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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 ! 岁以下儿童辅食添加状况调查

党少农 颜虹 王学良 曾令霞 谢红

【摘要】 目的 了解西藏地区 ! 岁以下儿童的辅食添加状况。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与分

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法，获得" #$$对母与子，通过母亲回顾调查了儿童的辅食添加情况，并与 "%%$ 年中

国 % 市（城区和郊区）& 岁以下儿童及同时期中国西部 ’( 个贫困县农村 ! 岁以下儿童喂养状况比较。

结果 西藏地区 ! 岁以下儿童辅食添加中糌粑（熟青稞面和酥油茶的混合物）添加最早，平均在出生

后")%*月龄，男童稍早于女童，但其他辅食的添加两者间差异无显著性。城市儿童添加辅食明显早于

农村儿童，到 ’ 月龄时，城市中仅有"()#+的儿童尚未添加辅食，而农村却仍有,")&+的儿童尚未添

加；农区儿童添加辅食早于牧区儿童，到 ’ 月龄尚未添加辅食的比例分别为"’),+和!()%+；鸡蛋和

猪、牛、羊肉类的添加时间在* - % 月龄之间，城市添加比例和频率高于农村；西藏儿童到 # 月龄时只

有"")$+尚未添加任何辅食，明显低于西部 ’( 个贫困县（’$),+）。在动物性辅食的添加上，西藏儿

童也较早，到 # 月龄尚未添加任何动物性辅食的儿童比例为 ’%+，而西部 ’( 个县则为#")’+。到 #
月龄时下列各类辅食的添加比例分别为：糌粑*%)"+、鸡蛋,,)"+、鲜奶,%)"+、猪牛羊肉,!)$+、蔬菜

"&)$+、豆制品()&$+、鱼肉")(!+、鸡肉!)!$+。结论 西藏地区 ! 岁以下儿童的喂养方式较平原地

区有很大的区别，其辅食结构以糌粑为主，辅以少数几种食品（奶、肉），缺少蔬菜，特别是农牧区。豆

制品、鸡、鱼肉类不是普遍添加的辅食。辅食添加早，种类单调是其喂养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特点，改

善辅食添加是改善该地区儿童营养状况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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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食添加不合理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儿童营养状

况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坚持母乳喂养的同

时，适时、合理地添加辅食是保证小儿正常生长发育

和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西藏地区目前尚没有儿

童喂养方面的系统资料，然而由于该地区独特的地

理环境和藏民族特殊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所以有必

要了解和研究西藏儿童的喂养状况。在卫生部与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于 !""" 年 # $ " 月对西

藏自治区 % 岁以下儿童的喂养状况进行了调查。

对象与方法

! &研究对象：西藏自治区的拉萨、日喀则、山南、

林芝、昌都、阿里和那曲 ’ 个地区中年龄 ( % 岁儿童

及其母亲。

) &抽样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法。首

先按地区分层，根据人口数按比例随机抽取到县，然

后每个抽样县中随机抽取 * 个乡，每个乡随机抽取

)+ 户有 ( *+ 岁育龄妇女的家庭，若该妇女有 ! 个 (
% 岁儿童，则该儿童就作为调查对象。若该妇女有 )
个以上 ( % 岁儿童，则从中随机抽取 ! 名儿童调查。

城市以居委会分层后抽样。

% &调查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法。分 ’ 个经过

培训的调查队以入户访问的方式按统一的调查问卷

及方法进行调查。儿童辅食添加情况包括添加辅食

的时间、种类、各类辅食添加的频率等。

, &质量控制：为保证调查结果准确可靠，采取以

下几项措施：!严格培训调查人员。在现场调查前，

对调查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和现场调查实习，充分理

解调查项目的意义，统一询问和测量方法，统一藏语

翻译的标准。"现场调查中及时审核问卷。调查表

实行 % 次审核，即调查员现场审核、调查员交换审核

及调查队负责人全面审核。

* &统计学分析：利用 -./ 0123 4 &+软件建立数据

库和逻辑检错程序，采用二次录入法录入数据。使

用 565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与中国西部 ,+
个贫困县农村 % 岁以下儿童资料［)］（该资料与本研

