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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吸烟者和不吸烟者抗氧化营养素

摄人状况研究

何宇纳 翟凤英 胡以松 王志宏 杨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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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分析中国人群非吸烟者、轻度吸烟者和重度吸烟者的食物及抗氧化营养素的摄

入状况。方法利用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选取15岁以上填写完整的吸烟情况

并进行膳食调查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共51 115人(男性24 077人，女性27 038人)。结果按照地区、

年龄调整后，吸烟者浅色蔬菜、酒精的平均摄入量高于不吸烟者，而深色蔬菜、水果的摄入量低于不吸

烟者。男性吸烟者的能量及宏量营养素的平均摄入量均高于不吸烟者和轻度吸烟者，但是女性吸烟

者有相反的趋势。按照地区、年龄、体重指数、能量摄入量的调整后，轻度吸烟者(Ls)抗氧化维生素

的摄入量显著低于不吸烟者(NS)，胡萝h素(男性LS=1824．7 pg、NS=1964．8肛g，女性Ls=

1565．4 pgNS=2127．4 pg)、硫胺素(男性LS=0．84 mg、Ns=0．85 mg，女性LS=0．72 mg、NS=

0．74 mg)、维生素E(a)(男性LS=9．2 mg、NS=9．3 mg，女性LS=7．4 mg、NS=8．1 mg)、抗坏血酸

(男性LS=91．2 mg、NS=94．2 mg，女性LS=76．9 mg、NS=87．5 mg)。结论 吸烟者膳食中抗氧化

维生素的摄入量明显低于不吸烟者，吸烟者较低的抗氧化营养素的摄入是其慢性病发生和死亡率高

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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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f00d and antioxidant vitamin intake in current

non．锄okers，Iight smokers，and heavy smokers．Methods 51 115 people(24 077 male，27 038 f锄ale)
aged above 1 5 years who had completed providing infomation on srnoking habit and dietary intake，were

selected from 2002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ey．R韶ults After adjustment for geographic areas and

age，data showed the smokers ate more 1ight vegetable and alcohol，1ess dark Vegetable and fruit than non—

smokers．】Ⅵale smokers consumed more energetic stuff and macronutrients than non—smokers，but female

smokers had opposite trends．Light smokers(LS)consumed less antioxidant than non—smokers(NS)after

adjusted for area，age，BMI and energy，with carotene(Male LS=1824．7弘g，NS=1964．8弘g；Female

LS=1565．4旭。，NS=2127．4 pg)，thiamin(Male LS=0．84 mg，NS=0．85 mg；Female LS=0．72 mg，

NS=0．74 mg)，vitamin E(旺)(Male LS=9．2 mg，NS=9．3 mg；Female LS=7．4 mg，NS=8．1 mg)，

vitamin C(Male LS=91．2 mg，NS=94．2 mg；Female LS=76．9 mg，NS=87．5 rng)．C叫cl惦ion
Smokers had a significantly 10wer overaU mean dietary antioxidant vitamin intake than non—smokerS．

IncreaSing the daily consumption of variety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had been recommended to reduce the—sk

of chronic diseases．

【Key woHb】 Smokers；I)iet；Antioxidants；Nutr{entS

吸烟是心血管病和癌症的一个公认的危险因

素，香烟中还含有大量自由基，可以直接发起和进行

脂质抗氧化过程，较高的氧化剂水平也会使低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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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专项经费资助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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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蛋白氧化⋯。使用中和氧化剂阻止抗氧化剂或是

抑制前氧化剂状况可以保持一个氧化剂的平衡。膳

食中的抗氧化剂包括维生素E和C及胡萝卜素，主

要的来源是蔬菜和水果幢1。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

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蔬菜、水果的摄

人量不足∞1，存在着膳食维生素缺乏的问题H1，但是

缺乏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膳食摄人状况的比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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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分析比较中国人群吸烟与非吸烟者的食物及

抗氧化营养素的摄人状况。

对象与方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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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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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15岁以上

