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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九省区1 99 1--2006年7—17岁儿童
青少年饮奶状况及变化趋势

杜文雯王惠君王志宏翟凤英张兵

【摘要】目的探讨1991--2006年中国9省区7—17岁儿童青少年饮奶状况及变化趋势。

方法以“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1993、1997、2000、2004和2006年6轮调查数

据资料为基础，选择连续72 h有完整膳食数据的7。17岁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该人群

饮奶(包括液态奶、奶粉和酸奶，不含其他乳制品和乳饮料)状况及变化趋势。结果1991--2006

年中国儿童青少年饮奶率和平均每日饮奶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饮奶率从1991年的2．88％上升

到2006年的13．88％；人均饮奶量则从1991年的3．909／d上升到2006年的26．11 g／d。饮奶消费在

城乡、家庭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人均饮奶量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的目标

(300 g／d)还有很大差距，膳食钙摄入不足比例仍在97％以上。结论1991--2006年中国儿童青少

年奶类消费状况有较大改善，但仍存在普遍摄入量不足及地区间差异明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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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end of milk consumption among Chinese e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9 provinces from 1 99 l to 2006．Methods The PaDer wa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intheChinaHealth andNutrition Surveyin 1991。1993，1997，2000，2004，2006 andthe subjects aged

7 to l 7 years old with complete 24一hour-dietary data for 3 days．Milk consumption in this Pa口er was

defined as intake offresh milk。powdered milk or yogurt。excluding other milk products and miIl【

drinks．Results There were increasing trends of mill【drinking rate and average amount of miuc

consumption per day in the period of l 99 l一2006．in which milk drinking rate among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creased from 2．88％in 199l to 13．88％in 2006．The average miII consumption per

daY increased from 3．90 g／day in 1991 to 26．1l g／day in 2006．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regarding milk consumption，both on regional and economic levels．Although mill intake had been

increasing in the past l 5 years。there was still huge gap between the amount of consumption and the

criterion of 300 g／day，proposed by the Chinese Dietary Guidelines(2007)．Tlle prevalence of dietary

calcium intake under Adequate Intake value was still OVer 97％．indicating the need of more e仃ons to

be made．Conclusion The condition of milk intake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rom 1991 to 2006．

However，there was widespread deficiency in milk consumption among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calling for s仃engthening the macro—control。optimizing the production and conducting

educatiOn on nutrition，and improving milk consumption among the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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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奶类食物消费经过很长时间的徘徊，进入

2l世纪以来才有较大的改善。尽管目前我国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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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奶类消费已进入快速增长期，但相较世界其他一些

国家，我国居民奶类消费仍处于较低水平。2008年

统计数据显示，世界奶类年人均消费量为103．1 kg，

其中发达国家246．9 kg，发展中国家65．5 kg，而我国

奶类年人均消费量仅为18．3 kg，不足发展中国家平

均水平的l／3【l】。奶类消费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

市场供应、收入和消费习惯等。本研究目的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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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06年我国9省区7一17岁儿童青少年奶类

消费情况及变化趋势。

材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1991--2006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

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

中心合作开展的“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的6次调查资料。1991、1993年的两轮调查

在辽宁、山东、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和贵州省

(区)开展；1997年，黑龙江省替代辽宁省；2000、

2004、2006年三轮调查在黑龙江、辽宁、山东、江苏、

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和贵州省(区)进行。该调查

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为

同一人群的纵向追踪调查，资料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2．研究对象：选取1991、1993、1997、2000、2004

和2006年6轮调查资料中，有连续完整72 h膳食数

据的7一17岁儿童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

3．调查方法：本研究奶类(包括液态奶、奶粉和

酸奶，不含其他乳制品及乳饮料)消费数据通过连续

72 hA户膳食调查获得。调查是由统一培训的调查

员连续3个晚上入户询问该调查户中家庭成员过去

24 h内三餐及小吃的食用情况。奶类平均每天消费

量=(3 d正餐奶类消费+3 d小吃奶类消费)／3。

4．统计学分析：应用SAS 9．1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清理分析。将每年调查数据作为断面资料进行

