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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三市中小学生在校食物摄入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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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河北省中小学生在校饮食状况ꎬ为制定营养教育和营养改善计划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

整群抽样法ꎬ选取石家庄、唐山市、沧州市小学二、五年级和初中二年级的 ２ ７３９ 名学生ꎬ对在校食物摄入情况进行问卷调

查ꎮ 结果　 学生中每天都吃的食物占比最高的为主食(８１.９％)和蔬菜(８１.８％)ꎬ几乎不吃比例最高的为油炸食品(５９.１％)
和鱼虾类食物(５１.８％)ꎻ男生主食、水果、肉类、蛋类、豆类及奶类每天都吃的比例高于女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不同城市间学

生除奶类外其他各类食物食用频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城区与郊区学生摄入水果、蛋类、鱼虾、豆类、奶类

及油炸食品的频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不同年级间的学生除主食和蔬菜外ꎬ其他类食品的食用频次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不同城市、城区、年级、性别的学生各类食物食用频次差异较大ꎬ相关部门应该针

对不同特征学生开展营养教育及营养改善计划ꎮ
【关键词】 　 膳食调查ꎻ饮食习惯ꎻ摄食行为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５１　 Ｒ １５３.２　 Ｇ ４７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１１￣１７２３￣０４

　 　 自中国营养学会于 ２０１６ 年颁布«学龄儿童膳食

指南»以来ꎬ中小学生及家长的健康饮食意识不断提

高[１] ꎮ 但是中小学生挑食、偏食、营养知识知晓率比

较低的现象依然存在[２] ꎬ我国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状

况受到很大挑战ꎮ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调查报告

显示ꎬ我国 ３.２％的学龄儿童生长迟缓ꎬ９.０％消瘦ꎬ有
８.０％的 １２ ~ １７ 岁的学龄儿童患贫血ꎬ另外 ９.６％的学

龄儿童超重ꎬ我国针对学生营养知识的宣传还任重道

远[３] ꎮ 本研究通过了解河北省内中小学生在校饮食

状况及学校饮食环境现况ꎬ为有针对性的开展中小学

生营养宣传教育工作和指定改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５—９ 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唐山市、沧州市每座城市

随机抽取 １ 个中心城区和 １ 个周边城区ꎬ在抽到的城

区中分别随机抽取 ２ 所小学和 ２ 所中学ꎮ 再从抽取的

小学二、五年级和初中二年级中随机抽取 １４０ 名学生ꎮ
３ 座城市共抽取 ２４ 所学校 ４ ６５５ 名学生参与调查ꎮ 共

回收问卷 ４ ４６２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５.８％ꎮ 调查对象中共

有 ２ ７３９ 名学生在学校吃午饭ꎬ其中男生 １ ４５５ 名ꎬ女
生 １ ２８４ 名ꎻ沧州市 ５０５ 名ꎬ石家庄市 １ ００９ 名ꎬ唐山市

１ ２２５ 名ꎻ城区学生 １ ０９８ 名ꎬ郊区 １ ６４１ 名ꎻ二年级学

生 ７６０ 名ꎬ五年级 ９１６ 名ꎬ初二学生 １ ０６３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课题组自行设计且经

专家审定修改后的学校供餐情况问卷进行调查研究ꎬ
并与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进行预调查ꎬ根据预调查结果进

行修改ꎮ 问卷通过预调查后ꎬ重测信度 Ｋａｐｐａ 值为

０.９１ꎮ 该问卷分为小学二、五年级、初中二年级(统称

为学生问卷)３ 套问卷ꎬ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最近 １ 周在

学校周一至周五的午餐进食主食、蔬菜、肉类、水果、
蛋类、奶类、豆类、鱼虾、油炸食品 ９ 类食物的摄入频率

情况ꎮ 摄入频次分为每天都吃、３ ~ ４ ｄ、１ ~ ２ ｄ、不吃 ４
类ꎮ 调查对象在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指导下进行

问卷填写ꎬ内容为学生自身实际摄入的食物情况ꎮ 调

查员由从事营养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组成ꎮ 调查前

按照工作手册对调查员进行严格的统一培训ꎬ培训合

格后方可进行现场调查ꎬ同时在调查中对学生详尽解

释调查目的ꎬ班主任在场协助调查ꎬ以提高调查对象

的依从性ꎮ 同时每个调查点的质量控制人员每天检

查所有调查表ꎬ对有漏项、错项的及时纠正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双人录

入ꎬ对数据库进行纠错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ꎬ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构成比表示ꎮ 无

