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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现状及变化趋势

翟凤英 何宇纳 马冠生 李艳平 王志宏 胡以松 赵丽云 崔朝辉 李园 杨晓光

【摘要】 目的 描述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现状及变化趋势。方法 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132个调查点中选取23 470户进行膳食调查，共调查68 962人。膳食调查采用连续3天24

小时回顾询问法调查居民所有摄人食物，及用“称重法”调查家庭调味品消费量。结果 居民平均每

标准人日粮谷类食物摄入量为402 g(城市居民366 g、农村居民416 g)，蔬菜为276 g(城市居民252 g、

农村居民286 g)，水果为45 g(城市居民69 g、农村居民36 g)，畜禽肉类为79 g(城市居民105 g、农村居

民69 g)，水产品类为30 g(城市居民45 g、农村居民24 g)，蛋类24 g(城市居民33 g、农村居民20 g)，奶

类及其制品为27 g(城市居民66 g、农村居民11 g)，豆类及其制品为16 g，食用油摄入量为42 g(城市居

民44 g、农村居民4l g)，食盐为12 g(城市居民11 g、农村居民12 g)，酱油为9 g(城市居民11 g、农村居

民8 g)。结论中国城乡居民膳食质量有所提高，其中动物性、奶类食物及油脂类的摄入量均有所增

加。但膳食中奶类、豆类摄入量仍然很低。城市居民膳食中谷类食物、蔬菜、水果的消费量出现了下

降趋势，但动物性食物和油脂摄入量明显上升，出现了失衡的现象。膳食结构趋向“高能量密度”，部

分人群的膳食已经偏离了平衡膳食的要求。当前中国的营养改善工作应从营养状况的双重负担的特

点出发，同时解决营养不良和营养失衡的问题。

【关键词l营养调查；膳食摄入；食物消费

Study蚰the cuI’rent stat砸and trend of food consumption锄佃g Chinese populati蛐2r鼢工F匆咒g一少咒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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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 of f∞d∞nsumption among Chinese

resident& Methods 23 470 households including 68 962 subjects were randomly sampled from 132

counties in 3 1 provinces，autononl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A 24一hour dietary recaU method for 3

consecutive days was used to coUect infomation on foOd intake，but the condiment intake was collected by

weighting method．R髑ults The average f00d∞nsumption per reference man per day of Chinese people

included 402 g(urban／rural：366 g／416 g)cereals；276 g(urban／rural：252 g／286 g)vegetables；45 g

(urban／rural：69 g／36 g)fruits；79 g(urban／rural：105 g／69 g)meats；30 g(urball／rural：45 g／24 g)fishery

products；24 g(urban／rural：33 d20 g)eggS；27 g(urba州rural：66 g／11 g)dairy；16 g legume；42 g

(urban／rural：44 d41 g)edible oil；12 g(urban／rural：11 g／12 g)salt；9 g(urban／rural：11∥8 g)soy

sauce．Conclusions For Chinese residents， the quality of diet had been improved and consumpti彻s of

animal productS， milk， and edible oil had been increased， but the consumptions of dairy and legume

products intake was still low which called for improvement． The unbalance was characterized as the

downward trend in cereal，vegetable and fruit∞nsumption but significant increaSed in animal prcHducts and

oil intake among urban people． Dietary pattem of S0me subjects adopted a“high energy density”diet．

Double burdens from unde卜nutrition and aver-nutrition should both be considered as Drobl锄s which asked

for attention by the gover姗ent and researchers．

【Key w叫ds】 Nutrition survey；Dietary intake；Fbod consumption

居民的膳食营养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获得营养适宜且安全的食物是

基金项目：卫生部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基金资助

项目(2001DEA30035，2003DIA6N008)

作者单位：100050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

全所

每一个人的权利uJ。为了及时掌握我国城乡居民膳

食营养与健康的现状，2002年8—12月，由国家卫生

部、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的领导和组织，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相关部门的紧密配合和参与，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了“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我们利

用此次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现状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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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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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对象：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132个县中，调查了23 470户的膳食状况，共调查

