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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半定量食物频率调查法评估拉萨
农村藏族婴幼儿母亲的膳食结构

党少农王振杰康轶君邢远颜虹

【摘要】 目的了解2岁以下藏族农村儿童的母亲膳食结构特点。方法采用半定量食物

频率问卷于2008年对拉萨农村2岁以下藏族儿童的母亲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共调查386名

农村2岁以下藏族儿童母亲，平均年龄28．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4．6年。其家庭人均消费植物油

25．9 g／d，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P<O．01)，动物性油脂中酥油、糖和盐的人均每Et消费量分别为

27．8 g、12．99和14．8 g，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P<0．01)。共调查91种食物。其中22种食物的中

位摄入频率为每周一次及以上。因子分析提取三个主要因子，反映三种膳食结构类型，第一因

子是植物性膳食结构，其特点是以蔬菜、谷类、水果为主，辅以少量肉类、奶和豆制品，是该人群

的主导膳食；第二因子是藏族特色膳食，主要摄人以糌粑为代表的富有藏族特色的食物，辅以简

单蔬菜；第三因子是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的膳食，富有藏族特色。妇女每日平均摄入能量

2097．02 keal，达到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gSI)的91．2％，蛋白质的摄入量只达到RNI的82％，维

生素A摄入量只相当于RNI的34．7％，钙、铁和锌的摄入量相当于RNI的64．6％、174．1％和

150．7％。65％的能量来自谷类，动物性食物只提供了7．4％的能量和15．5％的蛋白质，57．6％的铁来

自糌粑。结论拉萨农村2岁以下藏族儿童母亲的膳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膳食结构单调，存在

蛋白质、能量及微营养素摄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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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期是女性重要的生理时期，且对于胎儿生

长、乳汁分泌以及婴儿出生后生长发育密切相关。育

龄妇女的膳食结构及其对食物的态度影响她们及子

女的营养状况，改善育龄妇女的膳食是改善其营养状

况的重要途径之一f14】。西藏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独

特，拉萨地区海拔平均3650 m，农村经济落后，藏族妇

女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有待改善，最近一项有关藏族妇

女的调查显示，海拔调整后拉萨地区藏族孕妇的贫血

患病率高达71．2％一]。因此，改善农村藏族育龄妇女

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是一项霞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本

研究运用半定量食物频率调查法对拉萨农村2岁以下

藏族儿童的母亲膳食结构特点进行调查。

对象与方法

1．资料来源：2008年6—8月在拉萨市城关区4个

农业乡中进行2岁以下藏族儿童及其母亲的喂养与膳

食调查。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根据拉萨市城关

区4个农业乡(娘热、蔡公堂、夺底、纳金)中有2岁以

下儿童的妇女名单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采用家庭入户

方式，由经过培训的藏族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家庭一般情况、儿童喂养与保健和膳食情

况。膳食调查内容包括育龄妇女的饮食习惯、家庭油

脂和调味品摄入情况以及近一年来的食物摄入频率

和摄入量。本文主要报告膳食结构研究结果。

2．膳食调查：采用九分类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

进行调查∞]。食物摄入频率分类从“不吃／几乎不吃”

到“每天4次以上”共9个类别。由调查员询问调查

对象在调查之日起前12个月的各类食物平均摄人

情况及每次摄入量，每次摄入量采用研究组制定的

单位摄入量图册并结合食物自然大小进行询问’6j。

本次食物频率调查问卷包括91种食物，其中主食15

种，肉类13种，豆制品、鸡蛋和奶类食品8种，蔬菜

24种，水果7种，坚果和小吃15种，饮料5种，酒类4

种，基本含盖该地区育龄妇女所能接触到的食物种

类。本问卷是以西部农村育龄妇女食物频率调查问

卷为基础制定的，该问卷经过24 h食物回顾调查验

证，多数营养素的相关系数为0．40。0．80，两次食物

频率调查的相关系数在0．40—0．70间，提示该问卷

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考虑到西部地区膳食食

物的相似性，故结合藏族饮食特点在原问卷的基础

上增加了一些藏族特殊食物。食物单位摄人量图册

由本研究组制定，对调查食物的单位摄入情况进行

分类、制作并拍照，如米饭根据碗的大小分大、中、小

三种单位量，分别为150 g、250 g、550 g，调查中给研

究对象呈现这些照片以协助其确定每次食物摄入的

单位量。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食物成分含量计算

营养素摄人量并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1矾I／舭)及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比较。食用油脂和调味品消费量是询问调查对象家