序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ꎬ如果整体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ꎬ则用 χ２ 分割法进行两两比较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１７ꎮ
有序分类变量的资料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进行统计

分析ꎬ如果多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应用 Ｎｅｍｅｎｙｉ
法进行两两比较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总体食物摄入频次　 学生对于各类食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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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 吃 ” 比 例 由 高 到 低 为 主 食 ( ８１. ９％)、 蔬 菜

(８１.８％)、 肉 类 ( ３９. １％)、 水 果 ( ３４. ７％)、 蛋 类

(３１.０％)、奶类(３０.２％)、豆类(１３.２％)、鱼虾(５.９％)、
油炸食品(４.４％)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河北中小学生各类食物每周摄入频率构成不同组别间比较

食物种类 统计值

性别

男

(ｎ＝ １ ４５５)
女

(ｎ＝ １ ２８４)

城市

沧州

(ｎ＝ ５０５)
石家庄

(ｎ＝ １ ００９)
唐山

(ｎ＝ １ ２２５)

城郊

城区

(ｎ＝ １ ０９８)
郊区

(ｎ＝ １ ６４１)

年级

二年级

(ｎ＝ ７６０)
五年级

(ｎ＝ ９１６)
初二

(ｎ＝ １ ０６３)

合计

(ｎ＝ ２ ７３９)

主食
　 每天都吃 １ ２１８(８３.７) １ ０２５(７９.８) ３４４(６８.１) ８２２(８１.５) １ ０７７(８７.９) ９１０(８２.９) １ ３３３(８１.２) ６１０(８０.３) ７５０(８１.９) ８８３(８３.１) ２ ２４３(８１.９)
　 ３~ ４ ｄ １５０(１０.３) １３６(１０.６) ８２(１６.２) １１０(１０.９) ９４(７.７) １１９(１０.８) １６７(１０.２) ８６(１１.３) １１８(１２.９) ８２(７.７) ２８６(１０.４)
　 １~ ２ ｄ ８３(５.７) １１５(９.０) ７４(１４.７) ７５(７.４) ４９(４.０) ６３(５.７) １３５(８.２) ６１(８.０) ４５(４.９) ９２(８.７) ２０８(７.６)
　 不吃 ４(０.３) ８(０.６) ５(１.０) ２(０.２) ５(０.４) ６(０.５) ６(０.４) ３(０.４) ３(０.３) ６(０.６) １２(０.１)

Ｚ 值 ２.８６ ９８.６１ １.２７ １.９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３８

蔬菜
　 每天都吃 １ １７６(８０.８) １ ０６６(８３.０) ３３２(６５.７) ８８７(８７.９) １ ０２３(８３.４) ８９６(８１.６) １ ３４６(８２.０) ６２０(８１.６) ７６８(８３.８) ８５４(８０.３) ２ ２４２(８１.８)
　 ３~ ４ ｄ １８１(１２.４) １４１(１１.０) １０９(２１.６) ８２(８.１) １３１(１０.９) １２１(１１.０) ２０１(１２.２) ８２(１０.８) １０６(１１.６) １３４(１２.６) ３２２(１１.８)
　 １~ ２ ｄ ７７(５.３) ５８(４.５) ５２(１０.３) ３１(３.１) ５２(４.２) ５８(５.３) ７７(４.７) ４５(５.９) ３４(３.７) ５６(５.３) １３５(４.９)
　 不吃 ２１(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２(２.４) ９(０.９) １９(１.５) ２３(２.１) １７(１.１) １３(１.７) ８(０.９) １９(１.８) ４０(１.５)

Ｚ 值 １.４７ １１５.５５ ０.４９ ４.７８
Ｐ 值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９

水果
　 每天都吃 ５３９(３７.１) ４１３(３２.２) １３９(２７.３) ２５５(２５.３) ５５９(４５.６) ２９２(２６.６) ６６０(４０.２) ３８１(５０.１) ２６７(２９.１) ３０４(２８.６) ９５２(３４.７)
　 ３~ ４ ｄ ２９０(１９.９) ２２７(１７.７) ９８(１９.２) ２０７(２０.５) ２１３(１７.４) １８５(１６.８) ３３２(２０.２) １４４(１８.９) １１８(１２.９) ２５５(２４.０) ５１７(１８.９)
　 １~ ２ ｄ ２７１(１８.６) ２４８(１９.３) １３９(２７.５) ２７２(２７.０) １０８(８.９) ２６８(２４.４) ２５１(１５.３) ９４(１２.４) ２１３(２３.３) ２１２(２０.０) ５１９(１８.９)
　 不吃 ３５５(２４.４) ３９６(３０.８) １３１(２６.０) ２７５(２７.２) ３４５(２８.１) ３５３(３２.２) ３９８(２４.３) １４１(１８.６) ３１８(３４.７) ２９２(２７.４) ７５１(２７.５)

