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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评价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水平及其相关因素ꎬ为营养健康教育和儿童营养改善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对河北省保定市 ２ 所初中、３ 所小学 ４ ３５９ 名三至八年级在校生进行食物营养素养评价ꎬ收集社会人口

学特征、家庭食物环境等相关信息ꎮ 儿童食物营养素养得分采用相对评价法ꎬ均折算为百分制ꎮ 结果　 学龄儿童食物营养

素养平均得分为(６１.９１±９.２２)分ꎬ其中功能性、互动性、批判性素养水平得分依次递增ꎻ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得分高于

技能得分ꎬ其中“摄入食物”技能得分最低(６０.４５±１１.００)分ꎮ 小学阶段儿童食物营养素养随年龄、年级呈上升趋势ꎬ但初中

阶段食物营养素养水平反而低于小学高年级(Ｐ 值均<０.０５)ꎻ女生、独生子女、非寄宿生、城镇户口、家庭富足、主要照顾人

为父母 / 祖父母且受教育水平较高、学习过营养健康知识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高于对应组别(Ｐ 值均<０.０５)ꎮ 独生子女、非
寄宿生、城镇户口儿童的互动性食物营养素养水平低于对应组别(Ｐ 值均<０.０５)ꎮ 家庭食物环境与儿童食物营养素养水平

明显相关ꎬ家中经常备有水果、较少在外就餐、家人进餐专注、经常交流食物营养信息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总得分较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水平得分率较低ꎮ 社会人口学特征、学校营养教育经历和家庭食物环境是影

响儿童食物营养素养的主要因素ꎮ 应将农村地区、低龄、家庭子女数量较多、寄宿生、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缺乏父母 / 祖父母

照顾、学校无营养教育、家庭食物环境较差的儿童作为下一步营养教育和营养改善的主要目标人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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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营养素养指个人获取、分析和理解食物营养

相关信息和服务ꎬ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营

养决策ꎬ以维护和促进自身营养与健康的能力[１] ꎮ 多

项研究表明ꎬ食物营养素养与膳食质量密切相关ꎬ并
进一步影响个体发展与健康[２－５] ꎮ 目前我国学龄儿童

８５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第 ４１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８



面临着营养不足和超重肥胖的双重负担ꎬ不健康饮食

行为高暴露ꎻ学龄儿童正值行为主动发展和自主发展

阶段ꎬ提高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是改善儿童饮食行

为和营养状况的重要手段ꎮ
本项目组前期对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核心条

目进行了专家一致性研究ꎬ并构建了信、效度较好的

食物营养素养评价工具[６] ꎮ 在此基础上ꎬ对学龄儿童

食物营养素养水平进行评价ꎬ并探索相关因素ꎬ为进

一步的营养健康教育和学龄儿童营养改善提供依据

和干预路径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
１９ 日在河北省保定市选取中等规模的 ３ 所小学和 ２
所中学作为研究现场ꎮ 对每所学校的三至八年级在

校生进行调查ꎬ共发放问卷 ４ ３８５ 份ꎬ排除漏填率≥
２０％的问卷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 ３５９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９.４％ꎮ 其中三至四年级学生 ８５３ 名ꎬ五至六年级

１ ０５４名ꎬ七至八年级 ２ ４５２ 名ꎻ男生 ２ １９５ 名ꎬ女生

２ １０５名ꎬ 性别缺失值 ５９ 名ꎮ 年龄 ７ ~ １７ 岁ꎬ 平均

(１２.７±１.８)岁ꎮ 本研究获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通过(批件号:ＩＲＢ００００１０５２－１７１１５)ꎬ所有调查

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评价 　 项目组前期在

大量文献检索和分析的基础上ꎬ结合中国学龄儿童认

知特点ꎬ初步构建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的维度和核

心条目ꎬ并应用德尔菲法进行专家一致性评价[６] ꎬ调
整后最终形成 ２５ 条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核心条目ꎬ
包括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获得食物、选择食物、
准备食物和摄入食物 ５ 个维度ꎬ涵盖功能性、互动性及

