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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9省区儿童青少年膳食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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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中国9省区儿童青少年的膳食模式。方法：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资料，选取2009

年调查中6一17岁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连续3天24h膳食回顾询问法收集膳食资料。结果：因子分析确

定了4种模式：模式l以面粉、其它谷类和薯类等为主要食物；模式2以牛奶、鱼虾类和茵藻类等为主要食物；模

式3以饮料、动物内脏和速食食品等为主要食物；模式4以蔬菜、豆类和薯类等为主要食物。城乡、性别、年龄和

南北是不同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结论：中国9省区儿童青少年有4种膳食模式，分别为“面粉／杂粮”模式、“牛

奶／鱼虾”模式、“饮料／内脏”模式和“蔬衫豆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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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膳食研究方法主要是探讨单一营养素或者食

物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没有考虑到营养素或食物之间的

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膳食模式是对整体膳食

进行分析，能够更全面实际地反映食物和营养素的综合

效应，从而更有效地研究膳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因

此，研究我国居民的膳食模式，不仅可以了解特定膳食

模式的食物种类和营养成分，还可以为人群的营养干预

提供重要的依据。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体格和智力发育的关键时

期，也是一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形成的重要时期。平衡

膳食不仅可以保证其体格和智力的正常发育，也为成人

时期乃至一生的健康奠定良好基础。本研究分析2009

年我国9省区儿童青少年的膳食模式。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从1989

年开始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13中心协作开展了长期

纵向合作项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J。选取辽宁、黑龙江、河南、

山东、湖南、湖北、江苏、广西和贵州9省区2009年调

查中6—17岁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

1．2方法

本研究采用连续3d 24h膳食回顾询问法收集膳食数

据，调查内容包括食物名称和食物摄入量等。以《中国

食物成分表》¨。为基础，结合饮食习惯，将调查得到的

食物归为20类食物组(表1)，并计算平均每人每日各

类食物组的摄人量以及能量和营养素的摄入量。以横贯

东西的秦岭一淮河一线为中国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将

辽宁、黑龙江、河南和山东归为北方，湖南、湖北、江

苏、广西和贵州归为南方。

表1食物分组

序号 食物组 食物名称 食用人数百分比(％)

基金项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食品所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项目(项目编号：R01·HD30880、DK056350、R01-HD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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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统计学分析

运用SAS 9．1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采

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将20类食物组纳入模型中

建立膳食模式。根据特征值(Eigenvalue>1)、碎

石图和专业知识确定公因子(膳食模式)的个数。

根据因子载荷(I Factor Loading I>0．25)确定各

公因子(膳食模式)的主要支配变量(食物组)。

计算个人因子得分(Factor Score)，并按照4分位

分组，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分析不同膳食模式最

高4分位(Q4)人群的能量和营养素摄入的差异。

以因子得分为应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社会

人口学变量对膳食模式的影响。

2结果与分析

2．1基本情况

研究对象共计1 174人，其中男生649人、女生525

人，分别占55．3％和44．7％(表2)。

表2中国9省区6—17岁儿童青少年人口学特征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2．2儿童青少年膳食模式

中国9省区儿童青少年有4种膳食模式。模式1以

面粉、其它谷类和薯类等为主要食物；模式2以牛奶、

鱼虾类和菌藻类等为主要食物；模式3以饮料、动物内

脏和速食食品等为主要食物；模式4以蔬菜、豆类和薯

类等为主要食物(表3)。

表3 中国9省区儿童青少年膳食模式因子载荷

注：表中仅列出了绝对值>0．25的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

2．3膳食模式的能量及营养素摄入量

不同膳食模式最高4分位(Q4)人群能量和营养

素摄入量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儿童青少年4种膳食

模式中，模式1的能量和各种营养素(除了膳食纤维)