比较分析，描述不同调查年7～17岁儿童青少年的饮

奶状况及1 5年变化趋势。本研究将儿童青少年按年

龄分为7。11岁和12—17岁两组，地区分为城市、郊

区、县城和农村4个层别，家庭人均年收入按百分位

数法分为4个级别(<P：，、P：，一、P如一和P，，一)。对不

同调查年间年龄、性别、四类地区人群分布分别进行

Cochran．Mantel．Haenszel f检验。15年间7一17岁

儿童青少年饮奶率的变化先按年龄、性别、地区、家

庭经济收入水平分别进行Mantel—Haenszel f检验，

对不同年份总体饮奶率的比较采用调整年龄、性别、

地区和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logistic回归分析。利

用方差分析，分别检验各年间不同年龄、性别、地区、

家庭经济收入分层人群饮奶量的差异是否有统计学

意义。对总体饮奶量的年度变化则在调整上述影响

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方差分析。

结 果

1．基本情况：本研究共调查7～17岁儿童青少

年12 924人，其中有51．39％的儿童青少年参加了l

轮调查，33．74％参加了2轮调查，12．71％参加了3轮

调查。2．16％参加了4轮调查。1991、1993、1997、

2000、2004和2006年的调查人数分别为2643、2571、

2507、2442、1529和1232人。调查对象在6轮调查

中年龄构成、四类地区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性别

分布均衡(表1)。

2．饮奶率变化趋势：1991—1997年我国7～17

岁儿童青少年饮奶率始终徘徊在2．06％一2．88％之

间，2000年开始出现快速增长，2006年达到13．88％，

为1991年的4．82倍。对该年龄人群分层(7～11岁

和12一17岁)和分性别，饮奶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表2)。但四类地区该年龄人群饮奶率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总体而言城市>郊区和县城>农村，

2006年四类地区饮奶率分别为38．33％、20．56％、

21．72％和4．65％，城市约为农村的8．24倍。家庭年

人均收入高的儿童青少年饮奶率较高，反映了经济

收入对于饮奶行为的影响。

3．日均饮奶量的变化趋势：1997年以前7～17

岁儿童青少年人均饮奶量处在较低水平(3．20一

表1 1991-2006年我国9省区7一17岁儿童青少年奶类消费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注：采用Cochran．Maatel．Haen蛇el检验，·r=12．6433，P=0．0004；‘f=2．3420，P=0．1259；‘f=31．4398，P<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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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1—2006年我国9省区7～17岁儿童青少年

饮奶率变化趋势

注：Mantel—Haenszel)c2检验．。x2=912．7858，P<0．0001；6 z2=

591．8700。P<0．0001；‘调整年龄、性别、地区及家庭经济收入后。不

同调查年间饮奶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70．5381，P<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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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1—2006年我国不同地区7～17岁儿童青少年

平均每天饮奶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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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g／a)，2000年后出现大幅增加，2006年达到 年份

26．11 Wd，约为1991年的6．69倍(表3)。虽然我国 图2 1991—2006年我国不同经济收入家庭7—17岁儿童

儿童青少年的饮奶量有了较大改善，但距离《中国居 青少年平均每天饮奶量变化趋势

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人每天300 g奶类及奶制品摄

入量还相差甚远。即使本研究中饮奶量最高的城市

儿童青少年(78．03 g／d)，也仅为推荐量的l／4。

不同年龄、性别分层未见饮奶量有明显差异。

四类地区和不同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在各调查年间

饮奶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市>郊区和县城>农

村，家庭人均收入高的儿童青少年饮奶量高于低收入

家庭儿童(图1、2)。2006年四类地区7～17岁儿童青

少年日均饮奶量分别为78．03、39．97、39．96和7．47 g。

4．每日膳食钙摄入及奶类对膳食钙贡献率的变

化：15年间7—17岁儿童青少年日均膳食钙摄人量

有所下降，2006年为327．96 mrdd。通过与《中国居

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钙的适宜摄入量(AI)

值进行比较72】，各年份未达到AI推荐值的比例均在

97％以上。可见，我国儿童青少年膳食钙摄人存在

严重不足。奶类是膳食钙摄人的极好食物来源，15

年间其对每日膳食钙摄入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

至2006年奶类对膳食钙的贡献率为5．37％(表4)。

5．奶类消费的构成变化：1991--2000年我国儿童

青少年奶类消费以液态奶和奶粉为主，2000年以后奶

粉消费比例下降，酸奶消费有所提升，至2004年后与

同期奶粉消费基本相等(图3)。15年来我国奶类消费

有一定提高，2000年达到最高值348．50 mWd，后又模式的变化趋势与奶品市场生产供应有着密切关系。

表3 1991--2006年我国9省区7～17岁儿童青少年饮奶尽(g／d)变化

盒生： i：!Q ≥!：：2 1：丝 !§：夏一 221二丝：!!：．：!!：!! !!：12 11：塑 21：；i．21：叵：二iijE
注：奶类包括液态奶、奶粉和酸奶．其中消费量按奶粉1：7、酸奶l：1折算成原奶量；4F=284．60。P<0．0001；6F=71．67，P<0．0001；‘调整