批判性素养 ３ 个层面ꎮ 将 ２５ 个条目转换为问题ꎬ最终

形成由 ５０ 个题目组成的«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评

价问卷»ꎬ每道题满分为 １ ~ ４ 分不等ꎮ 预调查显示ꎬ该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６ꎬ具有较高的可靠性ꎮ

考虑到不同年龄儿童认知水平的差异ꎬ在问卷中

设置跳转提示ꎬ因此三至四年级、五至六年级、七至八

年级问卷满分分别为 ９２ꎬ９８ 和 １００ 分ꎮ 为便于分析ꎬ
本研究采用相对评价法ꎬ数据处理时将得分(包括素

养各维度和各层次得分)均折算为百分制ꎮ 问卷调查

使用统一的指导语ꎬ调查对象匿名填写调查表ꎮ 剔除

漏填率≥２０％的问卷ꎮ
１.２.２　 相关因素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ꎬ了解学龄儿童

及其家庭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食物环境、是否在

学校学习过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等ꎮ

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儿童性别、年龄、户口类型、
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寄宿生、主要照顾人及其受教育

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等ꎮ 其中家庭经济状况评价参考

欧洲和北美地区的 “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调查(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ＨＢＳＣ)” 中的“家庭

富足状况量表(Ｆａｍｉｌｙ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 [７] ꎬ结合中国

家庭实际状况ꎬ调整之后的题目及其赋分依据:(１)是

否有独立卧室(有 ＝ ２ 分ꎬ无 ＝ ０ 分)ꎻ(２)过去 １ 年家

庭旅行次数(无＝ ０ 分ꎬ１ 次 ＝ １ 分ꎬ２ 次 ＝ ２ 分ꎬ>２ 次 ＝
３ 分)ꎻ(３)是否有家用轿车(无 ＝ ０ 分ꎬ１ 辆 ＝ １ 分ꎬ≥２
辆＝ ２ 分)ꎮ 总分 ０ ~ ２ 分判定为家庭经济状况“一

般”ꎬ３ ~ ５ 分为“良好”ꎬ６ ~ ７ 分为“富裕”ꎮ
家庭食物环境包括家庭食物可及性(水果)、家庭

食物规则(父母要求多吃某些食物)、家庭饮食行为

(在外就餐、进餐不专注等)、家人对食物营养的关注

程度(交流食物营养信息)等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录入数据ꎬ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ꎮ 食物营

养素养得分呈正态分布ꎬ以(ｘ±ｓ)表示ꎮ 采用独立样

本 ｔ 检验(两组)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多组)比较不同

特征学生食物营养素养得分差异ꎬ并用 ＬＳＤ 方法进行

两两比较ꎬ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对食物营养素养得分进

行多因素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分布情况　 食物营养素

养平均得分为(６１.９１±９.２２)分ꎬ其中功能性、互动性、
批判性素养水平得分依次递增ꎮ 不同人口学特征比

较显示ꎬ小学阶段(三至六年级)儿童食物营养素养随

年龄、年级呈上升趋势ꎬ但初中阶段食物(七至八年

级)营养素养水平反而低于小学高年级(五至六年

级)ꎻ女生高于男生ꎻ独生子女、非寄宿生、城镇户口儿

童的食物营养素养高于对应组别(Ｐ 值均<０.０５)ꎻ家
庭经济状况与儿童食物营养素养得分呈良好的线性

拟合(Ｙ＝ ０.９１Ｘ＋５７.９２ꎬＲ２ ＝ ０.９８ꎬＰ<０.０５)ꎮ 主要照顾

人为父母 / 祖父母的儿童素养水平较高ꎻ主要照顾人

受教育水平越高ꎬ儿童食物营养素养得分越高ꎻ学习

过营养健康知识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得分亦较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功能性、互动性、批判性食物营养素养水平在不

