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8· 空堡煎塑堑堂鲞查；!堕生!旦箜堑鲞箜!塑曼!也』曼gi!!里型!』!竖；业!，塑!．!!!垒受：!

四川省成都市流动人口中孕妇营养知识及

饮食行为的研究

曾果 张琚 梁家智 周容 宋明瑛 张英杰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描述成都市流动孕妇的营养知识、态度及饮食行为(KAP)现状，探讨其影响因

素，为城市流动孕妇营养保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成都市171名流动孕妇

进行调查。结果流动孕妇的营养KAP水平较差，总合格率为25．1％；营养知识合格率为27．5％，在

对奶类营养价值和孕期不同阶段对营养需求不同的认识上低于当地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营养态

度普遍较好；对孕妇和胎儿健康特别重要的奶类、蛋类、豆类、海产品、动物内脏和血、坚果类摄入频率

不足，尤其是奶类明显低于当地孕妇；营养K、A、P之间有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322、0．285、

0．173；孕妇营养KAP水平主要受孕妇文化程度和丈夫职业的影响，标准偏相关系数(p值)分别为

0．248、0．312(P<0．01)；孕妇希望获得营养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医护人员、营养师和专业书籍。结论

目前成都市流动孕妇的营养知识和饮食行为存在诸多问题，应重点加强对流动孕妇进行专业营养知

识和技能的宣传普及。

【关键词】流动人口；孕妇；营养；知识、态度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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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

on nutrition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the“floating”women under pregnancy．Methods 171

subjects in Chengdu，China were surveyed cross—sectionally by questionnaires． Results Most participants

express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nutrition and health，however， only 25．1％ of the subjects under

study had a better krlowledge on nutrition and on healthy dietary practices． Frequency ot the important

f00ds(milk，egg，soy bean，nut，seaf00d etc．)intake were not enough during pregnancy．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nut“tion K，A and P(r=0．322，0．285，0．173；P<0．05)．Level

of education among the pregnant women under mobility and occupation of their husbands were the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their KAP 1evel on nutrition(p=0．248，0．312；P<0．01)．Medical staff，dieticians

and specific boOks were the major sources of info肿ation on nut“tion． Conclusion IⅥore educational

programs were needed to impmve the knowledge and dietary behavior on nutrition to this pOpulation．

【Key words】 Mobile；Pregnant women；Nut“tion；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

流动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重要

作用，但他们经济收入普遍较低，医疗卫生保障严重

不足，尤其是孕妇的营养健康状况令人堪忧，这直接

关系到胎儿的正常发育和国家人口质量总体水平的

提高。研究表明：提供充足食物，开展营养健康教

育，提高孕妇营养知识、态度、行为(KAP)水平是改

善其营养状况和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H。。目前，我

作者单位：610041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曾果、张

琚、宋明瑛、张英杰)；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梁家智)；四川大学华西妇

女儿童医院(周容)

国流动孕妇的营养状况研究不多，本课题旨在通过

描述成都市流动孕妇营养KAP现状，分析主要影响

因素，为今后我国开展孕妇营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选取2004年3—4月成都市某省

级妇幼保健院产科所有来做产前检查、预产期为

2004年4—11月的建卡流动人口孕妇171名和本地

孕妇158名(两组的年龄和孕期构成相似)。选取标

准为年龄20～40岁，单胎，无传染病，无糖尿病、妊

高症等并发症的健康孕妇。由于目前我国关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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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概念还没有统一标准，鉴于本课题的特点，我

们的调查对象定义为非本地户籍，且离开原户籍所

在地30天以上的流动孕妇。

2．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结合孕期营养

需要特点，参照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孕妇膳食指南，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包括产前检查：贫血数据为

与产检当天最近的一次血常规检查；孕前体重指数

(BMI)为孕妇口述孕前3个月的通常体重；文中按

我国BMl分类标准，BMI<18．5为消瘦，BMI

18．5～23．9为正常]，营养知识(13题)、态度(3题)、

行为(15题)及营养信息来源等，对问卷进行专业量

化评分，总分35分。以达到总分80％为合格。

3．质量控制：预调查进行复测信度检验，r>

0．7；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指导孕妇现场独立完成问

卷，现场补漏纠错；回收问卷由专人核对检查，计算

机逻辑纠错。

4．统计学分析：采用Excel建库，用SPSs 11．5

统计软件进行频度描述、Y2检验、相关分析、逐步回

归分析等统计分析。

结 果

1．一般情况：流动孕妇171名，平均年龄26．8

岁，中晚孕期者94．2％，汉族98．8％，文化程度以高

中和中专居多(71．3％)，丈夫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

上者为43．3％，个人食物消费多(78．4％)为150～

300元／月，住房环境差占32．7％。孕期出现过“小

腿抽筋”者占46．8％。按WHo贫血诊断标准(血红

蛋白<110 g／L)，贫血率达33．1％，明显高于当地孕

妇(27．6％)。按国内成年人BMI标准，孕前BMI

异常者占1／3，其中体重偏低占28．1％(48人)，超重

及肥胖占5．9％(10人)；按wHo标准，孕前体重偏

低者约占一半(85人)，超重及肥胖占1．8％(3人)。

2．营养KAP水平：结果显示，流动孕妇营养

KAP总分合格率仅为25．1％，其中营养知识合格率

为27．5％。流动孕妇和当地孕妇营养知识知晓率比

较，结果显示：流动孕妇的营养基础知识普遍较低，

在钙的最佳食物来源(奶类)、误认为牛奶是富含铁

的食物、孕期不同阶段营养需求是否相同、如何合理

搭配饮食4个题上明显低于当地孕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表1)。流动孕妇对营养的认识普遍较好，