Ｚ 值 ３.９１ ５８.７８ ８.０４ １２１.０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肉类
　 每天都吃 ６２０(４２.６) ４５１(３５.１) ９０(１７.８) ４２４(４２.０) ５５７(４５.４) ３８２(３４.８) ６８９(４２.０) ２４２(３１.８) ３１５(３４.４) ５１４(４８.３) １０７１(３９.１)
　 ３~ ４ ｄ ４７０(３２.３) ４５０(３５.０) １５３(３０.２) ３３０(３２.７) ４３７(３５.６) ４５９(４１.８) ４６１(２８.１) ２８５(３７.５) ３４６(３７.８) ２８９(２７.２) ９２０(３３.６)
　 １~ ２ ｄ ２６３(１８.１) ２８４(２２.１) １８１(３５.８) １９０(１８.９) １７６(１４.４) １９５(１７.８) ３５２(２１.５) １５７(２０.７) １７８(１９.４) ２１２(１９.９) ５４７(１９.９)
　 不吃 １０２(７.０) ９９(７.８) ８１(１６.０) ６５(６.４) ５５(４.６) ６２(５.６) １３９(８.４) ７６(１０.０) ７７(８.４) ４８(４.６) ２０１(７.４)

Ｚ 值 ３.９１ ２０７.４５ ０.４５ ４９.４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５ <０.０１

蛋类
　 每天都吃 ５０８(３４.９) ３４１(２６.５) ９３(１８.４) ３３６(３３.３) ４２０(３４.３) ２７１(２４.７) ５７８(３５.２) ２３１(３０.４) １８２(１９.９) ４３６(４１.０) ８４９(３１.０)
　 ３~ ４ ｄ ３３４(２３.０) ３００(２３.４) １３５(２６.７) ２５９(２５.７) ２４０(１９.６) ２１８(１９.９) ４１６(２５.４) １７１(２２.５) １７２(１８.８) ２９１(２７.４) ６３４(２３.１)
　 １~ ２ ｄ ４０４(２７.８) ４２７(３３.３) １６０(３１.７) ２８９(２８.６) ３８２(３１.２) ４２３(３８.５) ４０８(２４.９) ２２１(２９.１) ３８１(４１.６) ２２９(２１.５) ８３１(３０.３)
　 不吃 ２０９(１４.３) ２１６(１６.８) １１７(２３.２) １２５(１２.４) １８３(１４.９) １８６(１６.９) ２３９(１４.５) １３７(１８.０) １８１(１９.７) １０７(１０.１) ４２５(１５.６)

Ｚ 值 ４.６５ ４７.９３ ７.０９ １６２.７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鱼虾
　 每天都吃 ９８(６.７) ６２(４.８) ２７(５.３) ２２(２.２) １１１(９.１) ５２(４.７) １０８(６.６) ５６(７.４) ６０(６.６) ４４(４.１) １６０(５.９)
　 ３~ ４ ｄ １５８(１０.９) １２１(９.４) ４４(８.７) ６１(６.０) １７４(１４.２) １１５(１０.５) １６４(１０.０) ９７(１２.８) ７１(７.８) １１１(１０.４) ２７９(１０.２)
　 １~ ２ ｄ ４５９(３１.５) ４２１(３２.８) １０９(２１.６) ２２９(２２.７) ５４２(４４.２) ４３４(３９.５) ４４６(２７.２) ２２０(２８.９) ２６２(２８.５) ３９８(３７.４) ８８０(３２.１)
　 不吃 ７４０(５０.９) ６８０(５３.０) ３２５(６４.４) ６９７(６９.１) ３９８(３２.５) ４９７(４５.３) ９２３(５６.２) ３８７(５０.９) ５２３(５７.１) ５１０(４８.１) １ ４２０(５１.８)