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分布趋势与总得分类似ꎮ 独生

子女、城镇户口儿童的互动性素养水平低于对应组

别ꎬ寄宿生互动性素养则高于非寄宿生ꎻ此外由父母

照顾的儿童互动性素养水平高于祖父母照顾的儿童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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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组别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功能性 互动性 批判性 总分
性别
　 男 ２ １９５ ６０.６５±９.６４ ６４.２５±２０.４７ ６９.００±２０.３６ ６１.２８±９.４８
　 女 ２ １０５ ６１.８２±８.９５ ６９.６９±１８.４７ ６８.２８±１８.４５ ６２.７２±８.８０

ｔ 值 －４.１１ －９.１５ １.２３ －５.１６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０

年龄 / 岁
　 ７ ~ ９ ２３７ ６０.９９±９.６８ ６３.５０±２１.３０ ６８.９９±２１.８８ ６１.５５±９.６５
　 １０ ~ １２ １ ５１１ ６２.５６±９.６７ ６８.５０±２０.１７ ７０.４０±２０.５８ ６３.３９±９.６３
　 １３ ~ １５ ２ ４９２ ６０.５６±８.９９ ６６.２３±１９.１４ ６７.６８±１８.４９ ６１.３０±８.７７
　 １６ ~ １７ ６１ ５５.３７±７.３０ ６５.３７±２２.７８ ６５.７８±１５.２９ ５６.５８±７.２９

Ｆ 值 ２２.９７ ６.７８ ６.６５ ２３.９０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年级
　 三至四 ８５３ ６０.９５±９.１１ ６５.０７±２１.４４ ６９.２８±２１.６０ ６１.６７±９.２２
　 五至六 １ ０５４ ６２.９８±９.９９ ７０.４６±１８.７４ ７１.６１±２０.２９ ６３.９４±９.８０
　 七至八 ２ ４５２ ６０.４２±９.０７ ６５.９０±１９.３１ ６７.０９±１８.１５ ６１.１３±８.８３

Ｆ 值 ２８.１１ ２４.２５ ２０.６１ ３５.３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 ００３ ６３.２６±９.９０ ６４.９５±２０.８５ ６９.６９±２０.４０ ６３.６６±９.８５
　 否 ３ ３２０ ６０.５８±９.０７ ６７.４８±１９.３０ ６８.３５±１９.１３ ６１.４６±８.９１

ｔ 值 ７.６４ －３.４３ １.８５ ６.３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是否寄宿生
　 是 １ １３４ ５８.９９±８.２６ ６８.８１±１７.８６ ６６.６２±１７.６２ ６０.０８±８.１１
　 否 ３ １９４ ６１.９６±９.５８ ６６.１８±２０.２８ ６９.３４±２０.０２ ６２.６２±９.４７

ｔ 值 －９.９８ ４.１０ －４.３０ －８.６５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户口类型
　 城镇 １ ６４３ ６３.７３±９.５１ ６５.７０±２０.５５ ６９.９８±１９.７０ ６４.１５±９.４８
　 农业 ２ ６１６ ５９.６７±８.８７ ６７.６１±１９.１４ ６７.８２±１９.２４ ６０.６４±８.７４

ｔ 值 １３.９４ －３.０３ ３.５４ １２.１１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家庭经济状况
　 一般 ５７２ ５８.３１±８.７５ ６４.４１±２０.０３ ６７.８８±２１.２０ ５９.１９±８.６７
　 良好 ２ １８３ ６０.６１±８.９７ ６６.３２±１９.５１ ６８.８３±１９.１６ ６１.４１±８.８１
　 富裕 １ ５３３ ６３.１０±９.６９ ６８.６５±１９.６０ ６８.５４±１９.２３ ６３.７８±９.５７

Ｆ 值 ６５.４９ １１.６４ ０.５５ ６１.６４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００

