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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丰台区中小学生营养午餐的满意度及剩饭现状ꎬ为制定营养午餐的改善措施及政策提供

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对丰台区 ４ 所中小学校的 ８３６ 名学生开展午餐满意度及剩饭现状调查ꎮ 结

果　 中小学生对午餐满意的有 ５６２ 名ꎬ满意率为 ６７.２２％ꎬ其中对学校食堂的满意度(７８.７１％)高于企业供餐(５６.４８％)(χ２ ＝
４７.９３ꎬＰ<０.０１)ꎬ对饭菜口味和饭菜外观的满意度最低(５４.９４％ꎬ６２.１０％)ꎮ 有 ３３３ 名学生午餐有剩饭ꎬ剩饭率为 ３９.８３％ꎬ其
中素菜剩饭率最高(２７.９９％)ꎬ学校食堂剩饭率(３３.４２％)低于企业送餐剩饭率(４５.８３％)(χ２ ＝ １３.４３ꎬＰ<０.０１)ꎮ 学生剩饭率

随着对午餐的满意度降低而升高(Ｐ<０.０１)ꎮ 不喜欢某些食物、饭菜不好吃为学生剩饭的主要原因ꎮ 结论　 中小学生对午

餐的满意度较低ꎬ午餐剩饭率较高ꎬ这种现象在企业送餐的学生中表现更为突出ꎮ 应改善学生午餐供餐模式ꎬ提高学生午

餐的满意度ꎬ降低午餐剩饭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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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营养餐是以保证学生生长发育和健康为目

的ꎬ由生产单位根据平衡膳食要求ꎬ在严格卫生消毒

条件下ꎬ向学生提供安全卫生ꎬ符合营养标准的色、
香、味俱佳的配餐[１] ꎮ 学生营养餐对改善中小学生营

养状况、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学习成绩有积极意

义[２－４] ꎮ １９９９ 年北京市政府提出启动北京市学校营养

午餐计划ꎬ进而提出在做好城区学校营养餐工作的基

础上ꎬ在农村学校全面推广学生营养餐ꎮ 目前北京市

主要的供餐方式为学校食堂供餐和企业供餐 ２ 种ꎬ以
满足不同学校的需求ꎮ 近年研究表明ꎬ营养午餐仍然

存在很多问题ꎬ营养搭配不平衡、学生满意度不高、剩
饭现象普遍[５－６] ꎬ营养午餐剩余不仅导致资源浪费ꎬ也
会造成学生实际摄入营养素不足[７] ꎮ 为了解北京市

丰台区中小学生营养午餐的满意度及剩饭现状ꎬ为相

关部门制定营养午餐的改善措施及政策提供依据ꎬ丰
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 ２０１８ 年 ４—５ 月对该区 ４ 所

学校开展了相关问卷调查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在北京市丰

台区抽取学校食堂和企业送餐的学校各 ２ 所ꎬ每种供

餐模式中ꎬ小学和初中分别为 １ 所ꎬ在抽到学校的各年

级(小学二、五年级ꎬ初中二年级)中ꎬ每个年级抽取若

干个班级不少于 １４０ 名学生ꎬ选取班级中的所有学生

作为调查对象ꎬ经知情同意后进行问卷调查ꎮ 如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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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级的学生数量少于 １４０ 名ꎬ需要抽取第二所同类

型学校以满足样本量的需求ꎮ 共发放问卷 ９１５ 份ꎬ回
收 ９１５ 份ꎬ有效问卷 ８３６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１.００％ꎻ其中男

生 ４５５ 名ꎬ女生 ３８１ 名ꎬ年龄 ８ ~ １７ 岁ꎬ中位数为 １１
岁ꎻ二年级学生 ３０８ 名ꎬ五年级 ２７７ 名ꎬ初二学生 ２５１
名ꎻ４０４ 名为学校食堂供餐ꎬ４３２ 名为企业供餐ꎮ
１.２　 方法　 问卷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专家讨论设计而成ꎮ 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基

本信息、学校午餐情况、对午餐的满意度、午餐剩饭情

况等ꎬ其中剩饭分为主食、肉菜类、素菜类三大类ꎮ 本

调查定义调查当日前 １ 天的午餐每种饭菜剩饭量达到

或超过该种食物的 １ / ３ 为该种食物剩饭ꎻ３ 种食物中

只要有 １ 种食物出现剩饭现象ꎬ则定义该学生本次午

餐剩饭(此定义为根据工作经验及专家讨论后制定)ꎮ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学校对学生进行问卷讲解ꎬ学
生在调查员的指导下自行填写问卷ꎬ完成后由调查员

当场收回并核查完整性和逻辑性ꎮ 本问卷重测信度

Ｋａｐｐａ 为 ０.９１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采用 χ２ 检验对百分率进行比较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午餐满意度　 ８３６ 名学生中ꎬ对午餐满意的