认为饮食对自己和胎儿都重要者占99．4％，希望了

解孕期相关营养知识者97．1％，愿意改变不良饮食

习惯者90．1％。在饮食行为方面，75％以上流动孕

妇每天都摄入米面、蔬菜和水果；55％以上每天摄入

畜肉、蛋类和奶类；但50％以上几乎从不吃禽肉和

水产类；近50％孕妇几乎不吃豆类和坚果类；约

80％几乎不吃动物内脏；90％以上孕妇几乎从不吃

动物血(表2)。每天喝奶类及其制品的比例在流动

和当地孕妇分别为69．6％和79．7％，分析发现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34)，这和流动孕妇对奶类的

营养价值认识不如当地孕妇的结论是一致的。

表1 成都市两组孕妇营养知识的知晓率比较(f检验)

表2 成都市171名流动人口孕妇各类食物摄入频率分布

米面 158

蔬菜 150

水果 135

畜肉类 104

禽肉类 18

蛋类 99

水产品类 12

奶类 119

豆类 35

坚果类 22

油炸食品 0

腌制食品 0

动物内脏 1

动物血 O

酒类 O

92．4

87．7

78 9

60．8

10．5

57 9

7．O

69 6

20．5

12．9

0．O

0．O

O．6

0．0

0．O

4 7

11．1

15．8

21 6

38．O

20．5

27．5

18．1

36．8

40．4

0．6

8．2

21．6

5 3

O O

*括号内数据为从不喝，括号外数据为偶尔喝

3．营养KAP相关性及影响因素：对流动孕妇的

营养K、A、P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三者具有明

显相关性，K—A相关系数(r)=0．232、K—P，一=0．285

(P<0．01)、A—P，．=0．173(P<0．05)。以年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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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和职业(孕妇和丈夫)、孕期、个人食物消费及

住房环境等因素作自变量，营养KAP分值作为因变

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孕妇文化程

度和丈夫职业对营养KAP水平有显著性影响，B值

分别为0．248、0．312(P<0．01)，说明丈夫对妻子营

养KAP的影响最为明显(表3)。对以上两个因素

进行平行分组，各组作哑变量处理，进一步分析发

现：孕妇大专及以上文化者KAP分值大于初中及以

下、丈夫脑力劳动分别大于体力劳动及其他职业，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个人食物消费支出

对营养KAP水平的负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4)，说明经济收入不是主要影响因素，关

键还是要加强营养教育。另外，以流动孕妇每种食

物摄入频率合理与否作为自变量，孕妇血红蛋白含

量作为因变量作逐步回归分析发现，纳入方程的只

有动物血的摄入频率(J3=0．275，P=0．002)，而畜

禽类、蛋类、水果蔬菜等14个变量未发现显著影响。

表3 流动孕妇营养KAP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 口值 如 口值 ￡值 P值

表4 文化程度和丈夫职业分组对流动人口

孕妇KAP的影响

项目鬯娑尹 项目 唑尹
文化程度 丈夫职业

初中及以下A 22 91±3 82 脑力劳动c 26．70±2．95

高中及中专AB 24．97±4．07 体力劳动D 23．65±4．01

大专及以上A 26．37±3．28 其他 D 23 08±4．92

注：文化程度A、B和丈夫职业C、D不l司的组表不组I司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 05)