究在儿童喂养的定义、调查方法及主要调查人员相

同，调查时间基本相同）及 !""* 年中国 " 市（城区和

郊区）’ 岁以下儿童资料进行比较［%］。假设检验的

显著性水平均设定为#7 +&+*。

结 果

!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本调查共获得 )" 个

抽样县，!,* 个抽样乡，平均海拔% #*% 8。共调查

! 4*’对母子。剔除其中%4 &+!和%4 &%’月龄的 ) 名儿

童后，最终获得 % 岁以下儿童! 4**人。藏族儿童占

"# &)9，其他民族人数很少，分析时没有剔除这些儿

童（表 !）。

表! 西藏 ’ 个地区! 4**名 % 岁以下儿童基本特征

变 量 调查人数 构成比（9）

性别

男 #,4 *! &!
女 #+" ,# &"

年龄（月龄）

+ $ !"% !! &’
4 $ %+! !# &’

!) $ %%) )+ &!
!# $ %,+ )+ &4
), $ )4) !* &#
%+ $ ))4 !% &’

民族

藏族 ! 4)4 "# &)
其他民族! )" ! &#

居住地

城市 ))" !% &#
农村 ! ,)4 #4 &)

农业区 ’’" *, &4
纯牧或半牧区 4,’ ,* &,

! 包括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

) &辅食添加时间：在各类辅食中以添加糌粑为

最早，平均在出生后! &"#月龄，添加鸡蛋、猪牛羊肉

的平均月龄是# $ " 月龄，而添加鱼、鸡肉和豆制品

的时间较晚，约在 ! 岁左右。男童除了添加糌粑稍

早于女童外，其余辅食的添加时间与女童无明显

差异。

城市儿童在糌粑、鸡蛋、非奶粉配方食品、猪牛

羊肉及蔬菜的添加上要明显早于农村儿童；农区儿

童添加糌粑、稀饭和非奶粉配方食品的时间要早于

牧区儿童，而鲜奶的添加要晚于牧区。

% &辅食添加比例：表 ) 显示到 , 月龄时 #+9的

儿童 已 经 添 加 了 辅 食，以 糌 粑 的 添 加 比 例 最 高

（#! &!*9），其次是稀饭，而此时仅有 !+ &#*9的儿童

添加了鸡蛋；到 4 月龄时各类辅食的添加比例均有

所上升，但鸡蛋和蔬菜的添加比例仍很低，鲜奶和猪

牛羊肉的添加比例上升到 )*9 左右，但此时有近

*+9的儿童没有添加任何动物性食品；到 !) 月龄

时，仍有 !"9的儿童未添加任何动物性食品，此时

也只有 *+9的儿童添加了鸡蛋，而添加猪牛羊肉的

比例此时较高，达到 ’#9。添加鱼、鸡肉和豆制品

的比例甚低，到 , 月龄时几乎没有儿童添加鱼肉和

豆制品，添加鸡肉的比例也不到 )9，到 4 月龄时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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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这三种食品的比例也只在!" # $"，到 !% 月龄时