68 962人。

2．调查方法：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本次调查

将我国分成6个不同经济类型地区，即大城市、中小

城市、一至四类农村。从每一类地区中随机抽取22

个县(市区)。6类地区中共抽取132个样本县／区。

第二阶段按等容量从每个样本县／区中随机抽取3

个乡镇／街道；第三阶段按等容量从每个乡镇／街道

中随机抽取2个村／居委会；第四阶段从每个村／居

委会中随机抽取90户家庭。膳食调查户抽样是在

第四阶段抽取的90户中再随机抽取30户家庭。采

用连续3天24小时回顾询问法调查所有摄入食物，

采用家庭食物称重法调查家庭调味品消费量晗o，对

我国居民平均食物摄入量进行分析，食物按照食物

成分表进行分类b1，结果以每标准人日摄人量表述

(标准人是指18岁从事极轻体力活动的成年男子)。

3．统计学分析：估计城市、农村及全国总体的各

种食物摄入量，按照以2000年全国6类地区人口构

成加权调整H J。数据分析使用SAS 8．2软件。

结 果

1．基本状况：全国共调查23 470户，其中城市居

民7687户，农村居民15 783户；调查68 962人(城市

居民21 103人、农村居民47 859人)，男性33 551人

(城市居民10 027人、农村居民23 524人)，女性

35 411人(城市居民11 076人、农村居民24 335人)；

2～5岁3041人，6～17岁12 527人，18～44岁

26 476人，45～59岁16 922人，≥60岁9996人。

2．粮谷类食物消费状况：2002年我国居民平均

每标准人日粮谷类食物摄人量为402 g(其中大米及

其制品238 g、面粉及其制品140 g、杂粮24 g)。城市

居民粮谷类食物摄入量366 g(其中大米及其制品

218 g、面粉及其制品132 g、杂粮16 g)；农村居民谷

类食物摄人量416 g(其中大米及其制品246 g、面粉

及其制品144 g、杂粮26 g)。6类地区中，大城市居

民粮谷类食物的摄入量最低，为334 g，三类农村居

民最高为488 g，相差154 g。由于三类农村主要集

中在北方地区，因此粮谷类食物以面粉为主，占总谷

类摄入的61％。而一类农村多集中在南方地区，粮

谷类食物以大米为主，占75％。回顾过去20年的

居民食物摄入状况，我国居民粮谷类食物的摄入量

呈下降趋势，尤其杂粮摄入量下降明显。城市、农村

居民粮谷类食物的摄入量与1982年全国营养调查

结果相比分别下降20％和22％，与1992年相比，分

别下降10％和14％。其中杂粮摄入量下降更明显，

由1982年的104 g、1992年的35 g，下降到2002年

的24 g。农村居民杂粮摄入量下降尤为明显，从

1982年的137 g和1992年的41 g下降到26一刘(表

1、2)。

3．蔬菜水果类食物消费状况：我国居民平均每

标准人日蔬菜的摄入量为276 g，城市居民252 g，农

村居民286 g。城市居民深色蔬菜摄入量88 g，农村

居民92 g；浅色蔬菜摄入量城市居民164 g，农村居

民194 g。深色蔬菜与浅色蔬菜的摄入量比例在1：2

左右。6类地区居民蔬菜的摄入量无明显差异。与

表1 2002年全国6类地区居民食物摄入量(d标准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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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82、1992和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食物摄入量(∥标准人日)

