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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0对人们日常饮食中涉及的各种食品进行

了三年的研究和评选，于2003年公布了全球十大类

垃圾食品：油炸类食品、腌制类食品、加工类肉食品、

饼干类食品(不含低温烘烤和全麦饼干)、汽水可乐

类饮料、方便类食品(主要指方便面和膨化食品)、罐

头类食品、蜜饯类食品、冷冻甜品类食品、烧烤类食

品⋯。所谓垃圾食品是指热量过高，缺乏人体必需

的多种营养素，在制作过程中产生或添加对人体有

害(如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的食品。经常食用垃

圾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广泛、持久而深远的负面

影响，对儿童少年的身心及智力发育均会产生不良

影响。目前，国内有关垃圾食品的研究很少幢1，为了

解我国儿童少年食用十类垃圾食品的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以及对十类垃圾食品营养的认知等情况，于

2006年12月至2007年1月对北京市海淀区8～16

岁的儿童少年进行了此项调查。

对象与方法

1．样本含量的估计：取7c=0．5，a=0．05，z‘。=

2，8=o．05，根据如下公式计算样本量：咒=“：×7c×

(1一'r)厣=400(人)。若考虑无应答率为15％，则

样本含量为471人，综合考虑整群抽样等多方面因

素，确定样本量为1000人。

2．调查对象与抽样方法：采用二阶段分层随机

整群抽样原则，将北京市海淀区按城乡分为两层，每

层内各随机抽取2所小学和2所初中。在被抽中的

小学4～6年级和初中1～3年级中，每年级各随机抽

取l～2个班，抽中班级的所有8～16岁(以调查时间

为准)的儿童少年作为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共调查

1019人，获有效问卷100l份。此外，抽样遵循随机

原则，可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3．调查方法：调查应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问卷

的设计经过查阅文献、专题小组讨论、专家评阅和预

实验等过程，反复修改后定稿。问卷的主要内容包

括儿童少年及家庭的一般情况，食用十类垃圾食品

的比例、频率、时间、地点和购买者，对十类垃圾食品

的喜爱程度以及对其营养的认识，有关食品信息和

营养知识的来源途径等。

在非调查学校中预调查50人后全面开展正式

调查。调查对象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和老师组

织，在调查员的详细讲解下统一填写问卷，在限定时

间内完成，统一回收。回收问卷时调查员及时检查

问卷的应答情况，以发现遗漏和错误，及时补答。质

控员进行调查问卷的审核。

4．统计学分析：采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数

据库，进行数据录入。采用双录入的方法进行核对，

以确保录入的准确性。数据录入后，进行逻辑检查

和整理。应用SPSS 12．O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1．一般情况：本次调查的1001名儿童少年中，

乡村学生505名，占50．45％，城区学生496名，占

49．55％；小学生501名，占50．05％，中学生500名，

占49．95％；男生486名，占48．55％，女生515名，占

51．45％；汉族占93．78％，少数民族占6．22％；户籍

为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其他区、外省市的儿童少年

分别占50．61％、2．66％、46．73％。

2．食用十类垃圾食品的比例和频率：调查前一

个月内，97．50％的儿童少年食用过至少一类垃圾食

品，15．88％的儿童少年食用过全部十类垃圾食品。

油炸类食品、腌制类食品、加工类肉食品、汽水可乐

类饮料、方便类食品、罐头类食品、蜜饯类食品、冷冻

甜品类食品、烧烤类食品的食用频率，在城区学生和

乡村学生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饼干类食品的食

用频率，在城区学生和乡村学生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详见表1。

3．食用十类垃圾食品的主要时间、地点和购买

者情况见表2。

4．对十类垃圾食品的喜爱程度：不喜欢及很不喜

欢食用油炸类食品、腌制类食品、加工类肉食品、饼干

类食品、汽水可乐类饮料、方便类食品、罐头类食品、蜜

饯类食品、冷冻甜品类食品、烧烤类食品的儿童少年，

分别只占10．96％、27．42％、7．08％、12．11％、6．56％、

6．59％、17．踟％、13．59％、3．42％、5．19％；详见表3。

5．对十类垃圾食品营养的认识：乡村学生对油炸

类食品、腌制类食品、加工类肉食品、汽水可乐类饮

料、方便类食品、罐头类食品、蜜饯类食品、烧烤类食

品的营养价值有正确认识的比例低于城区学生，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乡村学生对饼干类食品、冷冻甜品类

食品营养价值的认识与城区学生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乡村学生关于油炸类食品、加工类肉食品、饼

干类食品、汽水可乐类饮料、方便类食品、罐头类食

品、蜜饯类食品、冷冻甜品类食品对人体作用的认识

正确的比例低于城区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乡村

学生关于腌制类食品、烧烤类食品对人体作用的认识

与城区学生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4。

 