主要照顾人
　 父母 ３ ４３０ ６１.３４±９.２９ ６７.４１±１９.３０ ６８.７５±１９.２３ ６２.１４±９.１１
　 祖父母 ７２２ ６１.０８±９.２３ ６５.８１±２０.２４ ６８.４９±２０.５４ ６１.７７±９.１４
　 其他(兄弟姐妹、保姆等) １２９ ５７.１２±１０.４４ ５９.０１±２４.６７ ６６.７６±２０.９９ ５７.６８±１０.６６

Ｆ 值 １２.８６ １２.６９ ０.６７ １４.９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００

主要照顾人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５１４ ５８.６９±９.８４ ６４.４５±２１.２７ ６９.３８±２０.７３ ５９.６０±９.８４
　 初中 １ ７３３ ６０.２６±８.５１ ６７.５２±１８.９２ ６７.１４±１８.７１ ６１.１３±８.４０
　 高中 / 中专 / 技校 ８９０ ６３.１７±９.１７ ６７.４５±１９.６３ ６９.７２±１９.６４ ６３.８０±９.１１
　 大专 / 职大 ３４０ ６４.２８±９.９５ ６８.５３±２０.３０ ６９.５６±１９.７９ ６４.８５±９.７５
　 本科及以上 ２８６ ６６.５４±９.５９ ６８.５５±１９.２０ ７１.９４±１９.０１ ６６.９３±９.５１

Ｆ 值 ５７.７９ ３.４３ ５.７７ ５０.９１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过去 １ 个学期学习过营养健康知识
　 是 ２ ５３４ ６２.７１±９.０１ ６９.４８±１８.９５ ６９.５７±１９.３３ ６３.５４±８.８５
　 否或不记得 １ ７６１ ５９.０３±９.３２ ６３.２７±２０.１１ ６７.３５±１９.５６ ５９.７１±９.１６

ｔ 值 １２.９７ １０.１９ ３.６９ １３.７６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４ ３５９ ６１.１４±９.３７ ６６.８４±１９.７２ ６８.６１±１９.４８ ６１.９１±９.２２

　 注:部分项目存在缺失值ꎮ

２.２　 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各维度分布情况　 学龄

儿童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得分高于技能得分ꎬ其
中“摄入食物”技能得分最低(６０.４５±１１.００)分ꎮ 女生

在获得、选择、准备、摄入维度得分均高于男生ꎻ知识

理念、获得食物、摄入食物维度均是五六年级学段得

分最高ꎬ准备食物维度五至八年级学段得分高于三至

四年级ꎻ独生子女知识理念、摄入食物维度得分高于

非独生子女ꎻ寄宿生选择食物维度得分高于非寄宿

生ꎬ而知识理念、获得食物、摄入食物维度得分低于非

寄宿生ꎻ城镇户口学生在知识理念、获得、准备、摄入

维度得分均高于农业户口学生ꎻ主要照顾人为父母 /
祖父母者各维度得分高于“其他人”ꎬ准备食物维度照

顾人为父母得分高于祖父母ꎻ主要照顾人受教育水平

较高、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学过营养健康知识者ꎬ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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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分较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各维度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食物营养相

关知识与理念
获得食物 选择食物 准备食物 摄入食物

性别
　 男 ２ １９５ ６４.８１±１５.３７ ５９.７２±２１.６５ ６２.４０±１４.６０ ６１.５１±１３.５５ ５９.８４±１１.３５
　 女 ２ １０５ ６４.９９±１４.７４ ６３.２０±２０.７４ ６４.６６±１３.６５ ６２.５６±１２.４１ ６１.２５±１０.５０