摄入食物
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 合 计

1992年 2002年 1982年 1992年 2002年 1982年 1992年 2002年

粮谷类

米及其制品

面及其制品

其他谷类

薯类

豆类

干豆类

豆制品

蔬菜

深色蔬菜

浅色蔬菜

腌菜

水果

坚果

畜禽肉蛋及水产品

畜禽类

蛋及其制品

水产品

奶及其制品

食用油

植物油

动物油

糖、淀粉

食盐

酱油

酒

1992年相比，城乡居民蔬菜摄入量均略有下降。我

国居民水果每标准人日摄入量为45 g，其中城市居

民为69 g，农村居民为36 g。6类地区居民水果摄人

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从高到低依次为大城市、中

小城市、一类农村、三类农村、二类农村、四类农村，

大城市与四类农村相差3倍多。与1992年相比，城

乡居民水果摄入量变化不大。

4．畜禽肉蛋类及水产品食物消费状况：我国居

民平均每标准人日畜禽肉类的摄入量为79 g，其中

城市居民105 g，农村居民69 g；水产品类平均摄入

量为30 g，城市居民45 g，农村居民24 g；蛋类平均摄

人量24 g，城市居民33 g，农村居民20 g。城乡居民

差别明显，大城市居民的平均摄人量是三类农村居

民的3倍多，禽肉和水产品类食物的差距均在10倍

左右。过去20年间，我国居民畜禽肉类摄入量均有

大幅度的增加，比1982年增加了1倍，比1992年增

加了35％；城市居民由1982年的62 g增加到104 g，

农村居民平均摄入量由23 g增加到69 g。虽然农村

居民畜禽类食物摄入量仍明显低于城市，但增加幅

度高于城市居民。2002年我国居民水产品类摄人

量比1982年增加了1．7倍，比1992年增加了7％；

城市居民与1992年相比基本相同，农村居民由

1982年的7 g和1992年的19 g增加到24 g。

5．奶类及豆类食物消费状况：我国居民平均每

标准人日奶类制品的摄入量为27 g，其中城市居民

66 g，农村居民11 g，城乡差别较大。大城市居民平

均摄入量最高，达到91 g，而四类农村居民的摄人量

极低，仅为4 g。过去20年间，城市居民奶类摄入量

由1982年的10 g和1992年的36 g增加到66 g；而农

村在过去20年问只增加了4 g。我国居民干豆类摄

人量为4 g，城市居民3 g，农村居民5 g。豆制品摄人

量为12 g，城市居民13 g，农村居民11 g。6类地区

间差异不明显。与1982年相比，过去20年间城乡

居民干豆类食物摄入量没有明显变化，而豆制品摄

入量略有上升。

6．食用油的消费状况：我国居民平均每标准人

日食用油摄人量为42 g，其中植物油33 g，动物油

9 g。食用油摄入总量城乡差别不大，但农村居民动

物油摄入量高于城市。过去20年间，我国居民食用

油摄入结构的变化趋势不同，城市居民植物油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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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平均每10年增长10 g，2002年达到40 g。农村居

民植物油和动物油摄入量均呈上升趋势。植物油摄

人量20年间增加21 g，2002年达到30 g。与1992

年相比，动物油摄人略有上升。

7．盐和酱油的消费状况：我国居民平均每标准

人日食盐的摄入量为12 g，城市居民11 g，农村居民

12 g；与1992年相比，食盐摄入量减少2 g，城市居

民食盐摄入量较农村居民低1 g。我国居民平均每

标准人日酱油摄入量为9 g，城市居民11 g，农村居

民8 g；与1992年相比，全国平均下降5 g，其中城市

居民由1992年的16 g下降到11 g。

讨 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也是我国居民

健康与营养的转型时期，城乡居民在获得充足食物

的同时，膳食结构发生明显变化，逐步远离了大多数

经济发达国家试图改变或避免的膳食结构”1。2002

年我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20年

中我国居民膳食质量总体有所提高。动物性、奶类

食物的摄入量均有所增加，分别为132 g和27 g，自

1982年以来畜禽类食物消费量增加了1倍。经济

发达的一类农村地区，畜禽类食物消费量接近于城

市地区。城乡居民水产品类食物摄入量增加了1．7

倍，使食物中优质蛋白的比例加大。各地区城乡居

民谷类摄入量334～488 g，基本符合“平衡膳食宝

塔”中的300～500 g的摄入量范围¨o。但20年来粮

食总消费量逐渐减少，尤其是杂粮、薯类消费急剧下

降。其中杂粮摄入量下降更明显，人均消费量由

1982年的104 g、1992年的35 g，下降到2002年的

24 g。农村杂粮摄入量下降尤为明显，人均消费量

从1982年的137 g和1992年的41 g，下降到2002年

的26 g。全国居民薯类食物的摄入量从1982年的

180 g和1992年的87 g，下降到2002年的49 g，而城

市居民摄入量仅为32 g。这样导致从膳食中摄取的

膳食纤维减少，会引起与膳食相关的慢性病"’8|。

同时，我们也看到城市居民膳食中蔬菜、水果的消费

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动物性食物和油脂的摄入

量却明显上升，这一趋势与其他经济变迁国家的趋

势相同∽J，发达的农村地区居民与城市居民的膳食

结构相近，农村居民植物油消费量增加了2．2倍。膳

食结构趋向“高能量密度”，偏离了平衡膳食的要求，

造成脂肪摄入过高以及健康食物摄入减少，慢性病

的危险将因此增加nml2j。这样的偏离平衡膳食原

则，以及城市居民生活“静态化”造成我国城市居民

中超重和肥胖率迅猛上升。较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

动物性食物、水果、奶类及其制品摄入量与城市居民

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

的膳食质量，增加动物性食物、水果及奶制品的摄入

量，提高农村居民膳食中优质蛋白比例和矿物质及

维生素的摄入水平，使农村居民的膳食结构有所提

高。因此从我国居民营养状况的双重负担的特点出

发，应同时解决营养不良和营养失衡的问题。

[感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

31个省级调查工作队及132个调查点项目工作队的4700

余名调查队员；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

利华食品(中国)有限公司、达能营养中心(中国)给予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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