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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膳食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王素芳穆敏赵艳李湖中 方炎福王海林李李胡传来

【摘要】 目的了解大学新生的膳食模式，分析其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方法采取分层

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1319名大学新生的膳食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4种膳食模

式：I(摄人较多的汉堡包及油炸食品、腌制食品、坚果类、零食、可乐、雪碧、咖啡、糖类)、Ⅱ(摄入

较多的猪肉、羊肉、牛肉、禽肉、动物肝脏、鱼虾类、海带／海鱼／紫菜等海制品、坚果类)、m(摄入较多

新鲜水果、鸡蛋、鱼虾类、海带／海鱼／紫菜等海制品、奶及奶制品、豆类及豆制品、坚果类)、Ⅳ(摄入

较多的粮谷类、新鲜蔬菜、新鲜水果、猪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主要影响其膳食模式

的因素：(1)男生膳食模式I、Ⅱ与居住地点(OR----1．67。95％C／：0．87—3．19；OR=1．5l，95％CI：

0．79—2．88)、就餐地点(OR=1．63，95％c，：1．03—2．59；OR=1．83，95％C／：1．04—3．23)、母亲的文化

程度(OR----2．52，95％C／：1．07—5．95；OR=3．38。95％c，：1．50—7．63)、家庭经济状况(OR=2．24，

95％c，：1．30一3．88；OR-----3．06，95％C／：1．77—5．29)、被动吸烟(OR=1．80。95％C／：0．70—4．59；OR=

1．83．95％CI：O．75—4．45)呈正相关。膳食模式Ⅲ与母亲的文化程度呈负相关(OR=O．56，95％CI：

0．17一1．79)；膳食模式Ⅳ和就餐地点呈正相关(OR----1．83，95％CI：1．04—3．23)，但是与母亲的文化

程度呈负相关(OR=O．56。95％CI：0．17一1．79)。(2)女生与男生相比．膳食模式I和居住地点、就餐

地点关系不大；而对于膳食模式Ⅱ、Ⅲ来说，被动吸烟对女生影响也不大。结论大学新生的膳食

模式受社会人口统计学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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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tve To investigate the dietary pattern in college freshmen students an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ir dietary patterns．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situation of dietary patte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as conducted among l 3 l 9 freshmen students．

Results Four major dietary patterns were noticed and they were：I．higII consumption in hamburger，

衔ed food。nuts．biscuit，chocolate．cola。coflee。sugars，Ⅱ，high consumption in pork，mutton，beef。

poultry meat，animal liver，Ⅲ。high consumption in fresh fruits，eggs，fish and shrimps，kelp laver and

sea fish。milk and dairy products，beans and bean products，IV。high consumption in rice and grain，

fresh fruits，fresh vegetables。pork．黜sk factors on dietary pattern were presented as follows：(1)

boys：having the food pattern I and II showed a strong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the place

where tIIey live(OR----1．67．95％C，：0．87-3．19：OR=1．5l。95％CI：0．79-2．88)。eating place【0R=

1．63，95％C，：1．03—2．59：OR=1．83。95％C-，：1．04—3．23)，leveI ofmoth盯’s education(OR=2．52，

95％c，：1．07—5．95；0尺=3．38．95％c，：1．50-7．63)．family income(0R----2．24。95％c，：1．30—3．88；

OR=3．06。95％c，：1．77—5．29)and the status of passive smoking(OR=1．80，95％c，：0．70—4．59；

D尺=1．83．95％C，：O．75—4．45)．Inverse correlations was found on the IeveI of moth盯’s education

(OR=O．56。95％CI：0．17一1．79)．111e food pattem IV showed a strong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place

of eating(OR----1．83．95％C7：1．04—3．23)but having an inverse correlation with the Ievel of mother’s

education(OR--0．56．95％C，：0．17一1．79)．(2)girls when compared with boys．the food pattem I

showed minor association with the places of living and eating：while the food pattern 1I andⅢhad

minor association with the status of passive smoking．Conclusion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nd

lifestyie had influenced on the dietary patterns among college freshmen students who should be guided

to have a reasonable．balanced diet in th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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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模式以习惯性食物消费为特点⋯。相对

