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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不同膳食模式对大学新生骨密度、
体重指数值影响的研究

王素芳穆敏阮亮赵奇红博庆丽李李盛杰

【摘要】目的了饵城乡来源大学新生膳食模式差异，分析膳食模式与骨密度、体重指数

(BMI)的关系。方法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调查1319名17—20岁大学新生膳食模式及

其与骨密度、BMI的关系。结果(1)城乡大学新生在4种膳食模式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城市男女生选择“西方食物”型(f=31．548，P=0．000；Z2_-13．068，P=0．001)、“动物性食物”型(f=

8．279，P=0．016；)[2=41．137，P=0，000)及“钙类食物”型(]c2=37．254，P=0．000；z2=15．651，尸=

O．000)的比例均高于农村，农村男女生选择“中国传统”型(gz=36．194，P=0．000；92=25．936，JP=

0．000)膳食模式比例均高于城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来自农村男生的平均身高、体重、BMI、

骨密度值均低于城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O．001)；而农村女生仅身高和体重低于城市女

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O．001)。(3)农村和城市男女生“西方食物”型膳食模式的因子得

分均与BMI值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87、0．192、O．551和0．465，P值均<0．001)，“钙类食

物”型膳食模式因子得分均与骨密度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80、0．342、O．841和0．786，P值

均<0．001)，而“中国传统”型膳食模式的因子得分在农村和城市男生中均与BMI值呈负相关(相

关系数为一0．223和一0．093．P<O．05)，与骨密度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05和0．711，P<0．001)。

结论城乡不同膳食模式对大学新生骨密度、BMI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膳食模式；骨密度；体重指数；城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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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difierences of dietary patterns among freshmen coming

from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at might have influenced their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bedy mass index

(BMl)．Methotis With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dietary patterns and their bone mineral

density，BMI of 1 3 I 9 freshmen WCl'e studied．ResulIs (I)The ratios of urban freshmen who chose

“western food”pattem(f=31．548，P=O．000；X2=13．068，P=0．001)，“animal food”pattem(r；
8．279．P=0．016；x 2----41．137，P=0，000)or“calcium food”pattern(x 2=37．254．P=O．000；z 2；

15．651．P=0．000)were highel-than that ofnu-al freshmen，and the ratios ofrural freshmen whochose

“Chinose traditional”partern(x2=36．194，P=0．000；f=25．936，P=0．ooo)were hig}1er thall that of

urban freshmen．(2)111e average height，weight，BMI。speed ofsound(SOS)of male freshmen from

rural areas wore lower than that from the city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Among those female freshmen，only height and weight Wgl'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

(3)In both tural and urban fresbanen，the factor scorcs of“westem food”pattern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withBMI，withthe correlationcoomcients勰0．187，0．192，O．55l，0．465(|D<O．001)，11le

factor scores of“calcium food”pattem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bone mineral density(SOS values)

with correlation coe硒cients as 0．680，0．342，0．841，0．786，P<0．001 respectively．The factor scores on

“Chinese traditional”pattern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MI．with correlation coofficients

as一0．223。一0．093(尸<0．05)which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bone mineral density(SOS values)in

both rural and urban male freshmen，with correlation coe街cients as 0．905．0．711(P<0．001)．

Conclusion Diffbrent dietary patterns thesen by urban and rural freshme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eth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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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差别显

著，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家

庭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差别越来越大。翟凤英等。l

研究发现，1989—2000年城市、郊区、县城和农村4

类社区居民膳食变化的速度不同，城市和郊区居民

的膳食构成变化快，县城次之，而农村居民的膳食结

构变化很小，城乡膳食结构的差别对儿童青少年身

高已有显著影响。2002年我国第四次全圉居民营

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显示乜3：全国城乡3—18岁儿童青

少年各年龄组身高，与城市相比，农村男童平均低

4．9 cm，女童平均低4．2 cm。城乡儿童青少年在生长

发育期膳食构成的差异与骨密度、体重指数(aMt)

的关系如何?为此本研究在大学新生入学时调查其

过去一年的饮食组成及家庭情况，以发现城乡不同

膳食模式对该人群骨密度、BMI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在合肥市4所高校随机抽取2143名大学新生，其