Ｚ 值 １.７３ ３２２.２１ ４.０８ １２.６５
Ｐ 值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豆类
　 每天都吃 ２２２(１５.３) １３９(１０.８) ５１(１０.１) １６４(１６.３) １４６(１１.９) １１５(１０.５) ２４６(１５.０) １０６(１３.９) ７４(８.１) １８１(１７.０) ３６１(１３.２)
　 ３~ ４ ｄ ３２６(２２.４) ２９５(２３.１) １３５(２６.７) ２４５(２４.３) ２４２(１９.７) ２２０(２０.１) ４０１(２４.４) １６３(２１.４) １６２(１７.６) ２９７(２７.８) ６２１(２２.７)
　 １~ ２ ｄ ５５１(３７.９) ５２２(４０.７) １７０(３３.７) ３７０(３６.７) ５３３(４３.５) ４４４(４０.３) ６３０(３８.４) ２８４(３７.５) ３９０(４２.６) ３９９(３７.５) １ ０７３(３９.２)
　 不吃 ３５６(２４.５) ３２８(２５.５) １４９(２９.５) ２３０(２２.７) ３０４(２４.９) ３１９(２９.１) ３６４(２２.２) ２０７(２７.２) ２９０(３１.７) １８６(１７.７) ６８４(２４.９)

Ｚ 值 ２.２１ １５.０９ ５.３７ ９５.５０
Ｐ 值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纯牛奶或酸奶
　 每天都吃 ４９９(３４.３) ３３１(２５.８) １２５(２４.７) ３５５(３５.２) ３５０(２８.５) ２６５(２４.１) ５６５(３４.４) ２５２(３３.２) １７６(１９.２) ４０２(３７.８) ８３０(３０.２)
　 ３~ ４ ｄ １７３(１１.９) １６０(１２.５) ６６(１３.１) １１５(１１.４) １５２(１１.４) １３３(１２.１) ２００(１２.２) １００(１３.２) ７７(８.４) １５６(１４.７) ３３３(１２.２)
　 １~ ２ ｄ ２５２(１７.３) ２６５(２０.６) １２６(２５.０) １０８(１０.７) ２８３(２３.１) １９４(１７.７) ３２３(１９.７) １７８(２３.４) １４３(１５.６) １９６(１８.４) ５１７(１８.９)
　 不吃 ５３１(３６.５) ５２８(４１.１) １８８(３７.２) ４３１(４２.７) ４４０(３６.０) ５０６(４６.１) ５５３(３３.７) ２３０(３０.２) ５２０(５６.８) ３０９(２９.１) １ ０５９(３８.７)

Ｚ 值 ４.１６ １.８８ ６.８７ １８０.４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０１

油炸食品
　 每天都吃 ７８(５.４) ４２(３.３) ３３(６.５) ２３(２.３) ６４(５.２) ４６(４.２) ７４(４.５) ３１(４.１) ３２(３.５) ５７(５.４) １２０(４.４)
　 ３~ ４ ｄ １２６(８.７) １１０(８.６) ４３(８.５) ７６(７.５) １１７(９.６) １０３(９.４) １３３(８.１) ７４(９.７) ５４(５.９) １０８(１０.２) ２３６(８.６)
　 １~ ２ ｄ ３９１(２６.９) ３７３(２９.０) １１１(２２.０) ２５２(２５.０) ４０１(３２.７) ３８１(３４.７) ３８３(２３.３) ２３３(３０.７) ２３９(２６.１) ２９２(２７.４) ７６４(２７.９)
　 不吃 ８６０(５９.１) ７５９(５９.１) ３１８(６３.０) ６５８(６５.２) ６４３(５２.５) ５６８(５１.７) １ ０５１(６４.１) ４２２(５５.５) ５９１(６４.５) ６０６(５７.０) １ ６１９(５９.１)

Ｚ 值 ０.５５ ３９.１７ ５.５７ ２０.２２
Ｐ 值 ０.５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不同特征学生各类食物摄入频次

２.２.１　 主食　 不同性别、城市学生食用主食的频率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唐山与石家庄和

沧州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石家庄和沧州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８. ２３ꎬ５１. ７９ꎬ２２. ５０ꎬＰ 值均 <
０.０１７)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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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蔬菜　 ３ 座城市学生的蔬菜食用频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沧州与石家庄和唐山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５８.７４ꎬ３９.９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７)ꎮ 其

余各组学生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３　 水果　 不同性别、城市、区域、年级学生食用水

果的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其中

唐山与石家庄和沧州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

分别为 ５６.３０ꎬ２７.４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二与五年级和初

二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五年级与初二相比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８.４９ꎬ７２.３３ꎬ８.３３ꎬＰ 值