4．营养相关信息来源：获取营养信息的实际和

希望途径分别为专业书籍(62．0％，47．4％)、医护人

员(59．1％，75．4％)、亲朋好友(39．2％，15．8％)、报

刊杂志／广播电视(26．3％，24．0％)、网络(7．0％，

6．4％)、营养师(1．8％，40．4％)。

5．其他营养相关行为：调查还发现，孕妇孕期饮

食安排相对合理，选择食物的考虑因素依次为营养

价值(69．0％)、口味(39．2％)、烹调方便(7．0％)、价

格(1．8％)。常用烹调方式比率依次为炖(82．5％)、

炒(69．0％)、煮(59．6％)、蒸(28．1％)、煎(3．5％)、

炸(1．2％)。用餐频率的分布为主餐每天3次

(91．8％)、4次(3．5％)、2次(4．7％)；问餐每天1～2

次(66．1％)、≥3次(19．9％)、没有加餐(13．5％)。

71．3％的孕妇在孕期使用过营养补充剂，包括钙制

剂(56．7％)、维生素(35．7％)、铁制剂(17．0％)、蛋

白粉(11．7％)。但是，流动孕妇的生活方式存在一

定的问题。有56．7％的孕妇在孕期无适量体力活

动，56．1％从未参加过孕妇营养讲座；绝大多数孕妇

在孕期不吸烟，但43．9％经常接触吸烟者；29．8％不

清楚如何安排孕期饮食；18．7％没有注意吃对胎儿

有益的食物；仅17．5％孕妇的孕期饮食是单独安排；

13．5％的孕妇在孕期偶尔饮酒，2．9％在孕期喝过咖

啡或咖啡因饮料。

讨 论

健康教育中“K—A—P”模式认为，只有掌握一定

程度的知识，才能使态度转变及采取合理行为成为

可能心J。本次调查也显示孕妇营养KAP之间存在

明显正相关，需要通过强化营养教育来实现从营养

知识向正确饮食行为的转变。本次调查的建卡流动

孕妇具有良好营养态度，但营养知识掌握程度普遍

较差，其他经济条件差的贫困流动孕妇情况更加令

人堪忧，建议国家对流动孕妇进行系统化教育和

管理。

1．营养教育的重点人群与方式：与Reed等∞o报

道相似，孕妇文化程度是影响KAP水平的主要因

素，本次调查也发现营养知识缺乏在文化程度低的

流动孕妇中表现更为突出，应该成为重点教育人群，

结合其流动和散居的特点，提供定期或者不定期孕

期营养服务，如咨询热线、营养门诊、上门服务、社区

宣传、营养讲座、传媒教育等。调查也发现，丈夫职

业从某种意义上代表其文化程度，对妻子营养KAP

的影响程度大于她本人，提示应同时对其密切接触

的家属进行营养指导，开展同伴教育。从获取营养

保健信息的途径中得知，孕妇最希望通过医护人员

和营养师获得营养信息，这与赵秀艳等H1的报道类

似，因此，专业医护工作者的服务中需要增加营养保

健知识的指导，甚至配备相应的营养科室和专职营

养师。

2．加强重点营养知识的普及：本次调查发现，流

动孕妇不合理饮食行为的主要原因是营养知识的缺

乏，故应该强调以下四方面营养知识的普及。

(1)孕期增加奶类、水产类、豆类、坚果、动物内

脏和血(中国营养学会特别推荐)的摄入。流动孕妇

的奶类及其制品摄入较低，且大多认识不到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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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的良好来源；对富含优质蛋白和矿物质的蛋类和

水产类，以及富含优质蛋白并含较低脂肪的经济营

养的豆类和坚果类食用也很少；几乎不吃动物内脏

和血，不知道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易吸收的矿物质，

对孕妇健康和胎儿发育都有良好促进作用，并可以

有效预防孕期常见病、多发病¨一。

(2)宣传孕期贫血防治和孕前BMI的相关知

识。我国孕妇贫血患病率约为35％(22％～

50％)‘6。，其中主要为缺铁性贫血o 7’。本次调查流动

人口孕妇贫血问题更加突出，而影响因素主要是动

物血的摄入偏低，原因可能是知识缺乏和口感不好，

故应加强其营养价值的宣传。孕前BMI偏低的原

因与动物性食物等能量摄入不足有关，孕前体重过

低或过高都会增加低体重儿和巨大儿的发生率，保

持适宜体重对孕妇远期健康和再次妊娠都有好

处旧。，因此孕前营养教育工作同样值得关注。

(3)增强孕期营养需要和饮食安排、搭配的知识

与技能。孕期食物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是营养价值

和口味，这对增加食欲和营养均衡都有重要影响，但

与本次调查孕妇营养知识水平偏低的结果相矛盾，

说明孕妇并未理解营养价值的真正含义，故应加强

科学的饮食指导。本次调查一半以上孕妇在孕期使

用过营养补充剂，但其营养KAP水平却不高，提示

该人群使用营养补充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受到较

多的不实广告宣传的影响，甚至出现营养剂补充过

量的现象，因此，需要增强科学的孕期营养知识宣

传，建议孕妇应以合理饮食为首选，在医生指导下科

学使用营养补充剂。

(4)安排合理的生活方式。许多研究表明适量

规律的运动可防止孕妇体质下降、保持适宜体重、利

于分娩’9。，故孕妇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适宜运动，如

散步、有氧体操、游泳等。大量研究证明，孕妇吸烟

是低出生体重儿的重要危险因素，并影响婴儿的死

亡率和存活婴儿的远期健康u⋯，而孕妇被动吸烟与

主动吸烟对胎儿产生的危害是一样的H¨。另外，孕

妇应绝对禁酒，特别是在孕早期，即使少量饮用一些

含酒精的饮料，也会影响胎儿发育。

3．增设孕产妇营养科室：多数流动孕妇希望获

得营养师的专业指导，但实际提供的服务太少，亟待

提高，建议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设立专门的营养科室，

并对流动孕妇设立营养状况信息档案，一份存档备

案，一份孕妇随身携带，便于实时提供服务。

4．国家政策支持：政府应该高度关注城市中贫

困流动孕妇的营养状况，基于经济因素，建议仿效国

外经验，向其提供免费的牛奶补贴券，改善流动孕妇

奶类摄入的严重不足，促进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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