有 ５６２ 名ꎬ觉得一般的有 １７８ 名ꎬ不满意的有 ９６ 名ꎬ满
意度为 ６７. ２２％ꎮ 男生满意度( ６６. ５９％) 略低于女生

(６７.９８％)(χ２ ＝ ９.１０ꎬＰ＝ ０.０１)ꎮ 二年级学生对午餐的

满意度最高ꎬ为 ７１.７５％ꎻ初二年级的满意度最低ꎬ为
６２.１５％ꎬ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８. ８９ꎬＰ <
０.０１)ꎮ 学校食堂的满意度(７８. ７１％) 高于企业供餐

(５６.４８％)(χ２ ＝ ４７.９３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北京市丰台区不同组别中小学生午餐满意度分布比较

组别 人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５５ ３０３(６６.５９) ８７(１９.１２) ６５(１４.２９) ９.１０ ０.０１

女 ３８１ ２５９(６７.９８) ９１(２３.８８) ３１(８.１４)
年级 二 ３０８ ２２１(７１.７５) ４３(１３.９６) ４４(１４.２９) １８.８９ <０.０１

五 ２７７ １８５(６６.７９) ６９(２４.９１) ２３(８.３０)
初二 ２５１ １５６(６２.１５) ６６(２６.２９) ２９(１１.５５)

供餐类型 学校食堂 ４０４ ３１８(７８.７１) ６０(１４.８５) ２６(６.４４) ４７.９３ <０.０１
企业供餐 ４３２ ２４４(５６.４８) １１８(２７.３１) ７０(１６.２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五年级和初二学生对午餐各指标的满意度在

５４.９４％ ~ ７４. ３８％ꎬ就餐环境和饭菜分量的满意度最

高ꎬ饭菜口味和饭菜外观的满意度最低ꎮ 进一步分析

发现ꎬ学校食堂的饭菜口味和外观的满意度均高于企

业送餐(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３２ꎬ１４.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

表 ２ꎮ

表 ２　 北京市丰台区中小学生学生午餐各指标满意度分布

项目 应答人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就餐环境 ５２７ ３９２(７４.３８) １０３(１９.５４) ３２(６.０７)
饭菜卫生 ５２６ ３５７(６７.８７) １０１(１９.２０) ６８(１２.９３)
饭菜外观 ５２５ ３２６(６２.１０) １４１(２６.２８) ５８(１１.０５)
饭菜分量 ５２３ ３７８(７２.２８) １００(１９.１２) ４５(８.６０)
饭菜口味 ５２６ ２８９(５４.９４) １３２(２５.１０) １０５(１９.９６)
食物搭配 ５２６ ３５３(６７.１１) １１９(２２.６２) ５４(１０.２７)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学生午餐的剩饭情况 　 有 ３３３ 名学生午餐有剩

饭ꎬ剩饭率为 ３９.８３％ꎬ其中主食剩饭 １２４ 名ꎬ剩饭率为

１４.８３％ꎻ肉菜剩饭 １５６ 名ꎬ剩饭率为 １８.６６％ꎬ素菜剩饭

２３４ 名ꎬ剩饭率为 ２７.９９％ꎮ 女生剩饭率高于男生ꎻ各
年级中ꎬ二年级学生剩饭率最高ꎬ且随着年级的升高ꎬ
剩饭率呈下降趋势ꎻ有老师提醒时剩饭率低于无老师

提醒时的剩饭率ꎻ由学校食堂供餐的学生剩饭率低于

企业送餐的学生剩饭率(Ｐ 值均<０.０５)ꎮ 对午餐不同

满意度的学生的剩饭率不同ꎬ且学生的剩饭率随着对

午餐的满意度降低而升高(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北京市丰台区不同组别中小学生剩饭报告率比较

组别 调查人数 剩饭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５５ １６７(３６.７０) ４.０８ ０.０４

女 ３８１ １６６(４３.５７)
年级 二 ３０８ １３７(４４.４８) ８.３５ ０.０２

五年级 ２７７ １１４(４１.１６)
初二 ２５１ ８２(３２.６７)

供餐类型 学校食堂 ４０４ １３５(３３.４２) １３.４３ <０.０１
企业供餐 ４３２ １９８(４５.８３)

有老师提醒 有 ５３８ １８６(３４.５７) １７.４２ <０.０１
　 吃完 无 ２９８ １４７(４９.３３)
对午餐的 满意 ５６２ １８１(３２.２１) ４５.６２ <０.０１
　 满意度 一般 １７８ ９１(５１.１２)

不满意 ９６ ６１(６３.５４)