填写完整的吸烟情况并进行膳食调查的人群作为研

究对象。

2．调查内容：膳食调查采用连续3天24小时回

顾法记录的个人食物消费量数据及“称重法”记录的

家庭调味品消费量数据，使用“2002年中国食物成

分表”计算平均每人每日营养素摄人量。由经过严

格培训的调查员采用人户询问调查的方式调查个人

基本情况、健康情况、吸烟状况等。吸烟状况分为三

个等级：不吸烟(调查日前30天未吸过烟)、轻度吸

烟(平均每天吸烟量0．1～20支)、重度吸烟(平均每

天吸烟量20支以上)∞。。

3．统计学分析：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别比较男

性和女性不同吸烟水平间食物和营养素摄入量，利

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趋势性检验。数据分析使用

SAS 8．2软件。

结 果

1．基本情况：表1显示本研究总样本量为

51 115人，女性多于男性，占52．9％。目前不吸烟者

为36 841人，占72．1％，轻度吸烟者为12 070人

(23．6％)，重度吸烟者为2204人(4．3％)。男性的

吸烟率为55．7％，女性的吸烟率为3．2％。农村地区

无论是轻度吸烟率还是重度吸烟率均高于城市地

区。体重指数(BMI)的均值显示，随着吸烟程度的

增加BMI的均值减少(P<0．0001)。

2．吸烟与食物摄人量：按照地区、年龄调整后，

比较不同吸烟程度各类食物的平均摄入量结果显

示，男性吸烟者肉类、浅色蔬菜、酒精(酒精重量)的

平均摄入量高于不吸烟者，而深色蔬菜、水果的摄入

量低于不吸烟者。女性吸烟者浅色蔬菜、酒精的平

均摄入量高于不吸烟者，而肉类、深色蔬菜、水果的

平均摄入量低于不吸烟者，女性吸烟者与不吸烟者

间深色蔬菜和水果的平均摄入量的差异较大，重度

吸烟与不吸烟人群的差异分别为深色蔬菜35．1 g、

水果23．9 g，高于男性居民深色蔬菜0．7 g、水果

10．4 g。而女性重度吸烟者与不吸烟者间酒精摄入

量绝对值的差异虽小于男性居民，但无论是男性还

是女性，重度吸烟者的饮酒量均是不吸烟者的3～4

倍(表2)。

表1 样本人群的基本特征

表2 不同性别、不同吸烟状况人群平均每日

各类食物摄入量(g，互±s)

*调整地区、年龄

3．吸烟与能量及宏量营养素的摄入量：表3显

示按照地区、年龄、调整不同性别的能量及宏量营养

素的摄人量。男性重度吸烟者的能量、蛋白质、脂肪

和碳水化物的平均摄入量均高于不吸烟者和轻度吸

烟者，而轻度吸烟者以上四项的平均摄人量均低于

不吸烟者。女性居民不同吸烟程度能量、蛋白质、脂

肪平均摄入量均为重度吸烟者<轻度吸烟者<不吸

烟者，但能量、脂肪、碳水化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4．吸烟与主要维生素的摄人量：表4显示按照

地区、年龄、BMI、能量摄入量的调整不同性别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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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非吸烟者主要维生素摄入量的比较。总体趋势

是吸烟者的维生素摄入量低于不吸烟者，男性人群

的视黄醇当量、胡萝卜素、核黄素、硫胺素、维生素E

均显示出重度吸烟者最低，轻度吸烟者次之，不吸烟

者最高。女性人群的胡萝卜素、硫胺素、维生素

E(旺)也有相同的趋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抗坏

血酸的平均摄人量以轻度吸烟者最低，其次为重度

吸烟者，不吸烟者最高，有吸烟者低于不吸烟者的趋

势。胡萝卜素、维生素E、硫胺素、抗坏血酸均有随

吸烟程度的增加维生素摄人量呈下降的趋势。

表3 不同性别、不同吸烟状况人群平均每日能量、

宏量营养素摄人量(g，j±5)

摄入状况 不吸烟 轻度吸烟 重度吸烟 P值

男性

能量(kcal)2481．6±7．1

蛋白质 73．5±0．2

脂肪 83．8±0．5

碳水化物 350．6±1．1

女性

能量(kcal)2107．6±3．9

蛋白质 62．5±0．1

脂肪 71．6±0．3

碳水化合物302．7±0．6

0．5581

0．0040

0．1968

O．4454

5．吸烟与维生素补充剂：我国居民维生素补充

剂的服用率较低，在3％左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

性，随着吸烟程度的增加，维生素补充剂的服用率呈

下降的趋势(图1)，男性各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001)，女性由于分组样本人数较少，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讨 论