此比例仍很低。

城市儿童从 & 月龄起除添加鲜奶的比例低于农

村外，其余辅食的添加显著高于农村；牧区儿童从 &
月龄起添加鲜奶的比例高于农区，其余辅食的添加

显著低于农区，添加非奶粉配方食品、豆腐或豆制

品、鱼和鸡肉在农牧区比例甚低。

由表 $ 可见儿童添加辅食普遍较早，到 & 月龄

时未添加辅食的比例仅有 %’"左右。男童添加辅

食早于女童，城市早于农村，农区早于牧区。

表 & 显示在蛋白质辅食的添加上，男女差异无

显著性，农牧区间差异无显著性，但城市明显早于农

村，且添加比例显著高于农村。

& (辅食添加频率：糌粑是添加频率最高的辅食，

绝大多数儿童每天都要添加，仅有!$ (!"的儿童每

天添加 鸡 蛋，每 周 添 加 鸡 蛋 % # $ 次 的 儿 童 不 到

$’"，猪牛羊肉的添加较为频繁，每天添加的比例为

%) (*+"，每周添加% # $ 次的比例达到%, (&*"。男

女童在添加这几种辅食的频率上差别无显著性。城

市儿 童 添 加 各 类 蛋 白 质 食 品 的 频 率 要 高 于 农 村

（! - ’(’!），农 区 儿 童 添 加 鸡 蛋 的 频 率 高 于 牧 区

（! - ’(’*）。

* (与中国西部 &’ 个贫困县农村儿童辅食添加

的比较：西藏儿童到 & 月龄和 . 月龄未添加任何辅

食的儿童比例显著少于西部农村（! - ’(’’!），到 .
月龄未添加任何动物性辅食的儿童比例也显著低于

西部农村（! - ’(’’!）（图 !）。到 . 月龄时西藏儿童

添加 鸡 蛋 和 蔬 菜 的 比 例 显 著 低 于 西 部 农 村 儿 童

（! - ’(’’!），而添加鲜奶和猪牛羊肉的比例则显著

高于西部农村（! - ’(’’!）；两地区儿童到 . 月龄时

添加豆类、鱼和鸡肉的比例都是不普遍的，但西藏地

区儿童仍显著低于西部农村（! - ’(’’!）（图 %）。

讨 论

西藏地区儿童辅食添加较早，平均在出生后 %
月龄左右，到 & 月龄已近 +’"的儿童添加了辅食，&
月龄内的纯母乳喂养率仅为 %’ (’+"［$］，而西部 &’
个贫困县农村儿童此时的添加比例仅为$&"［%］。

表! 西藏 , 个地区儿童添加辅食各年龄段的比较

添加辅食种类
& 月龄

人数 百分比

. 月龄

人数 百分比

) 月龄

人数 百分比

!% 月龄

人数 百分比

!+ 月龄

人数 百分比

稀饭 ! ’&’ .,(&’ ! !!* ,.(%. ! ’,% +% (%) ! ’’+ +.()’ ,$* ++ (..
糌粑 ! %*$ +!(!* ! $’$ +)(!% ! %%) )& (%* ! !$, ),()$ +!. )+ (&$
鸡蛋 !.+ !’(++ $%$ %% (’) &!* $! (+’ *.+ &+ ()% &.+ *. (&*
鲜奶 %)) !)($+ &%* %) (’) &.+ $* (+) *$$ &* ()* &!+ *’ (&+
奶粉 %,$ !,(.+ $$% %% (,! $*+ %, (&$ $.. $! (*% %+! $$ ()’
非奶粉配方食品 *. $(.$ !$% )(’$ !+& !& (!’ %$, %’(&! %’! %&(%*
豆腐或豆制品 $ ’(!) !! ’ (,* %% ! (.) .’ * (!, .! , ($.
鱼肉 & ’(%. !* ! (’$ %+ % (!* ,% . (%’ ,% + (.)
鸡肉 %. !(.) &) $ ($* +$ . ($, !*, !$(*$ !&+ !,(+,
猪牛羊肉 !%$ ,()+ $&$ %$(*! *.. &$ (&, )!’ ,+(*+ ,*& )!(!,
蔬菜 +) *(,, %** !,(&, &,+ $. (.+ +!, ,’(&) .)$ +$(+’

表" 西藏 , 个地区各年龄段未添加任何辅食的儿童比例（"）

月龄
性 别

男 女 ! 值

城 乡

城市 农村 ! 值

农 牧 区

农区 牧区 ! 值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西藏 , 个地区各年龄段未添加任何蛋白质辅食的儿童比例（"）

月龄
性 别

男 女 ! 值

城 乡

城市 农村 ! 值

农 牧 区

农区 牧区 ! 值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蛋白质辅食是指鸡蛋、奶和奶制品、豆类及各种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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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西藏地区与中国西部 !" 个贫困县农村