均<０.０１７)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４　 肉类 　 不同性别、不同城市、不同年级学生食

用肉类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其
中唐山与石家庄和沧州相比ꎬ石家庄与沧州相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８.１４ꎬ２１０.３９ꎬ１４０.３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初二与五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相比差异有

统计学 意 义 ( χ２ 值 分 别 为 ２８. ３５ꎬ ４２. ５９ꎬ Ｐ 值 均

<０.０１７)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５　 蛋类　 不同性别、城市、区域、年级学生食用蛋

类的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中沧州与石家庄和

唐山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９. １４ꎬ
３６.４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７)ꎻ初二与二年级和五年级相比ꎬ
二与五年级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７.１１ꎬ１６９.０７ꎬ２８.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７)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６　 鱼虾类 　 不同城市、不同区域、年级的学生食

用鱼虾类食物的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ꎬ其中唐山与沧州和石家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２２.５９ꎬ２８３.２９)ꎻ五与二年级和初二年

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８.５４ꎬ９.１２) (Ｐ
值均<０.０１７)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７　 豆类　 不同性别、城市、区域、年级学生食用豆

类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其中石

家庄与沧州和唐山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９.１５ꎬ１３.４９)ꎻ二与五年级和初二年级相比ꎬ五年级和

初二年级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６.７７ꎬ２６.５２ꎬ９７.６７)(Ｐ 值均<０.０１７)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８　 奶类 　 不同性别、区域、年级学生饮用奶制品

的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中五年级与二年级和

初二年级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２.６７ꎬ１６６.４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７)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９　 油炸食品 　 不同城市、区域、年级学生食用油

炸食品的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
其中唐山与石家庄和沧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

别为 ３４.１７ꎬ９.８３)ꎻ五年级与二年级和初二年级相比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２.７８ꎬ１３.５９ꎬＰ 值

均<０.０１７)ꎮ 见表 １ꎮ

３　 讨论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明确指出ꎬ每天的食物应

该包括五大类食物ꎬ达到每天 １２ 种ꎬ每周 ２５ 种食

物[４] ꎮ 随着近年来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ꎬ河北省各地

学生均能吃饱ꎬ目前更加关注学生对于除了主食之外

食物的摄入情况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学生蔬菜和肉类

摄入频率均高于全国水平[５] ꎮ 但有 ５０.９％的男生和

５３％的女生 １ 周内没有吃过鱼虾类食物ꎬ２４.５％的男

生和 ２５.５％的女生 １ 周内没有食用过豆类ꎬ３６.５％的

男生和 ４１.１％的女生没有饮用奶类ꎬ一方面可能是由

于学生自身偏食所造成的ꎬ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学校

在供应上可能有所不足ꎮ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４] 建

议学龄儿童要经常吃富含钙、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的食物ꎬ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饮食结构未达到«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标准ꎮ
本次调查中不同性别的学生饮食结构存在一定

差异ꎬ主食、水果、肉类、蛋类、豆类、奶类的摄入频率

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且在每天都吃的比例男生均高

于女生ꎮ 可能是男生饭量相对较大有关ꎬ但同时也反

映出在食物摄入的种类上男生更为丰富ꎮ 另外ꎬ按照

年级分类后ꎬ五年级和初二年级学生每天都吃水果的

比例仅为 ２９.１％和 ２８.６％ꎬ远没有达到«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 [４]的推荐量ꎮ 从结果来看ꎬ初二的学生更喜欢

肉类、奶类和油炸食品ꎬ主要是由于初二学生更具有

自我意识ꎬ而且长期住校ꎬ选择食物更加自由ꎮ
本次调查的 ３ 座城市中ꎬ沧州学生主食、蔬菜、肉

蛋、奶类食物食用频率低于石家庄和唐山的学生ꎬ同
时有 ６.５％的学生每天都吃油炸类食品ꎮ 除可能与学

校的供餐模式有关外ꎬ还可能与沧州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有关[６] ꎬ值得引起学校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注

意ꎮ 城、郊区的学生饮食结构差异不大ꎬ主食、蔬菜、
肉类、鱼虾的摄入频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与相关

研究结果类似[７－８] ꎮ 但是郊区学生每天食用水果、蛋
类、豆类和奶类的比例高于城区学生ꎬ可能与郊区学

生更加自立有关ꎮ
总体来说ꎬ学生摄入食物丰富多样ꎬ营养充足ꎬ但

仍有一部分的学生饮食结构未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的推荐的标准ꎬ尤其是鱼虾类、豆类、奶类的摄入