ｔ 值 －０.３９ －５.３８ －５.２３ －２.６６ －４.２４
Ｐ 值 ０.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年龄 / 岁
　 ７ ~ ９ ２３７ ６２.２８±１６.５９ ６１.１３±２０.５４ ６２.０３±１５.９３ ６０.３８±１４.４８ａ ６１.４４±１１.１３
　 １０ ~ １２ １ ５１１ ６５.６５±１４.９４ ６３.７９±２２.５４ ６４.２５±１４.８７ ６１.７０±１３.７１ ６２.７１±１１.２８
　 １３ ~ １５ ２ ４９２ ６４.８６±１４.８９ ６０.１４±２０.４５ ６３.２７±１３.５９ ６２.４５±１２.４０ ５９.２５±１０.５５
　 １６ ~ １７ ６１ ５８.７１±１６.７７ ６０.２５±２１.９５ ５８.２４±１１.８９ ６０.８２±１３.９１ ５４.１０± ８.８６

Ｆ 值 ７.０９ ９.３７ ５.２８ ２.６２ ３９.６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年级
　 三至四 ８５３ ６２.０６±１５.６１ ６０.７６±２１.６５ ６３.１３±１６.５７ ６０.８４±１４.５６ ６１.２４±１０.３９
　 五至六 １ ０５４ ６７.２０±１４.６１ ６６.０２±２２.５３ ６４.０７±１３.７６ ６２.０５±１３.０７ ６３.１９±１１.７７
　 七至八 ２ ４５２ ６４.６９±１５.０６ ５９.６７±２０.２９ ６３.２５±１３.５０ ６２.４３±１２.４５ ５８.９９±１０.６１

Ｆ 值 ２７.５２ ３３.９１ １.４７ ４.７１ ５７.９１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００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 ００３ ６６.５８±１５.４４ ６２.３１±２１.３９ ６３.９５±１４.６６ ６１.６６±１３.５９ ６３.１７±１１.７１
　 否 ３ ３２０ ６４.３７±１４.９３ ６１.１７±２１.２３ ６３.３５±１４.０３ ６２.１６±１２.８２ ５９.７０±１０.６２

ｔ 值 ４.０７ １.５０ １.１７ －１.０７ ８.４０
Ｐ 值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２４ ０.２９ ０.００

是否寄宿生
　 是 １ １３４ ６３.６６±１４.８３ ５８.７４±２０.０１ ６４.３５±１３.１３ ６１.８１±１１.７７ ５６.９９±９.４５
　 否 ３ １９４ ６５.２７±１５.１６ｂ ６２.３６±２１.６６ ６３.１５±１４.５５ ６２.０９±１３.４５ ６１.７３±１１.２２

ｔ 值 －３.０８ －５.１２ ２.５６ －０.６６ －１３.８０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５１ ０.００

户口类型
　 城镇 １ ６４３ ６６.８８±１５.４０ ６３.５１±２１.７２ ６３.７４±１４.６７ ６２.７１±１３.６５ ６３.８２±１１.１５
　 农业 ２ ６１６ ６３.７０±１４.６９ ６０.０９±２０.８８ ６３.３６±１３.８６ ６１.６２±１２.６２ ５８.４７±１０.３５

ｔ 值 ６.７３ ５.１２ ０.８４ ２.６０ １５.６７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０

家庭经济状况
　 一般 ５７２ ６１.１６±１４.９９ ５５.７３±２１.５２ ６２.７０±１４.２６ ６０.５４±１３.３４ ５７.１９± ９.９６
　 良好 ２ １８３ ６４.７９±１４.８１ ６０.７１±２０.９３ ６３.１６±１４.１４ ６１.６２±１２.７７ ５９.６８±１０.６０
　 富裕 １ ５３３ ６６.３７±１５.２５ ６４.４７±２１.２４ ６４.３０±１４.２０ ６３.１７±１３.２０ ６２.８７±１１.３９

Ｆ 值 ２５.２０ ３８.０４ ３.９８ １０.７１ ６９.９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主要照顾人
　 父母 ３ ４３０ ６４.９８±１５.００ ６１.６５±２１.０１ ６３.５０±１４.１３ ６２.３０±１２.８５ ６０.７４±１０.９２
　 祖父母 ７２２ ６５.２２±１４.７１ ６０.７９±２１.７５ ６４.０８±１４.１６ ６１.１０±１３.１６ ６０.０２±１０.９１
　 其他(兄弟姐妹、保姆等) １２９ ５９.００±１８.０９ ５７.０７±２５.６２ ５９.４３±１５.２７ ５９.９２±１６.０４ ５６.１７±１２.０６