庭月平均总消费量，然后通过家庭人口数计算每日

人均消费量，12岁以下儿童按半个人数估算。

3．质量控制：现场调查由4名西藏大学医学院

藏族学生完成，调查前就问卷和食物频率调查方式

培训上述4名调查员，调查组队长负责日常调查的

组织和管理，并负责调查问卷的检查和验收。各乡

村有专人陪同并组织协调被调查对象。为确保调查

每种食物每次摄人量的准确，本研究利用单位摄入

量图册作为单位食品摄入量的衡量尺度，以尽量减

少偏性。调查时与调查对象签定知情同意书。

4．统计学分析：调查问卷审核无误后，EpiData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双录人法进行数据录入和整

理。使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据

采用均数和标准差(i±s)或中位数(肘)及四分位数

间距进行统计描述，分类数据采用百分数统计描述，

食物和营养素摄人量的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

验。膳食结构采用两种方法分析：一是按食物中位

摄入频率超过每周一次的主要食物种类，二是进一

步采用因子分析方法鉴别该人群的主要膳食结构类

型n’8】。各食物频率均化为每周摄人次数，因子提取

采用主成分法，并采用QuartimaxiE交旋转以使因子

意义更明确，分析前采用Kaiser-Meyer-Olkin和

Bartlett球形检验，提示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

数量的选择主要根据：①特根值>l；②碎石图提示

主要的因子分布；③提取因子的可解释性；④各因子

解释方差的比例，但仅为参考(因该标准在很大程度

上受纳入分析的变量数量影响)。所选择的因子根

据其中主要的因子载荷食物说明该因子所反映的主

要特点。假设检验的检验水准为0．05。

结 果

1．基本情况：共收回合格问卷386份(95．1％)。

386名藏族妇女的平均年龄为28．5岁，BMI(kg／m2)平

均为21．2，其中10．2％妇女是低体重(BMI<18．5)；

55．7％的妇女拥有1个孩子，妇女受教育年限平均为

4．6年，31．4％的妇女没有上过学；家庭平均人口数为

5．4人；半数家庭饮用自来水，但仍有为41．7％的家庭

饮用井水，6．8％的家庭饮用江河湖水、雨水或泉水；家

庭收人来源主要为农业、副业和外出务工(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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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和饮食习惯

2．饮食习惯及油脂和调味品的消费情况：被调

查妇女每天平均进餐3．12次，有23％的妇女吃饭时

间不规律(表1)。家庭每月平均消费植物油3．85 kg，

动物油0．86 kg，酥油4．06 kg，酱油0．28 kg，醋0．29姆，

白糖2．19 kg，红糖0．11 kg，碘盐23．7 kg，粗盐

1．23 kg。藏族家庭成员每日平均中位摄入水平为：植

物油25．9 g／d，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6 g／d，P=

0．041)，酥油平均每人消费27．8 g／d，如将动物油脂和

酥油合并计算，达到每人33．3 e,／a，显著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11．8 g／d，P<O．001)，酱油的摄人量为2 g／d，

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4 g／d)(P<O．001)，但糖

(12．9 g／d)和盐(14．8 g／d)的摄入量显著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糖4．3 g／d，盐11．8 edd)(P<0．001)。