　 注:()内数字为剩饭率 / ％ꎮ

２.３　 剩饭的原因分布　 ３３３ 名午餐有剩饭的学生中ꎬ
有 ５９.７６％因不喜欢某些食物而剩饭ꎬ为剩饭的主要原

因ꎻ其次为饭菜不好吃、太多ꎬ吃不完ꎮ 进一步分析发

现ꎬ学校食堂供餐的学生剩饭的主要原因为“不喜欢

某些食物”“太多ꎬ吃不完”ꎬ而企业送餐的学生剩饭的

主要原因为“饭菜不好吃” “不喜欢某些食物”ꎮ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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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ꎮ

表 ４　 北京市丰台区不同供餐模式中小学生剩饭原因报告率

类型 人数
饭菜

不好吃

不喜欢

某些食物

太多ꎬ
吃不完

节食

减肥
学校食堂 １３５ ４７(３４.８１) ６６(４８.８９) ６１(４５.１９) ９(６.６７)
企业送餐 １９８ １０２(５１.５２) １３３(６７.１７) ４１(２０.７１) １３(６.５７)
合计 ３３３ １４９(４４.７４) １９９(５９.７６) １０２(３０.６３) ２２(６.６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在本 研 究 中ꎬ 学 生 对 午 餐 的 总 体 满 意 度 为

６７.２２％ꎬ远高于 ２０１４ 年北京市崇文区(２３. ２９％) [８] ꎮ
本研究中的 ４ 所学校中有 ２ 所为学校食堂供餐ꎬ而学

校食堂的满意度又高于企业供餐ꎬ可能是本调查满意

度较高的一个原因ꎮ 学生对午餐的满意度随着年级

的增高而呈降低趋势ꎬ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ꎬ
学生的饮食口味等慢慢固定下来ꎬ且对菜品口味、卫
生状况等要求增高ꎬ与代旭等[９－１０] 研究结果一致ꎮ 目

前丰台区中小学校的供餐方式主要为学校供餐和企

业送餐ꎬ本研究中学校食堂的供餐满意度为 ７８.７１％ꎬ
高于企业供餐的 ５６.４８％ꎬ与代旭等[９] 研究结果一致ꎮ
可能是因为企业送餐从出餐到学生用餐需要较长的

时间[１１] ꎬ而饭菜出餐后随着时间的延长ꎬ色、香、味等

感官指标均下降[１２] ꎬ导致学生对营养餐的满意度下

降ꎮ
调查显示ꎬ学生的午餐剩饭率为 ３９.８３％ꎬ其中素

菜的剩饭比例最高ꎬ超过 １ / ４ 的学生素菜有剩余ꎬ肉菜

剩余最少ꎬ与黄珍茹等[５ꎬ１３]研究结果一致ꎬ提示学生饮

食习惯不均衡ꎬ喜欢吃肉类ꎬ这可能也是近年学生肥

胖率上升[１４－１５] 的原因之一ꎬ学生饮食不均衡ꎬ出现挑

食剩饭的情况ꎬ也可能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１６] ꎮ
因此ꎬ在平时的饮食健康教育中应加强学生对素菜对

健康重要性的了解ꎮ 虽然学生对午餐的满意度随着

年级的增高也呈降低趋势ꎬ但剩饭率随着年级的增高

而呈降低趋势ꎬ且男生的剩饭率低于女生ꎬ可能是因

为高年级学生和男生随着身体的发育需要更多的能

量ꎬ从而导致进食增加ꎬ提示在供餐中应根据学生年

龄和性别提供不同量的午餐ꎬ比如采取二次供餐ꎬ或
自助半自助的供餐形式ꎬ或提供半份菜、小份饭ꎬ让学

生按需取餐ꎬ做到“吃多少取多少ꎬ取多少吃多少”ꎬ最
大限度防止因学生年龄、体质等个体差异造成的就餐

浪费ꎮ 本调查发现ꎬ在有老师提醒的情况下ꎬ学生午

餐剩饭率要比无老师提醒低ꎬ提示学生就餐时老师应

多给予相应的提醒ꎬ并同时开展一些相关饮食健康教

育ꎬ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ꎮ
本研究中ꎬ学生的剩饭率随着满意度的减少而增

加ꎬ企业供餐方式比学校食堂供餐剩饭率更高ꎬ可能

是由于学生对企业供餐的满意度较低导致的ꎬ而企业

供餐是最主要的学校供餐方式[５ꎬ８ꎬ１１] ꎮ 因此ꎬ提高企

业供餐质量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午餐的满意度ꎬ降低学

生剩饭率ꎮ 针对企业供餐从出餐到学生用餐需要较

长时间的问题ꎬ建议学校选择就近的送餐企业ꎬ或尝

试企业上门承包的供餐方式ꎮ 在剩饭的原因中ꎬ企业

供餐的问题主要是饭菜口味不能满足学生要求ꎬ除供

餐时间较长外ꎬ也可能是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原因ꎬ
为降低成本而降低饭菜质量ꎮ 对此ꎬ建议学校做好监

督工作ꎬ并根据供餐质量定期更换供餐企业ꎬ以提高

企业供餐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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