Ｆ 值 １０.１０ ３.１９ ５.９３ ４.３０ １１.５８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主要照顾人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５１４ ６２.７９±１５.１６ ６０.００±２２.５７ ６１.０５±１５.６１ ６１.５９±１３.７４ ５７.５９±１１.５０
　 初中 １ ７３３ ６４.１０±１４.６２ ６０.０４±２０.００ ６３.４１±１３.４５ ６１.４０±１２.６０ ５９.３３±１０.０３
　 高中 / 中专 / 技校 ８９０ ６７.２０±１４.８６ ６２.８７±２２.８１ ６４.９６±１４.１１ ６１.７１±１３.４３ ６２.８０±１０.８２
　 大专 / 职大 ３４０ ６６.８４±１６.１３ ６４.６７±２０.８０ ６４.８１±１４.２６ ６３.３４±１３.５８ ６４.６０±１１.６８
　 本科及以上 ２８６ ６９.２５±１５.０７ ６５.１２±２１.４８ ６７.５８±１４.５８ ６４.７６±１２.１７ ６６.５５±１１.２４

Ｆ 值 １５.９６ ７.５９ １２.２９ ５.２４ ５８.９５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过去 １ 个学期学习过营养健康知识
　 是 ２ ５３４ ６６.８２±１４.５８ ６３.７８±２０.８５ ６５.０４±１３.７２ ６２.６３±１２.９３ ６２.１２±１０.７４
　 否或不记得 １ ７６１ ６２.０６±１５.３２ ５８.１４±２１.４７ ６１.３２±１４.４８ ６１.２１±１３.０３ ５８.１５±１０.８７

ｔ 值 １０.２２ ８.５７ ８.４５ ３.５３ １１.８５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４ ３５９ ６４.７８±１５.１５ ６１.４２±２１.２８ ６３.４３±１４.２２ ６２.０３±１３.０５ ６０.４５±１１.００

　 注:部分项目存在缺失值ꎮ

２.３　 家庭食物环境与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的关系

家庭食物营养环境与儿童食物营养素养水平相关ꎬ家
中经常备有水果、较少在外就餐、家人进餐专注、有家

庭食物规则(父母要求多吃某些食物)、家人经常交流

食物营养信息儿童的食物营养素养总得分较高( Ｐ<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的多因素分析　 以社会

人口学特征、 家庭食物环境等为自变量 ( 变量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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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性别:１ ＝ 男ꎬ０ ＝ 女ꎻ独生子女:１ ＝ 是ꎬ０ ＝ 否ꎻ户
口类型:１ ＝城镇户口ꎬ０ ＝ 农业户口ꎻ家庭经济状况:分
值越高ꎬ家庭经济状况越好ꎻ主要照顾人受教育水平:
１ ＝小学及以下ꎬ２ ＝ 初中ꎬ３ ＝ 高中 / 中专 / 技校ꎬ４ ＝ 大

专 / 职大ꎬ５ ＝本科及以上ꎻ家中备有水果、家人进餐时

看视频、家人营养信息交流、家庭在外就餐 / 外卖:１ ＝
经常ꎬ２ ＝ 有时ꎬ３ ＝ 偶尔ꎬ４ ＝ 从不ꎻ学习过营养健康知

识:１ ＝ 是ꎬ０ ＝ 否 / 不记得)ꎬ以儿童食物营养素养总分

为因变量ꎬ最终构建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
意义(Ｒ２ ＝ ０.２３ꎬＦ ＝ ８１.４０ꎬＰ<０.０５)ꎬ其中女生、小学生
(与初中生相比)、独生子女、城镇户口、学习过营养健