3．膳食结构：

(1)食物摄人频率：共调查91种食物，中位摄入

频率每周≥1次的食物种类共计22种(表2)。米饭

和糌粑是6种主食(米饭、糌粑、藏面、面条、烙饼、馒

头或花卷)中最主要的。牦牛肉、猪肉、牛肉、羊肉、

鸡肉、香肠和风干肉是主要摄入的肉类。其中牦牛

肉和猪肉的摄入频率平均为每周2～4次。调查的

24种蔬菜中，土豆、葱、西红柿、辣椒、大白菜、莴笋

是主要摄人的蔬菜，平均每周摄入1次或1次以上。

其次为胡萝卜、白萝卜、黄瓜、卷心菜、菜花和菠菜，

平均每月摄人1～3次，有50％以上的人不吃或几乎

不吃蔬菜。在所调查的7种水果中，苹果、香蕉和桔

橙是主要摄入的水果，苹果平均每周摄入1次，而香

蕉和桔橙则平均每月摄入1～3次，而当地特有的一

些水果摄入比例很低，50％以上的妇女不吃或几乎

不吃水果。葵花子是频繁摄入的坚果，平均每周摄

人2～4次，花生的摄入平均每月l一3次。在调查的

12种小吃中，主要是煮土豆、凉粉，平均每周摄人1

次，其次为酸辣粉和炸土豆片，平均每月l～3次，而

对当地特色小吃的摄入频率比较低，有50％以上的

妇女不吃或几乎不吃。妇女的主要饮料是酥油茶、

青茶和甜茶，其中酥油茶和青茶平均每天摄人1

次。果汁及其他饮料平均每月摄入l。3次。调查

的妇女几乎不饮酒类，少数妇女偶尔饮青稞酒。豆

制品、鸡蛋和奶类(牛羊奶、酸奶)食品的摄入频率均

不足每周1次。

(2)膳食结构类型：根据因子分析，有三个主要

因子被提取(表3)，反映三种膳食结构类型，根据因

子载荷中食物的种类和关系，以最能代表该因子性

质的食物命名该因子，同时根据因子载荷的特点，选

取载荷绝对值超过0．2的食物进行整理分析。第一

因子是植物性膳食结构，其特点是以摄入蔬菜、谷

类、水果为主。在这类膳食结构中，因子载荷绝对值

超过0．2的食物有42种，其中主食4种(馒头、烙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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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拉萨农村地区藏族育龄妇女22种主要食物的摄入频率分布及中位摄人频率

一。次／月次倜次／天 中位摄人
项 目——了————百———fj一——了———ij广——F焉一——丁———ij广——ji～ 频率

主食 米饭 O．5 0．8 113 3．4 12．7 25．9 51．8 3．6 0 r

糌粑 3．4 1．8 3．6 10．6 18．4 13．0 46．1 2．3 0．8 5一酽

藏面 2．3 3．4 12．7 24．4 39．6 10．6 6．0 1,0 0 2一矿

面条(小麦) 3．6 3．4 9．8 30．8 38．1 lO．4 3．4 0,5 0 2一矿

烙饼 1．6 7．8 19．2 27．5 31．9 7．3 4．7 0．0 0 1‘

馒头(花卷)0．8 2．3 17．1 29．9 33．0 9．9 7．0 0,0 0 1‘

肉类 牦牛肉 1．3 3．4 11．9 14．2 36．5 16．1 13．5 3，1 0 2—4b

猪肉 11．5 5．7 14．6 17．7 23．7 13．5 13．0 0．3 0 2一妒

牛肉 18．1 11．1 15．3 18．4 19．7 6．2 8．5 2．6 0 1
6

蔬菜水果 土豆 1．3 0．0 3．1 13．7 44．8 27．2 9．8 O．0 0 2—4．

小葱 17．9 4．4 2．6 9．1 20．8 19．0 23．9 2．3 0 2—4．

两红柿 3．1 4．7 22．4 34．9 24．0 9．1 1．8 0．0 0 l’

辣椒 3．4 13．8 20．3 23．6 24．2 11．9 2．6 0．3 0 l’

大白菜 1．6 8．3 22．0 29．0 28．5 8．8 1．8 0．0 0 l‘

莴笋 3．6 9．3 32．9 30．6 22．0 1．3 0-3 0．0 0 1‘

苹果 2．1 5．5 36．1 21．3 26．8 6．5 1．8 0．0 0 1’