频次的不足ꎬ高年级学生存在一定的偏食情况ꎬ部分

学校的供餐模式需要改善ꎮ
青少年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合理均衡的饮

食是保证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ꎮ 应该以学校为核心ꎬ
结合学生家长ꎬ进一步加大有关营养健康知识的宣传

力度ꎬ从小就让学生养成自主选择健康食物、形成健

康行为的观念ꎮ 另外学校和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聘

请营养师改善学校食堂供餐的营养水平和口味ꎬ让学

生更容易接受ꎬ并结合不同性别、地区和年级的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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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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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学龄儿童尿酸水平与心血管代谢指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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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学龄儿童尿酸(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ＵＡ)水平和高尿酸血症现状ꎬ为探索儿童 ＵＡ 与心血管代谢指标的关系提

供基础数据ꎮ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ꎬ随机从广州市 ９ 所中小学抽取 ７~ １０ 岁学龄儿童 ５０２ 名ꎬ收集社会人口经济学

资料以及饮食习惯等信息ꎬ并进行体格测量和血清 ＵＡ、血脂、血糖水平检测ꎮ 结果　 广州市 ７ ~ １０ 岁学龄儿童的 ＵＡ 平均

水平为(３２９.５６±７９.５４)μｍｏｌ / Ｌꎬ男、女生分别为(３３３.０９±８７.１９ꎬ３２６.３５±７１.６８) μｍｏｌ / Ｌꎻ不同年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 １１.４６ꎬＰ<０.０１)ꎬ１０ 岁组最高ꎮ 广州市学龄儿童高尿酸血症检出率较高ꎬ男生和女生分别为 １５.９％ꎬ３１.２％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１６.０７ꎬＰ<０.０１)ꎬ１０ 岁组最高ꎮ 校正潜在混杂因素后ꎬ男生尿酸水平与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腰围( ＷＣ)、收缩

压(ＳＢＰ)和三酰甘油(ＴＧ)水平呈正相关(Ｂ 值分别为 １０.１１ꎬ３.７４ꎬ１.７７ꎬ４３.２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
－Ｃ)水平呈负相关(Ｂ＝ －７３.５０ꎬＰ<０.０１)ꎮ 女生尿酸水平与 ＢＭＩ、ＷＣ 和 ＳＢＰ 水平呈正相关(Ｂ 值分别为 １０.５０ꎬ３.８８ꎬ１.５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广州市 ７~ １０ 岁学龄儿童 ＵＡ 异常率较高ꎬＵＡ 水平与 ＢＭＩ、ＷＣ、ＳＢＰ 水平密切相关ꎬ仅在男生观察到

ＵＡ 与 ＴＧ 水平呈正相关ꎬ与 ＨＤＬ－Ｃ 水平呈负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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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

升ꎬ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在逐渐发生变化ꎬ
人群尿酸(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ＵＡ)水平逐渐升高[１] ꎮ 以往被认

为常在成年人中出现的高尿酸血症ꎬ在学龄儿童和青

少年群众中也被发现发病率也不断上升[２－３] ꎮ 近年来

研究发现ꎬＵＡ 水平不但与痛风和肾结石密切相关[４] ꎬ
而且和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和腹型肥胖等心

血管疾病代谢指标密切相关[５－６] ꎮ 有学者对 ＵＡ 水平

与心血管代谢指标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成

人及老年人群[３ꎬ５－８] ꎮ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ꎬ在

广州市 ７ ~ １０ 岁的学龄儿童人群中调查血清 ＵＡ 水平

的分布ꎬ分析明确其与心血管代谢指标的关系ꎬ报道

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基于一项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进行的全

国多中心整群随机对照试验ꎬ研究对象资料来自该研

究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对广州市儿童青少年群体开展的基线

调查ꎬ共调查广州市 ９ 所 ５０２ 名 ７ ~ １０ 岁学龄前儿童ꎮ
本研究通过了北京大学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批

号:ＮＣＴ０２３４３５８８)ꎬ参加研究的儿童青少年及其监护

者均自愿参加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采用统一的调查表ꎬ对每位研究对象进行

问卷调查ꎬ包括社会人口经济学资料(性别、年龄、父
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情况)、生活方式和体力活动

(户外活动时间、静态生活方式、体力活动和睡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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