康知识、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父母为主要照顾人(与其

他照顾者相比)且受教育水平较高、家中经常备有水

果、家人专注进餐、经常进行营养信息交流、家庭较少

在外就餐的儿童ꎬ食物营养素养水平较高( Ｐ 值均<
０.０５)ꎬ尤其家庭食物环境相关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明显高于社会人口学特征变量ꎬ是影响儿童食物营养

素养的主要因素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不同家庭食物营养环境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得分比较(ｘ±ｓ)

家庭食物营养环境
行为

频率
人数

营养素

养得分
Ｆ 值 Ｐ 值

过去 １ 个月家里备有水果 经常 ２ ７７７ ６３.９４±８.９９ １３４.９４ ０.００
有时 ９３５ ５９.０７±８.２０
偶尔 ５６８ ５７.６０±８.７３
从不 ４３ ５５.３８±９.９５

过去 １ 个月家庭在外就餐 经常 １４５ ５６.６４±９.２６ ３５.４０ ０.００
有时 ７７８ ６０.０３±８.９３
偶尔 ２ １６３ ６２.４６±８.７８
从不 １ ２３３ ６２.９７±９.６８

家人进餐时看视频 经常 ４４５ ５８.０５±８.９３ ４８.６８ ０.００
有时 ８１２ ６０.８１±８.４８
偶尔 １ ６６８ ６２.１６±８.６４
从不 １ ３９７ ６３.６６±９.８４

父母要求多吃某些食物 经常 １ ８９７ ６３.７２±９.１６ ４９.２５ ０.００
有时 １ ２９６ ６１.２０±８.９０
偶尔 ８２１ ６０.５１±８.７１
从不 ３０５ ５８.４６±９.６９

家人交流食物营养信息 经常 １ ３４８ ６４.４３±９.６１ ８８.８７ ０.００
有时 １ ３７２ ６２.２８±８.５９
偶尔 １ １７６ ６０.６４±８.３５
从不 ４２２ ５６.９０±９.２９

表 ４　 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

相关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４ ３５９)

常量与自变量
非标准

回归系数

标

准误

标准回

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常量 ３８.３０ １.４９ — ２５.６３ <０.０１
性别 －１.２２ ０.２８ －０.０７ －４.４２ <０.０１
年龄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０４ －２.６２ ０.０１
独生子女 １.１８ ０.３５ ０.０５ ３.３８ <０.０１
户口类型 ０.９９ ０.３３ ０.０５ ３.０４ <０.０１
家庭经济条件 ０.３６ ０.０９ ０.０７ ４.１７ <０.０１
主要照顾人
　 外祖父母 －０.２５ 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６９ ０.４９
　 其他 －３.０２ ０.８３ －０.０５ －３.６６ <０.０１
主要照顾人受教育水平 ０.９６ ０.１５ ０.１１ ６.５３ <０.０１
家中备有水果 ２.２３ ０.１９ ０.１８ １１.５８ <０.０１
家人进餐时看视频 １.２４ ０.１４ ０.１３ ８.６３ <０.０１
家人营养信息交流 １.５１ ０.１４ ０.１６ １０.４９ <０.０１
家庭在外就餐 １.８３ ０.１８ ０.１５ １０.１３ <０.０１
学习过营养健康知识 ２.４３ ０.２９ ０.１３ ８.５４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水平得

分率不高ꎬ社会人口学特征、学校营养教育经历和家

庭食物环境是影响儿童食物营养素养的主要因素ꎬ小
学高年级、女生、独生子女、非寄宿生、城镇户口、家庭

富足、主要照顾人为父母 / 祖父母且受教育水平较高、
学习过营养健康知识、家中经常备有水果、较少在外

就餐、家人进餐专注并经常交流食物营养信息儿童的

食物营养素养明显较高ꎮ
食物营养素养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ꎬ

然而尚没有适宜中国学龄儿童的相关评价工具[８] ꎮ
本研究前期通过文献分析、专家一致性研究和预调

查ꎬ已建立信、效度较好的“学龄儿童食物营养素养评

价问卷”ꎬ包括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获得食物、
选择食物、准备食物和摄入食物 ５ 个维度ꎬ涵盖功能