坚果小吃 葵花子4．9 11．9 10．1 20．8 30．4 11．4 9．9 O．3 0．3 2一矿

煮土豆片 5．2 14．1 21．4 28．1 26．3 3．6 1．3 0．0 0 1‘

凉粉 9．9 11．2 21．3 26．5 25．7 3．9 1．6 0．0 0 l‘

饮料 酥油茶 1．8 0．3 O．0 2．6 7．8 12．2 67．4 7．6 O．3 1‘

青茶 5．5 13 2。6 7．8 15．6 15．6 31．0 20．1 0,5 1‘

塑苤 i：Z !：! !：垒 !!：兰 !!：! !旦：! 垫：苎 旦：! ! !=竺
注：‘次，天；6次／周

I(植物性膳食) 两红柿，西瓜，菜花，甘蓝，辣椒，桔子，葵花子。苹果，大白菜．馒头(花卷)，红薯．大蒜，香蕉。冬瓜，

豆腐，韭菜，酸辣粉，甜茶，可乐(雪碧)，芹菜，豆腐干，猪肉，豆浆，小葱，烙饼，莴笋，西葫芦，花生，0．761～0．201 9．88

凉粉，奶粉，土豆，黄瓜，莲菜，黄豆，自萝h，稀饭，肉饺子，草莓。豆角，蒜苗，风干牛羊肉，羊肉

1(藏族特色膳食) 巴丰l麻果，糌粑，球罗，豆角．胡萝h，辣椒，蒯∈，莴笋，酸坍，女劬碴，j目面，方臼E面，酒巅豆。腊肉，书羊肠0．722—0．202 3．72

里!塑鲞皇型曼!堕!兰塑：生兰塑：堑塑壅：塑塑：生塑：堡生塑：鳖塑垄：塑垄堕 一一旦：!!!二!：望! !：丝
注：。因子分析采用Quartimax旋转；Kais*Mcy昏0lkin测量为O．745，Bartlett’S testofSphericityP=0．001；6因子载荷绝对值超过O．20的

食物根据载荷的大小被列举

稀饭和肉饺子)、蔬菜19种、水果5种、饮料2种、小

吃4种、豆制品4种、肉类3种和奶粉1种。第二因子

是藏族特色膳食，主要摄入以糌粑为代表的富有民

族特色的食物，同时辅以简单蔬菜。第三因子是以

富有藏族特色的肉类和奶制品为主的膳食。在三种

膳食结构中，第一种膳食结构是该地区藏族育龄妇

女的主导膳食结构，其解释了近10％的方差，后两类

则不是主导的膳食结构，其分别解释方差的能力不

足5％，分别为3．72％和2．92％。

4．营养素摄人情况：表4显示该妇女人群每日

平均摄入能量为2097．02 keal，达到RNI／AI的

91．2％，与2002年营养调查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

均水平相比，显著低219．42 kcal；蛋白质的摄入量只

达到RNI／AI的72％，脂肪的摄入量接近RNFAI，均

显著低于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均水平；碳水化合

物的摄人量达到RNI／AI的112．9％，与中国农村育龄

妇女的平均水平相当；维生素A每日摄入量只相当

表4拉萨农村地区藏族育龄妇女膳食中部分营养素的
每日平均摄入量(肘)

燃肼一㈣嬲，单罂
能量(kcal) 2097．02 2300．o(91．2)

蛋白质∞ 57劢 80．叼2．O)

脂肪@ 56．93 5l叭．1～7561‘7
碳水化合物(g) 357．14

316(．311’23．97)3·8

维生索A(agRE)243．06 700．0(34．7)

维生素Bl(mg)0．88 1．3(67．7)

维生素a2(m8)0．64 1．2(53．3)

维生素C(mg) 67．92 100．0(67．9)

维生素E(mg)l 1．87 14．0(84．8)

钙(nag) 516．71 800．0(64．6)

铁(rag) 34．81 20．o(174．1)

