１（２３．１） ３２（１６．２）
母亲年龄

　＜３５岁 １３７（９６．５） ８９（９７．８） １９５（９９．０） ２．５６ ０．２７９
　≥３５岁 　５（３．５） ２（２．２） 　２（１．０）
父亲职业

　智力劳动为主 １０２（７１．８） ７１（７８．０） １６５（８３．８） ７．００ ０．０３０
　体力劳动为主 ４０（２８．２） ２０（２２．０） ３２（１６．２）
母亲职业

　智力劳动为主 ３９（２７．５） ７２（７９．１） １６４（８３．２） １９８．８０＜０．００１
　体力劳动为主 １４（９．９） １７（１８．７） ２７（１３．７）
　无业 ８９（６２．７） ２（２．２） 　６（３．０）
家庭经济水平

　中上及上等 ２４（１６．９） ２２（２４．２） ４６（２３．４） ５．３０ ０．２５８
　中等 １１２（７８．９） ６２（６８．１） １４４（７３．１）
　中下及下等 　６（４．２） ７（７．７） 　７（３．６）
白天监护人文化

　小学及以下 　１（０．７） ３０（３３．０） ９７（４９．２） １３１．５２＜０．００１
　初中 ２３（１６．２） ２６（２８．６） ３７（１８．８）
　高中及中专 ５２（３６．６） ２６（２８．６） ４１（２０．８）
　大专及以上 ６６（４６．５） ９（９．９） ２２（１１．２）
晚上监护人文化

　初中及以下 ２４（１６．９） ５７（６２．６） 　３（１．５） ２０９．０４＜０．００１
　高中及中专 ５３（３７．３） ２５（２７．５） ２５（１２．７）
　大专及以上 ６５（４５．８） ９（９．９） １６９（８５．８）

表２　三类抚养模式的家庭抚养特征

家庭抚养特征 父母抚养组（ｎ＝１４２） 隔代抚养组（ｎ＝９１） 联合抚养组（ｎ＝１９７） χ２／Ｆ值 Ｐ值

近１年更换主要监护人次数（ｘ±ｓ） ０．２６±０．６２ ０．４７±１．８０ ０．３８±０．９３ １．０８ ０．３３８
近１年生活环境［ｎ（％）］
　城市 １３４（９４．４） ８５（９３．４） １９２（９７．５） ３．１６ ０．２０５
　县城及农村 　８（５．６） ６（６．６） 　５（２．５）
２个月内喂养方式［ｎ（％）］
　母乳喂养 ９１（６４．１） ５１（５６．０） １１７（５９．４） １１．４５ ０．０２２
　配方喂养 　５（３．５） １３（１４．３） １１（５．６）
　部分母乳喂养 ４６（３２．４） ２７（２９．７） ６９（３５．０）
近半年儿童户外玩耍时间［ｎ（％）］
　＜２ｈ／日 １６（１１．３） ４（４．４） １２（６．１） ４．６１ ０．０９２
　≥２ｈ／日 １２６（８８．７） ８７（９５．６） １８５（９３．９）
近半年离开父母超过１个月的经历［ｎ（％）］
　否 １２８（９０．１） ７０（７６．９） １６８（８５．３） ７．６５ ０．０２２
　是 １４（９．９） ２１（２３．１） ２９（１４．７）
母亲平均陪伴时间（ｈ／日，ｘ±ｓ） １２．７±３．０ ２．５±１．８ ３．８±１．９ ７８６．５４ ０．００１
父亲平均陪伴时间（ｈ／日，ｘ±ｓ） ３．０±２．３ １．９±１．７ ２．５±２．１ ６．９７ ０．００１

２．３　三组幼儿饮食特征比较
三组幼儿的水产类食物、加工类食物、果蔬类食

物和谷物类食物的得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联合

抚养组幼儿的水产类食物摄入显著高于父母抚养组

（Ｐ＝０．００３），而加工类食物摄入显著低于父母抚养
组（Ｐ＝０．０３７）；父母抚养组幼儿果蔬类食物摄入显
著低于联合抚养组（Ｐ＝０．００３）和隔代抚养组
（Ｐ＝０．００１），谷物类食物摄入显著低于隔代抚养组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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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１３）。见表３。