于单个食物或营养素，膳食模式对健康的影响更

大乜】。调查特殊人群的膳食模式可以更好地了解

饮食与健康之问的复杂关系。膳食模式受生物

学、营养学、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学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大学新生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期，其饮

食习惯会对以后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研
究通过对大学新生膳食进行调查，了解这一人群的

膳食模式。

对象与方法

1．对象：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

取合肥市4所高校大学新生2143人，1414人同意参

加调查(调查员询问填表)，其中95份由于没有完成

问卷或者质量太差被剔除，最后纳入分析1319份问

卷。本研究获得所有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

2．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膳食调查两部分，

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一对一进行询问调查。

(1)一般情况：姓名、性别、专业、宿舍号、出生日

期、民族、高中就餐地点、父母身高和体重、父母的文

化程度、父母的职业、家庭收入、是否被动吸烟(被动

吸烟定义为每周至少一天处于别人吸烟环境中超过
15 min)。

(2)膳食调查：用食物频率表让调查者对过去一
年食用食物的频率进行回忆(经常食用的频率单位：

次，周，不经常食用的频率单位：次／月)。

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6．0软件、因子分析
中的PAC法及方差最大正交旋转(varimax)法，将食

物频率表上的19种食物条目全部纳入分析，判断膳

食模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潜在的

影响因素。

结 果

1．膳食模式：因子分析的结果提示4种膳食模

式较为有意义，其特征值均>1．5，分别为28．124、

9．742、6．790和6．440，且这4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

51．1％。因子载荷>O．3，则认为该食物条目与该膳食

模式因子呈较强的关联(表1)。这4种模式为：I

(摄人较多汉堡包及油炸食品、腌制食品、坚果类、零

食、可乐、雪碧、咖啡、糖类)、Ⅱ(摄入较多猪肉、羊

肉、牛肉、禽肉、动物肝脏、鱼虾类、海带／海鱼／紫菜等

海制品、坚果类)、Ⅲ(摄人较多新鲜水果、鸡蛋、鱼虾

类、海带／海鱼／紫菜等海制品、奶及奶制品、豆类及豆

制品、坚果类)、Ⅳ(摄入较多粮谷类、新鲜蔬菜、新鲜

表l大学新生4种膳食模式和因子载荷的分布

食物的种类

粮谷类

新鲜蔬菜

新鲜水果

猪肉

羊肉和牛肉

禽肉

动物肝脏

鸡蛋

鱼虾类

海带，海鱼，紫菜等海产品

奶及奶制品

豆类及豆制品

汉馒包及油炸食品

腌制食品

坚果类

零食。

可乐及雪碧

咖啡

糖类

膳食模式

l Ⅱ Ⅲ Ⅳ

0．1 19 0．059．o．079 o．722

-0．068 0．009 0．220 仉759

0．078 0．274 0338 0．602

O．224 O躺0．070 0．513

0．247仉697 0．135 0．038

O．136仉6酊0．103 0．187

0．067 O．694 O．093 O．020

O．010 0．183 O．640 O．2∞

0．195 O．S36 O．33l O．224

0．135 0445 o．422 O．093

O．199 0．201 o．研 O．245

O．106 O．063 0．783-o．060

0．蝴0．227 0．088-o．122

O．517 0．271．o．065—O．035

0．317 0．418 O．393-o．047

o．7∞-o．019 0．268 0．167

0．676 0．210 0．039 0．074

o．6盯0．142 0．03l 0．074

o．613-o．006 0．237 0．159

注：黑体字表明因子载衙>O．3；‘包括饼干、蛋挞、巧克力、蛋
糕等

水果、猪肉)。

2．影响因素：

(1)男生：①与膳食模式I呈正相关：居住在城

镇(锨=1．67，95％CI：0．87—3．19)；母亲文化程度低
(OR=2．52，95％CI：1．07—5．95)；家庭经济状况为中

等(OR=2．24，95％CI：1．30—3．88)；无被动吸烟经历

(伽=1．80，95％CI：0．70—4．59)。②与膳食模式Ⅱ
呈正相关：居住在城镇(OR=1．51，95％c，：0．79—

2．88)；在校外小吃部就餐(鲫=1．63，95％CI：1．03。