2316．4

65．3

71．9

351．1

453．7

1．1

O．7

95．6

33．9

375．0

23．7

—219．42 0．004

—7．70<O．OOl

-14．97<0．ool

6．04 0．072

-210．64<0．00l

-4)．22<O．001

-0．06 0．185

-27．68<O．00l

-22．03<0．OOl

141．7l<0．ool

11．1l<0．00l

锌(rag) 17．33 11．5(150．7) 11．3 6．03<O．00l

注：4为中国成年女性的RNI／AI”】。括号内为调查人群各营养素
摄入量相对于RNI／AI的比例，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为参考F限的
相对比例，其参考量分别以20％一30％和55％一65％的适宜供能范

围进行估算；△为调查结果与中国农村育龄妇女平均水平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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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RNI／AI的34．7％，也远低于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

平均水平，两者相差210．64 119RE。维生素Bl、B2的

摄人量只有RNUAI的67．7％和53．3％，而前者摄人

量显著低于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均水平；维生素

C和维生素E的摄人量分别达到RNI／AI的67．9％和

84．8％，都显著低于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均水平；

钙的摄入量平均为516．71 mg，只达到RNI／AI的

64．6％，但显著高出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均水平

141．71 mg。铁和锌的摄入量相当于RNI／AI的

174．1％和150．7％，分别高出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

均水平11．II mg和6．03 mg。

表5显示，能量的主要来源是糌粑、面、米，提供

了65％的能量，其中糌粑提供的最多，达到28．98％；

糌粑、面、米提供了54．3％的蛋白质，而肉类提供了

14．97％的蛋白质，蛋奶提供的能量只占到4．62％；脂

肪的主要来源是糌粑(21．32％)、饮料(酥油茶、甜茶

23．36％)和肉类(15．13％)；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

是糌粑、面、米，提供了75．9％的能量；调查显示肉

类、蔬菜和饮料是维生素A的主要来源，提供了大约

78％的维生素，其中肉类提供41．17％；蔬菜提供

64．66％的维生素C，是其主要来源；调查发现糌粑是

铁的主要来源。小吃分别提供了大约10％～14％的

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C。

表5拉萨农村地区藏族育龄妇女主要营养素的
食物来源构成(％)

食物种类 能量蛋白质月旨肪鬈蟹维姜素维等索铁

讨 论

目前有关西藏农村育龄妇女的膳食研究较少，

在藏族妇女中主导的膳食结构、膳食结构对营养素

摄人水平的影响以及藏族传统食品在膳食中的作用

尚缺少有效评估。本研究通过对拉萨农村地区2岁

以下儿童母亲的饮食习惯、食物种类和摄入量的研

究从人群水平上对藏族育龄妇女的膳食结构进行了

初步探讨。

该妇女人群的饮食习惯表现为吃饭时间比较规

律，但仍有20％的妇女不能规律吃饭且口味偏重。

其家庭植物油的人均日消费量显著低于我国居民的

平均水平阳】，动物性油脂的消费有明显的民族特点，

酥油是动物性油脂的主要来源，总动物性油脂人均

日消费量远高于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量。酱

油和醋的消费很少，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庭并不食

用，但人均食盐消费量高达15 g，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11．8 g／d)n引，糖的消费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糌