本文是中国首次大样本人群进行吸烟与膳食的

图1 不同吸烟状况维生素补充剂服用率

研究，本文结论验证了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即吸烟

者的膳食状况劣于不吸烟者，同时也得到了中国吸

烟者的膳食特点。吸烟时尼古丁进入胃内可刺激肠

胃的蠕动，使消化功能增强，并增加胃肠道疾病的发

生，最终导致食欲减低，能量摄入的减少和体重的下

降。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了随着吸烟程度的增加，

BMI的均值下降⋯。研究中男性重度吸烟者的能

量摄人量的均值高于轻度吸烟者和不吸烟者，主要

是由于重度吸烟者的饮酒量明显高于轻度吸烟者和

不吸烟者，酒精提供能量的比例较高有关。

有报道表明吸烟者膳食中来自于蔬菜和水果的

能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与脂肪和酒精的能量

增加¨’8。101。本研究结果吸烟者摄人富含维生素的

深色蔬菜和水果明显低于不吸烟者，男性吸烟者，特

别是重度吸烟者能量摄人量最高，能量的增加主要

是由于酒精提供的能量增加所致，重度吸烟者的平

均饮酒量是不吸烟者的3～4倍，由于中国女性饮酒

的总体水平较低，因此饮酒量没有使女性吸烟者的

能量摄入与不吸烟者出现显著差异。

表4 不同性别、不同吸烟状况人群主要维生素摄入量(膏±s)

注：调整地区、年龄、性别、BMI、能量摄入量；*为趋势性检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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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者较低的抗氧化营养素的摄人是其慢性病

发生和死亡率较高的一个因素，维生素A、|3一胡萝卜

素、维生素C和维生素E对癌症有防护作用，吸烟

者对于慢性病的高风险性不仅是由于吸烟导致的氧

化负荷，而且低抗氧化营养素摄入水平也是其影响

因素旧，11]。本研究结果显示，吸烟者胡萝卜素(中国

的食物成分表没有区分B一胡萝卜素和其他类型胡萝

卜素，以总胡萝卜素表示)、视黄醇、维生素C、维生

素E的摄人量均低于不吸烟者，有随吸烟程度增加

抗氧化营养素摄入量减少的趋势，这与很多研究结

果相似∽。1 2|。

维生素补充剂可以增加维生素的摄入，有些结

果显示吸烟者抗氧化补充剂的摄入量高于不吸烟

者儿1I，也有报告显示，吸烟者更不愿意服用维生素

补充剂旧j。本次调查只询问了服用维生素补充剂的

频率，缺少实际量的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维生素

补充剂的服用率很低，吸烟者维生素补充剂的服用

率低于不吸烟者。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状况，因

此应开展戒烟的综合干预活动。对于短期内不能戒

烟的人应每日增加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摄人量，以减

少慢性病发生的危险程度。

[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和31个省级工作队

以及132个调查点项目工作队的4700余名调查队员的支持

与帮助，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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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热病一例

朱芳成

患者男性，49岁，因反复发热1年多，加重伴双下肢浮肿

2月余入院。入院时体温38．4℃，神志清，有贫血貌，颜面轻

度浮肿，心、肺检查未见异常，腹软，肝肋下刚触及，脾肋下

6 cm，质中等，活动度差，无压痛，移动浊音(+)，双下肢I度

凹陷性水肿。查血常规：wBc 1．7×109／L，RBC 1．85×10”／

L，Hb 55 g，L，PLT 108×109／L。ESR 131 mm／h。肝功：ALB

25．3 g／L，刖G o．40。B超：脾大。胸部x线片提示：双肺纹

理增多。ECG：窦性心动过速。骨髓象：①增生性贫血；②粒

细胞系核左移；③找到利杜体。黑热病抗体呈阳性。患者人

院后给予葡萄糖酸锑钠静脉滴注(8 ml每日一次，连用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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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无不良反应，间隔1周再给予上述相同剂量和用法的葡

萄糖酸锑钠，病情好转后出院。随访1年复查血常规、肝功

正常、B超、骨髓象均正常。

讨论：黑热病又名内脏利什曼病(visceral leishmaniaSis)，

主要是通过白蛉传播的慢性地方性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

主要临床特点是长期不规则发热、消瘦贫血、肝和脾进行性

肿大及全血细胞减少。此易误诊为贫血、慢性肝病。近年来

我国陕、晋、冀等省有少数散发病例，新、甘、川等省区发病率

明显回升。追寻病史该患者病前有在新疆种棉花史，提示非

流行区临床医师应警惕外源性输入性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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