2．59)；父母亲文化程度低(OR=2．08．95％CI：1．16．

3．75；OR----3．38，95％CI：1．50—7．63)；家庭经济状况

为中等(OR=3．06，95％a：1．77～5．29)和贫困(OR=

1．69，95％CI：0．94—3．02)；无被动吸烟经历(0R=

1．83，95％C1：0．75—4．45)。③与膳食模式Ⅲ呈负相

关：父母亲文化程度均较低(OR=O．56，95％CI：

0．17—1．79；OR=O．37，95％CI：0．14～0．97)。④与膳

食模式Ⅳ呈正相关：在校外小吃部就餐(D尺=1．83，

95％CI：1．04—3．23)；负相关：母亲文化程度低(伽=
0．55，95％CI：0．17—1．79)，见表2。

(2)女生：与男生相比，不同的是：①膳食模式

I：与居住地点及是否被动吸烟关联不大；②膳食模

式Ⅱ：与居住地点、是否被动吸烟关联不大；③膳食

模式Ⅲ、Ⅳ：与是否被动吸烟关联也不大(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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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膳食模式

I Ⅱ Ⅲ Ⅳ

注：同表2

讨 论

膳食模式I是一种不健康的膳食模式，与西方

食物型膳食模式相似，有研究表明这种方式会导致

患前列腺癌的危险增加№1；这种膳食模式摄人的脂

肪较多．因此会增加肥胖的危险性¨J。大学新生现在

的肥胖会增加以后患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中

风、骨质疏松以及一些癌症的危险性阻mJ。膳食模式

Ⅱ也是一种不健康的膳食模式，长期大量食用肉类

食品尤其是红肉类会增加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

等疾病。过多的摄人肉类食物也会导致肥胖．大学新

生处在身体发育阶段。肉类不可缺少。但不宜过量。

膳食模式Ⅲ、Ⅳ是比较健康的两种膳食模式．尤其在

大学新生这个阶段．膳食模式Ⅲ有助于骨骼发育。结

果表明经常食用水果、蔬菜、牛奶和豆类等食物的人

群．骨密度会明显高于经常食用高盐食物、比萨、面

包、肉类和土豆的人群⋯j。而素食主义者的骨密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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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比较低¨引。膳食模式Ⅳ脂肪含量低，同时含有肉

类和新鲜蔬菜、水果，也是比较理想的膳食模式。

膳食模式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各因素之间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Lenz等¨纠研究表明膳食模式受

到是否上班、运动、年龄等因素的影响。

Kriaucioniene等¨引研究表明膳食模式受文化程度、

居住地点、年龄和性别的影响。

研究表明，高中期间居住在城镇的大学新生经

常选择膳食模式I、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这部分人健康理念比较落后，大学新生过去一
年又处在高j这个特殊的时期，按照传统观念饮食

上尽量多食用大补的食品。高中时期就餐地点在校

外小吃部的大学新生也会经常选择膳食模式I、Ⅱ，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这部分人经济比较宽

裕、对饮食了解很少。Jain等¨纠研究表明吸烟者与

不吸烟者相比，摄人牛奶、豆类、蔬菜、水果等食物明

显较少。有研究则表明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的

饮食是不健康的，摄人的维生素C也较少【IE”】。在

本研究中，被动吸烟会增加大学新生选择膳食模式

I、Ⅱ这两种不健康膳食模式的危险性。

本研究采用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大学新生的

膳食模式。大学新生此时处于身体和心理发育关键

时期，对于自己的饮食习惯是否健康的重视度不够，

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分析其膳食模式的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对其进行正确宣传教育，使其选择正

确的膳食模式。这样可以减少其成年后患各种慢性

病的危险性，做到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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