儿童辅食添加的比较

图" 西藏地区与中国西部 !" 个贫困县农村儿童到

# 个月时各类辅食添加比例的比较

西藏地区儿童辅食添加的基本特点是男童添加早于

女童，城市早于农村，农区早于牧区。所添加辅食的

种类和顺序是：糌粑和稀饭、鲜奶和奶粉、鸡蛋和猪

牛羊肉，而蔬菜添加最晚。豆制品、鱼肉和鸡肉与平

原农村一样不是普遍添加的食品，但与之相比还要

低，这可能与生活习惯和食物获取的难易有关。糌

粑是儿童最早添加的辅食，也是儿童主要的辅食。

除糌粑外，鲜奶和猪牛羊肉也是添加比例较大的辅

食，到 # 月龄时已经分别有$% &’(和$) &*(的儿童

添加了鲜奶和肉类，这一比例远高于文献报道［!］，尤

其是农牧区，这可能与当地人群以奶和肉为生活必

需品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鸡蛋的添加在城市是

相对普遍的，城市儿童到 # 月龄时 !)( 添加了鸡

蛋，该比例接近文献报道［!］的水平。而农牧区鸡蛋

的添加比例仅有’+ &+(，远低于上述水平［!］。这一

差别可能与经济条件、生活习惯以及食物的利用程

度有很大关系。城市经济条件好，鸡蛋容易获得，母

亲的文化程度较高，观念较新，而在农牧区糌粑、奶、

肉为主的生活习惯影响了鸡蛋的添加，另外鸡蛋在

一些牧区也不易获得。蔬菜是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然而在该地区添加蔬菜的比例较低，特别是牧区，这

与当地蔬菜稀少，较难获得有很大关系。

西藏地区 ) 岁以下儿童的喂养方式较平原地区

有很大的区别，辅食添加早，种类单调是其喂养方面

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多数研究建议在群体水平

上，! 月龄之前不应当添加其他食物和液体，’%%* 年

,-. 建议! / # 月龄添加辅食是比较合理的，! 月龄

内纯母乳喂养率应当达到 +"(以上［’］，按此标准显

然西藏儿童添加辅食过早，这与当地人群的生活习

惯有密切关系，所以提高 ! 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在

客观上有很大的困难，而且目前尚缺乏西藏地区儿

童早 期 添 加 辅 食 对 儿 童 生 长 发 育 影 响 的 系 统 研

究［)］。所以在不能提高 ! 月龄内纯母乳喂养，尚不

明确西藏儿童早期添加辅食的远期影响时，进一步

提高母乳喂养，改善辅食添加现状则是非常必要的。

西藏地区特别是广大农牧区儿童的辅食结构是以糌

粑为主，辅以少数几种食品（奶、肉），缺少蔬菜、肉类

的添加也非经常。所以辅食添加不良可能是影响当

地儿童生长发育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次调查也发

现 # 月龄后没有添加过任何动物性食品的儿童，其

生长发育明显减低。故要改善西藏地区儿童的营养

状况，改善辅食添加是一个突出的重要环节。为此，

一方面，要大力进行营养健康教育，宣传正确的喂养

知识，提高母亲的文化程度。另一方面，西藏地区地

处高寒，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食品种类单调，蔬

菜、水果更是罕见，致使儿童难以获得丰富的辅食。

所以大力发展经济，开展大棚菜种植，丰富食品的种

类，提高食物的利用程度，是改善儿童营养状况的根

本措施。近年该地区有关学龄儿童营养状况的调查

也显示儿童的身高体重的增加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有

很大关系［*］。

（本项研究是在卫生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在

西藏 0 个地区开展的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调查研究，由 0 个

经过培训的调查队历时近 $ 个月的时间完成调查工作。西

藏自治区卫生厅妇幼处及拉萨市、林芝地区、日喀则地区、山

南地区、昌都地区、那曲地区、阿里地区妇幼保健院协助现场

调查，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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