粑、酥油茶和甜茶都是富含动物性油脂、食盐和糖的

藏族食物和饮料；本次调查显示该地区50％以上的

妇女每天都要摄人糌粑和酥油茶，每周摄人甜茶

2～4次，是导致盐、糖、动物性油脂消费量偏多的重

要原因。

调查发现膳食中摄人频率在每周一次及以上的

食物只有22种，其中主食6种、肉禽鱼类3种、蔬菜6

种、水果1种，说明该人群日常摄入的食物种类非常

有限，而一些当地特有的食品可能受到季节、民族性

节日等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经常摄入。提示该人群膳

食结构表现为食物种类单调，蔬菜摄人少，鱼、豆、

蛋、奶类等摄人频率过低，水果的摄入非常有限，这

需要考虑食品的可及性和妇女膳食营养知识不足的

影响‘⋯。

因子分析鉴别出三种膳食结构类型，即植物性

膳食、藏族特色膳食和肉类奶制品膳食。植物性膳

食结构是该人群最为常见的膳食类型，因子分析中

为第一提取因子，方差解释力度最大，其是以谷类、

蔬菜、水果为主，辅以肉类、奶和豆制品。提示该人

群动物性食物摄人较少。其中部分妇女还采用藏族

特色膳食，主要是以糌粑、藏面、奶制品以及有限的

蔬菜，该膳食的特点是蔬菜较少，食物种类有限。以

肉类和奶制品为主的肉类奶制品膳食类型也体现着

藏族饮食特点，但该人群中很少有妇女专门以这种

膳食为主，因为食物频率调查显示肉类和奶制品的

摄入频率偏低，因子分析之所以提取该因子，可能是

说明这些食物也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第二因子

(藏族特色膳食)的补充。主要的植物性饮食中也包

含藏族特色的甜茶。因此，提示拉萨农村地区育龄

妇女的膳食结构是外来与传统饮食的混合体。

上述膳食结构使该人群的碳水化合物摄人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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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I，但能量和蛋白质的摄人只达到RNI的90％和

72％，提示该人群中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存在蛋白质、

能量摄入不足，调查对象10．2％的低体重率可能与此

有关。该人群65％的能量来自谷类，主要是糌粑，只

有7．4％来自动物性食物，而这一比例在我国农村居

民中分别为61．5％和10．7％。蛋白质也只有15．5％来

自动物性食物，低于我国农村居民(2l％)¨引。奶类、

蛋和豆类的摄人频率过低是该妇女人群突出的饮食

问题，而这些食物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提示该人

群膳食结构亟需改善。该人群维生素类摄入普遍不

足，以维生素A摄入不足最为突出，它只达到RNI的

34．7％，也远低于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平均水平，提

示维生素A摄人不足是该人群突出的微营养问题，

我国居民70％的维生素A来源于植物性饮食’9]，但

研究人群则不完全相同，由于饮食习惯问题，40％来

源于肉类，32％来源于蔬菜水果，然而从食物频率上

看该人群肉类的摄入频率较低，蔬菜和水果的种类

也比较单调，这可能是造成维生素A摄入不足的原

因。维生素B2和维生素C的摄入量也只达到RNI的

53．3％和67．9％，原因可能是蔬菜水果等的摄人种类

少，频率不高。值得注意的是铁和锌的摄入量超过

RNI，可能与富含铁锌的藏族食物(糌粑)有关n3·“]。

尽管如此，尚不能认为该人群不缺铁或锌，因为铁和

锌的主要来源是糌粑，而非肉类食物，所以摄人的

铁、锌主要是植物性的，而维生素c的摄入也不足，

故其吸收可能受到一定影响n3J制。有调查显示，海

拔高度校正后拉萨地区藏族孕妇的贫血患病率高达

71．2％b]，提示孕妇铁摄入不足。

由于育龄妇女要哺育婴儿，其膳食结构不但影

响自身的营养与健康，还可能影响儿童的喂养行

为n。]。藏族母亲经常食用的20多种食物中缺少蛋、

奶类食品，肉类食品摄入较少，这可能直接导致母亲

减少为婴儿添加此类食品，如藏族儿童到6—9月龄

时，只有36．1％的儿童添加了鸡蛋，21．5％添加了肉

类食品，而在出生后1个月就开始添加糌粑。故改

善藏族育龄妇女的膳食结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无法进行因果推论，且

食物频率调查采用的回顾性方式，存在一定的信息

偏性。此外，食物摄入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凭一次

调查尚不能完全代表该地区妇女的膳食特点，但食

物频率调查对于人群膳食结构和食物种类的研究仍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因子分析在膳食类型

的区分上有良好作用"’。】。本研究主要探讨藏族农

村妇女膳食结构状况，初步明确其基本膳食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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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摄人的食品种类，有关营养素摄人状况还有待

进～步深入研究。
(感谢拉萨市卫生局和城关区卫生局及参加调查的娘热乡、蔡

公堂乡、夺底乡、纳金乡育龄妇女及西藏大学医学院参与调查的同

学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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