表1 调查前一个月内海淀区城乡儿童少年食用十类垃圾食品的比例和频率比较

注：f检验

6．获得食品信息和营养知识的途径：儿童少年

获得食品信息和营养知识的途径主要为电视

(67．95％)、母亲(9．02％)、报纸或杂志(6．71％)。

儿童少年总是看、经常看、有时看、偶尔看、从不看一

般食品广告的比例依次为6．51％、13．41％、

35．74％、34．53％、9．81％。对于广告宣传推出的新

食品，儿童少年会购买尝试、不一定购买尝试、不会

购买尝试的比例依次为14．40％、55．3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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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名人推荐一种食品，

5．01％的儿童少年就会去购

买，60．52％不一定购买，

34．47％不会购买。

7．食用十类垃圾食品行

为影响因素的logistic逐步回

归分析：为了解影响儿童少年

食用十类垃圾食品的主要因

素，分别以调查前一个月内儿

童少年是否食用过油炸类食

品、腌制类食品、加工类肉食

品、饼干类食品、汽水可乐类

饮料、方便类食品、罐头类食

品、蜜饯类食品、冷冻甜品类

食品、烧烤类食品为因变量，

以个人因素(生理、心理因素

等)、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以

及食物本身等因素作为自变

量，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进

行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

析。设变量进入模型和从模型

中剔除的标准分别为0．05和

0．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主

要影响因素见表5。

在进行食用每类食品行为

影响因素的logistic逐步回归

分析之前，对单因素分析筛选

出的自变量均进行多重共线性

检验，检验方法为做出自变量

间的相关系数阵、容忍度、方差

膨胀因子、条件指数和特征根

(对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

等，综合检验结果均显示自变

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讨 论

垃圾食品有如下特点：营养结构不合理，高热

量、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缺乏人体必需的多种营

养素；El味较重，加入过多调味品，如食盐、味精、各

种香料等；为使食品颜色鲜艳，不适当地加入一些化

学调色剂等；制作工艺不科学，如高温熏烤、油炸、腌

制、不适当地加入防腐剂等。经常或大量食用垃圾

食品会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儿童少年的身心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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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淀区儿奄少年食用卜类垃圾食品的主要时间、地点和购买者

注：调查问卷相关内容设计的说明：“每天食用的主要时间”(包括周末和平时)设置如下选项：早餐、上午小吃、午餐、下午小吃、晚餐、晚上

小吃、不一定、不吃；“食用的土要地点”(包括周末和平时)设置如下选项：家、学校、餐馆、街头摊点、亲戚／朋友家、食品店、其他；“主要购买者”

设置如下选项：自己、母亲、父亲、祖(外)父母、其他亲属、保姆、自己和家长一起、其他人

表3 海淀区儿童少年对十类垃圾食品的喜爱程度(％)

力发育均会产生不良影响n’3。7】。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城乡儿童少年食用十类垃圾食品的比例和频率

均很高，说明食用垃圾食品已成为儿童少年普遍的

饮食行为；是主要的消费群体。本次调查中，有

10．70％的儿童少年在调查前一个月内曾为了减肥

而节制饮食，可能会使其对十类垃圾食品的食用减

少；此外，本次调查时间为冬季，环境温度低可减少

儿童少年对汽水可乐类饮料等食品的食用。早餐是

一天能量和营养素的重要来源，量足质优的早餐对

儿童少年的智力和身体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调查显

示，儿童少年每天主要在正餐时间食用十类垃圾食

品，且以早餐为主，对其健康的危害很大。

本次调查显示，儿童少年选择和食用十类垃圾

食品的行为受个人因素(生理、心理因素等)、社会因

素、家庭因素以及食物本身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

影响。

1．个人因素：调查显示，儿童少年自己是垃圾食

品的主要购买者，烧烤类食品的食用率随其年龄的

增加而增加。他们对十类垃圾食品的喜爱程度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其对垃圾食品的选择。大多数儿童少

年对十类垃圾食品营养的认识不全面，对十类垃圾

食品的营养价值及对人体的作用存在错误认识，乡

村学生对其营养有正确认识的比例低于城区学生。

儿童少年对垃圾食品的错误认识势必影响其对垃圾

食品的选择和食用。因此，应有针对性地开展营养

知识的宣传教育，尤其对乡村学生更要加大教育力

度，提高他们的营养意识、认知能力和自我保护

能力。

心理因素：本次调查显示，追赶消费流行时尚的

从众心理可增加儿童少年对蜜饯类食品的食用，当

同学和朋友吃垃圾食品时自己也想吃的心理，可增

加儿童少年对腌制类食品、饼干类食品及蜜饯类食

品的食用。此外，情绪也可影响儿童少年对垃圾食

品的选择和食用，心情愉快时，其对加工类肉食品、

方便类食品及烧烤类食品的食用也相应增加。因

此，要注意纠正不良时尚对儿童少年食用垃圾食品

行为的影响，同时要引导社会形成健康科学的消费

时尚。

2．社会因素：在调查前一个月内，城区学生食用

过油炸类食品、腌制类食品、饼干类食品、汽水可乐

类饮料、方便类食品、烧烤类食品的比例均高于乡村

学生，户籍为北京地区的儿童少年食用过烧烤类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