表３　三组幼儿不同饮食特征得分的比较　（ｘ±ｓ）

饮食特征
父母抚养组

（ｎ＝１４２）
隔代抚养组

（ｎ＝９１）
联合抚养组

（ｎ＝１９７）
Ｆ值 Ｐ值

畜禽类 １０．７±２．３ １０．５±２．５ １０．７±２．４ ０．８５ ０．４２４
水产类 １１．４±２．７ １１．６±２．８ １２．０±２．５ａ ４．６２ ０．０１０
加工类 ６．１±２．１ ５．８±２．２ ５．８±１．９ｂ ３．１２ ０．０４６
果蔬类 １８．３±２．３ １８．８±１．６ａ １８．７±２．０ａ ５．１９ ０．００６
谷物类 ６．６±１．７ ７．０±１．８ｂ ６．７±１．６ ３．２９ ０．０３８
高蛋白类 ４．９±０．５ ４．９±０．６ ４．９±０．５ ０．１１ ０．８９３
　　ａ：与父母抚养组比较，Ｐ＜０．０１；ｂ：与父母抚养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三组儿童气质特征比较
本研究将２个月内母乳喂养方式和抚养模式同

时引入多因素方差分析，以控制母乳喂养的影响。

表４显示，抚养模式对婴幼儿气质维度中的节律性
和适应性得分存在显著影响，联合抚养组幼儿节律

性得分显著低于父母抚养组（Ｐ＝０．０２０）和隔代抚
养组（Ｐ＝０．０１６）；联合抚养组幼儿适应性得分显著
低于父母抚养组（Ｐ＝０．０３５）。抚养模式和母乳喂
养方式对气质影响无交互作用。

２．５　饮食特征与儿童气质的线性回归分析
在控制抚养模式、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父母亲

职业、家庭经济收入）、白天监护人文化和２个月内
母乳喂养方式后，进行６类食物得分与９个气质维
度得分的线性回归分析。图１显示，水产类食物得
分越高，节律性得分越低（β＝－０．０３３，９５％ＣＩ：

－０．０５８～－０．００９），幼儿倾向节律性强。加工类食
物得分越高，反应强度（β＝０．０２９，９５％ＣＩ：０．００１～
０．０５８）、情绪本质（β＝０．０２９，９５％ＣＩ：０．００４～
０．０５５）及持久性得分（β＝０．０７１，９５％ＣＩ：０．０４０～
０．１０２）越高，幼儿气质倾向于对事物的反应强烈、情
绪消极、坚持性差。果蔬类食物得分越高，节律性得

分越低（β＝－０．０５１，９５％ＣＩ：－０．０８３～－０．０１９），
幼儿倾向节律性强。高蛋白类食物得分越高，活动

水平得分越高（β＝０．１３４，９５％ＣＩ：０．００８～
０．２５９），趋避性得分越低（β＝－０．２４０，９５％ＣＩ：
－０．４１５～－０．０６５），幼儿气质倾向于活动多，勇敢、
不退缩。

表４　三组幼儿不同气质维度得分的比较　（ｘ±ｓ）

气质维度
父母抚养组

（ｎ＝１４２）
隔代抚养组

（ｎ＝９１）
联合抚养组

（ｎ＝１９７）
Ｆ值 Ｐ值

活动水平 ３．７±０．５ ３．６±０．５ ３．７±０．６ ０．２４ ０．７９０

节律性 ２．８±０．７ ２．８±０．６ ２．６±０．７ａ，ｂ４．１８ ０．０１６

趋避性 ３．２±０．７ ３．３±０．８ ３．１±０．８ ０．７６ ０．４７０

适应性 ３．３±０．６ ３．２±０．７ ３．１±０．５ａ ２．４７ ０．０３６

反应强度 ３．８±０．６ ３．８±０．６ ３．７±０．６ ０．４８ ０．６１９

情绪本质 ３．０±０．６ ３．０±０．５ ２．９±０．５ １．１３ ０．３２５

持久性 ３．２±０．７ ３．３±０．６ ３．２±０．７ ０．１５ ０．８６０

注意分散度 ３．８±０．５ ３．９±０．５ ３．８±０．６ ０．５９ ０．５５３

反应阈 ３．８±０．７ ３．９±０．７ ３．９±０．７ １．２２ ０．２９６

　　ａ：与父母抚养组比较，Ｐ＜０．０５；ｂ：与隔代抚养组比较，Ｐ＜０．０５

! !" ! !" ! !"