性、互动性及批判性素养 ３ 个层面ꎮ
食物营养素养是健康素养的一个特殊类别ꎬ２０１８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１７.０６％[９] ꎮ 参照健康素

养的判定依据(≥８０ 分)ꎬ则本调查对象学龄儿童食物

营养素养水平仅为 ２.０９％ꎬ知识得分略高于技能得分ꎮ
由于尚缺乏充足依据制定儿童食物营养素养的切点ꎬ
因此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得分情况ꎬ而未进行是否具备

素养的判定ꎮ 有学者 ２０１５ 年对六城市 １２ １９７ 名四至

五年级小学生调查结果显示ꎬ超过 ６０％的儿童对于谷

物、含蛋白质食物、含钙食物有所了解ꎬ而只有不到

５０％的儿童了解含铁食物[１０] ꎮ ２０１４ 年日本 ４ 所公立

小学的 １ ２１０ 名儿童营养知识掌握情况调查结果显

示ꎬ低年级学生回答正确率为 ７７.４％ꎬ高年级学生为

６８.５％[３] ꎮ 利用食物营养素养( ＦＮＬＩＴ) 量表对伊朗

８０３ 名 １０ ~ １２ 岁儿童的评价结果显示ꎬ２３.９％儿童食

物营养素养较高ꎬ其中 ６８.８％的被调查儿童具有较高

的认知水平ꎬ但只有 １５.１％儿童具备相关技能[１１] ꎮ 由

此可见ꎬ学龄儿童具备一定的食物营养相关认知能

力ꎬ但操作技能较差ꎮ
儿童食物营养素养受个人及家庭社会人口学特

征影响较大ꎬ如居住地区、年龄、性别、家庭结构、父母

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等ꎮ 国内相关研究显示ꎬ
女生的营养知识掌握情况略好于男生[１０] ꎻ独生子女健

康素养水平高于非独生子女ꎬ城镇户口学生高于农村

户口ꎬ非住校生高于寄宿生ꎬ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家庭

经济情况好的学生健康素养得分较高[１２－１３] ꎬ均与本研

究结果基本相符ꎮ 伊朗学龄儿童 ＦＮＬＩＴ 评价结果显

示[１１] ꎬ儿童性别、年级、出生顺序、父母年龄和受教育

水平、种族是影响儿童食物营养素养的主要因素ꎻ女
孩的食物选择能力优于男孩ꎬ但男孩的批判性素养强

于女孩ꎻ六年级素养高于五年级ꎻ出生顺序非第一位

不利于批判性素养养成ꎻ母亲文化程度高有利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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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营养素养ꎮ 上述研究结论与本研究基本一致ꎮ
家庭食物环境是影响儿童饮食行为和营养健康

状况的重要因素ꎬ一般包括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经

济状况、家庭养育模式、家庭食物规则、家庭饮食行

为、家长营养素养、家庭食物可及性等维度[１４－１５] ꎮ 本

研究结果显示ꎬ具有积极的物理环境(如家中常备水

果)、经济环境(家庭富足)、社会文化环境(营养信息

交流、进餐专注、很少在外就餐等)家庭的儿童有较高

的食物营养素养得分ꎮ 有研究表明ꎬ良好的家庭食物

环境对儿童的膳食模式有积极影响[１６] ꎻ仅有的研究限

于家庭环境个别维度的分析ꎬ 如社会人口学特征

等[１１] ꎮ
本研究受条件所限ꎬ调查对象代表性有限ꎬ而且

未对儿童食物营养素养与膳食质量、健康结局的关系

进行探索ꎬ应作为下一步主要关注方向ꎬ以便为儿童

营养教育和营养改善计划提供科学证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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