年龄、性别、地区、收入后，不同调查年间饮奶量有差异，F=97．7l，P<0．0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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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91—2006年我国9省区7—17岁儿童青少年膳食
钙摄入状况的变化趋势

注：《巾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人量》提出的钙AI标准。7。10

JL童#j800meCd，11—17岁儿童为1000mg／d

Z／／／／／i／／／／／／18．03乞(C(吒(((((噍蔓}4．83；酬3．24

：‘(((吒(吒‘(‘‘CC20 32：((‘乞CC((((乞噬≥3 3lq 3．46

：C((C(C((((6．14：‘吒吒(C(C(‘EX五XKX≯3．87：K五五X、舢

：吒吒吒吒一=吒吒1．52：‘吒((C吒‘EK蔓蔓≯KX五蔓l 52，M西巧五五KK-．1I

：(C((CC(C((‘((，2．45(CC乞C(‘CCC((‘五五五0 787Q‘?1

：吒(((((，l 75(C(CCC儡蔓XX“蔓蔓巧五蔓j2．15E巧巧巧XK五蔓瑚

国家统计局数据报告b]，1996--2006年我国奶类

年产量从735．8万吨增加到3302．5万吨，奶品市场无

论从品种还是数量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随着经济

收入的增加，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动物性食物、奶类食物、油脂类摄入增加，膳食结构从

传统的粮谷类、蔬菜为主的膳食逐渐趋向高能量密度

饮食HJ。有研究表明经济收入与奶类消费存在明显

正相关，是影响奶类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5】，随着我

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奶类食物消费量也逐步

提高。该研究认为，奶类是收入需求弹性最大的动物

性食物，一方面奶类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在

收入增加时，城镇居民会优先选择增加奶类消费。因

此增加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稳定奶类食物价

格、为贫困地区儿童青少年提供奶类补贴等都是提高

奶类消费水平的有效宏观调控措施。

我国儿童青少年饮奶率和奶类饮用量均有显著

增加，但仍存在明显的地区和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的

差异。本研究发现，城市儿童青少年在饮奶率和饮

奶量方面都明显高于郊区、县城及农村儿童青少年；

家庭人均收入高的儿童青少年饮奶状况要好于家庭

经济水平低的儿童青少年。奶类消费的地区不平衡

性，一方面与当地奶业市场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另一

方面也与长期的饮食习惯和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有

关。因此，促进奶类生产，减少地区差异性，保证奶

类制品的质量安全、加强农村地区营养教育等是改

善偏远地区奶类消费的有效措施。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建议居民每日奶类

及奶制品的摄入量为300 g，以构建平衡合理的膳食

结构t6]。但本研究数据显示，作为奶类高消费人群

的城市儿童青少年2006年消费量也仅为78．03 g／d，

只相当于推荐摄入量的1／4。虽然15年间，我国儿

童青少年奶类消费量有较大增长，奶类对膳食钙的

贡献率也逐年提高，但仍存在膳食钙普遍摄入不足

的问题。膳食钙摄入未达到AI值的比例高居97％

以上。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儿童青少年

1991--2006年间奶类摄入有较大提高，但仍距推荐

摄入量相差甚远，需要继续推动奶类消费，以改善钙

摄入水平。

本研究的设计方案是以调查户为单位，在每个

调查点，随机抽取20个居民户，平均每省480户。抽

中的调查户中所有家庭成员作为调查对象。由于农

村地区平均家庭人口数高于城市，因此调查总人数

中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高于50％。因此在得出研究结

论的同时应考虑到调查对象地区分布的差异性。

总的来说，1991--2006年我国儿童青少年的奶

类消费取得了较快增长，但仍存在总体摄入量不足

和农村儿童青少年奶类消费较低等问题，需要通过

宏观调控、产业优化、营养教育等措施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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