摄入量最低，脂肪供能比低于30％；模式2的蛋白质供

能比、维生素B：和钙的摄入量最高；模式3的脂肪供

能比最高；模式4的能量、膳食纤维、维生素c、视黄

醇、维生素B，和钠、铁、锌的摄入量最高(表4)。

2．4膳食模式与社会人口特征的关系

年龄是模式1和模式4(P<0．01)的影响因

素；性别是模式3(P<0．05)和模式4(P<

0．01)的影响因素；地区是模式2(P<0．01)的

影响因素；地域是模式1和模式2(P<0．01)的

影响因素(表5)。

表4中国9省N_JL童青少年膳食模式的能量和营养素摄入量+

注：+膳食模式最高4分位(Q4)人群能量和营养素摄入量的中

位数值。+P(O．05，“P<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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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中国9省区儿童青少年膳食模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表中数据为多元线性回归的偏回归系数B值。’P<0．05，”P

<0．0l

3讨论

膳食模式分析被广泛运用于营养流行病学中，虽然

这种方法有一些缺陷，但能有效地定义不同膳食模式并

评价膳食与疾病的关系¨’8o。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开展

了许多关于膳食模式的研究∽’10J。但是，其中关于儿童

青少年的膳食模式研究则较少⋯o。

本研究以因子载荷最高的2种食物命名膳食模式，

中国9省区儿童青少年有4种膳食模式，分别为“面

粉／杂粮”模式、“牛奶／鱼虾”模式、“饮料／内脏”模

式和“蔬菜／豆类”模式。“面粉／杂粮”模式的特点是

以面食为主，与我国传统北方的饮食习惯比较接近，这

种膳食模式摄入的能量和各种营养素较低。北方和6—

12岁的儿童青少年倾向于选择这种膳食模式。“牛奶／

鱼虾”模式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主食摄人少，特点是摄

入较高的钙和蛋白质供能比高，但脂肪供能比也较高，

城市和北方的儿童青少年倾向于选择这种膳食。“饮料／

内脏”模式特点是食用方便，脂肪供能比高，男生倾向

于选择这种模式。“蔬菜／豆类”模式以植物性食物为

主，特点是摄人较高的能量和各种营养素，男生和13—

17岁儿童青少年倾向于选择这种膳食。

由于饮食习惯、食物种类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国家

和地区之间的儿童青少年膳食模式存在着差异¨。”o。膳

食是慢性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儿童时期形成的饮食习惯

可影响成年后的健康状况¨6|。所以，儿童时期养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可以预防或延迟成年后慢性病的发生。在今

后的研究中，应深入分析儿童青少年膳食模式与疾病之

间的关系，确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膳食模式，为营养教

育和慢性病预防提供重要依据。1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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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our/grain" mode is characterized by pasta as the main food, which is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traditional eating habits in north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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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ary Patterns of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9 Provinces in 2009

ZHANG Ji—gu01，ZHANG Bin91，WANG Hui-junl，WANG Zhi—hon91，DU Wen—wenl，

SU Chan91，ZHANG Ji 1，ZHAI Feng—yin92

(7 Nat／ona／Institute for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Beijing 100050，China；

2

Chinese Nutrition Society，Beijing 100053，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amine and characterize the dietary patterns
of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9 provinces in China．

Inethod]The subiec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within 6—17 years old in 2009．The 24h dietary recall

method for 3 consecutive days was used to collect food intake information．Lqesult]Totally 4 kinds of dietary patterns were extracted by factor

analysis,Pattern 1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sumption of flour，other grains and tuber．Pattern 2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sumption of

milk，fish，fungi and algae．Pattern 3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sumption of beverage，organ and fast food．Pattern 4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sumption of vegetable，legume and tuber．Urban／rural area，gender，age and south／north area had influenced the dietary patterns·

[Conclusion]There were 4 kinds of dietary patterns labeled flour／grains，milk／fish，beverage／organ and vegetable／legum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9 provinces in 2009．

Keywords：dietary pattern；factor analysis；children；adol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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