! !" ! !" ! !"

图１　饮食特征与气质维度间的线性回归性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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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中，隔代抚养家庭幼儿出生２个月内更
多地采用配方喂养方式，经常与父母分离，即使共同

生活，父母平均每天陪伴的时间亦显著低于父母抚

养组和联合抚养组，而配方喂养方式以及与父母分

离均不利于儿童心理行为的早期塑造［１２］。与联合

抚养模式相比，隔代抚养幼儿节律性得分高，提示该

类幼儿生理活动和日常生活节律性较差。既往研究

也表明，隔代抚养家庭缺少良好的家庭关系，祖父母

对儿童的反应性低，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和情绪障

碍［１３１５］。因此，完全隔代抚养模式不利于儿童早期

心理行为发育。

本研究中父母抚养模式家庭的重要特征是母亲

失业率高，父亲的职业多以体力劳动为主。这种抚

养模式的幼儿更倾向于加工类食物饮食特征，而这

类食物往往缺乏人体必须的多种营养素，经常食用

可对儿童的身心发育产生不良影响［１６］。与联合抚

养模式相比，父母抚养模式的幼儿其适应性和节律

性均较差。尽管父母多陪伴子代被认为有利于儿童

心理行为发育，但在当前社会压力较大的城市地区，

采用完全父母抚养的家庭往往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

状况，而社会经济状况及饮食特征可能介导了父母

抚养模式对儿童气质的影响［１７］。

联合抚养模式家庭的特点是父亲职业和母亲职

业以智力劳动为主的比例高，出生后２个月内母乳
喂养或部分母乳喂养方式比例高。该类幼儿倾向于

水产类食物和果蔬类食物饮食。与其他两组抚养模

式相比，联合抚养模式幼儿节律性较好、适应性快，

气质特征表现得更加积极。良好的社会经济状况以

及饮食特征可能共同介导了联合抚养模式与积极的

儿童气质之间的关联。Ｂｒａｄｌｅｙ等［１８］认为，与较好

的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相比，较差社会经济状况家庭

的儿童更容易出现精神障碍、适应性不良和差的学

业成绩；Ｇａｌｅ等［１０］研究发现，幼儿时期多摄入蔬菜、

水果及家庭煮制食物的儿童，在４岁时有更好的神
经行为发育结局。因此，联合抚养模式家庭幼儿的

饮食特征更健康，更有利于气质中积极因素的发展。

营养是一种环境因素，可以直接修饰基因及调

控基因表达。生命早期是脑与行为发育的窗口敏感

期，营养可影响脑发育的易损性，对心理行为可塑性

产生影响［１９］。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多种潜在混

杂影响因素后，饮食特征与幼儿气质间存在显著关

联，加工类食物饮食特征与气质的消极因素呈显著

线性相关，而水产类食物饮食特征和果蔬类食物饮

食特征与气质的积极因素呈显著线性相关。然而，

饮食特征与儿童神经行为发育间的因果关系目前尚

存在争议。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等［１９］研究报道，３岁时饮食中
“垃圾类食物”摄入过多与７～１１岁时的学业成绩
呈负相关，认为早期的饮食特征可影响儿童后期的

神经行为发育。而另外一些研究报道，自闭症儿童

更容易存在饮食行为问题及对某些食物的倾向

性［２０］。本研究中以近２周饮食来反映幼儿饮食特
征，信息回忆的可信度较好，但其与幼儿气质的因果

关系难以分析，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加以探讨。

另外，本研究中一些未被测量的因素，如父母的气质

特征，也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城市地区联合抚养模式家庭中幼儿

的饮食特征更健康，更有利于气质积极因素的发展。

另外，饮食特征与幼儿气质间存在显著关联，倾向于

果蔬类食物、水产类食物和高蛋白饮食特征的幼儿

有更加积极的气质表现，而倾向于加工类食物饮食

特征的幼儿其消极的气质特征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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