中1414人同意入组调查并完成各项指标测量，剔除

未完成问卷95人，最终1319人纳入分析。采用一对

一问卷调查方式，本研究获得所有调查对象的知情

同意。

2．调查方法和内容：

(1)一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家庭

所在地(农村及乡镇统一归为农村、县城以上行政

区划归为城市)、民族、高中时就餐地点、父母身高

和体重、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家庭经济收入、

体力活动、是否被动吸烟、饮滔、服用营养补充剂情

况等。体力活动采用国际体力活动量表(IPAQ)进

行问卷调查，包括大强度体力活动(次／周)、中等体

力活动(次／周)、每天静坐时问(ted)；是否被动吸烟

(被动吸烟定义为每周至少一天处于他人吸烟环境

中并超过15 min)；家庭经济状况分为富裕(人均年

经济收入>3000元)、一般(1500．3000元)、贫穷

(<1500元)3个等级。

(2)膳食调查：采用食物摄入频率法，调查者回

忆过去一年各种食物摄入频率(经常食用的频率单

位：次倜，不经常食用的频率单位：次，月)。膳食频

数表(FFQ)将食物一共分为19类，包含的食物条目

广泛，涉及到粮谷类、新鲜蔬菜、水果、猪肉、牛羊肉、

禽肉、动物肝脏、蛋类、海带／海鱼／紫菜等海制品、奶

及奶制品(包括牛奶／酸奶／奶片等)、豆类及豆制品

(如豆浆／豆腐厦芽等)、汉堡包及油炸食品(如炸鸡

腿／薯片／薯条／炸肉等)、盐腌制品(如咸肉／咸鱼，咸

菜)、坚果类(如核桃／花生等)、零食(包括饼干／巧克

力、蛋糕等)、可乐，雪碧、咖啡、糖类(如糖果伯糖／红

糖等)。FFQ是个半定量的调查问卷，每个食物条目

的提问方式为：①经常食用(次／周)，评定级有3个：

2—3次／周、4～5次倜和≥6次／周；②食用频率一

般，评定级有2个：1～2次／月和3—4次阴。③不经

常食用的食物，评定级有2个：0—5次／年和6—11

次／年。

(3)骨密度和BMI的测量：骨密度采用日本产

的超声骨密度测定仪(CM一200)，测试部位为跟骨，

测量超声波在跟骨内的传播速度[speed of sound，

SOS(m／s)]作为反映骨密度的主要指标．测定精度

为0．5％以下，每名研究对象测量2次取平均值。

SOS值越大表明骨骼越健康。身高、体重采用标准

的身高体重测定仪，分别精确到o．1 cm、0．1 kg，

BMI=体重(kg)／身高(m)2。

3．统计学分析：利用SPSS 16．0软件，采用因子

分析法及方差最大正交旋转(varimax)法，据各类食

物的摄入频率计算每个人在每个因子上的得分。本

研究每个因子按得分高低分为高分位数组(Q3)、中

分位数组(Q2)和低分位数组(Q1)，个体在某个因子

上的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于该膳食类型(如每种膳

食模式的Q3组最倾向于这种膳食模式)。膳食模式

的城乡分布差异采用f检验，城乡大学新生之间体

格指标的比较用￡检验，用Partial correlation对混杂

因素(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情况、父母BMI值、

被动吸烟、饮酒史、运动、服用含钙类营养补充剂)进

行调整，并分析4种膳食模式得分与BMI值和骨密

度(即SOS值)之间的关联。男女生分别进行比较。

结 果

1．人口统计学特征：1319名调查对象年龄范围

17～20岁，平均(18．2±1．2)岁，61．3％(808／1319)为

女性，60．2％(794／1319)来自农村，过去一年就餐地

点主要在食堂(53％)、家(33％)和校外小吃部

(14％)，家庭人均年经济收入500—3000元。

2．膳食模式得分分布：本研究共4种膳食模式，

即“西方食物”型、“动物性食物”型、“钙类食物”型和

“中国传统”型b】。由于个体在某个因子上的得分越

高，表示越倾向于某种膳食类型，即每种膳食模式的

Q3组最倾向于这种膳食模式，Ql组为最不倾向于

这种膳食模式。表1显示城乡大学新生在4种膳食

模式得分分组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城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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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合肥市1319名城乡大学新生4种膳食模式得分分组比较

膳食模式 农村男生(n=280)城市男生(n=231) f值P值 农村3矬(n-----514)城市女生0=294) Z值 尸值

“西方食物”型 3t．548 0．000 13．068 0．001

Ql 125(44．5) 59(25．5) 208(40．5) 95《28．9)

Q2 80(28．6) 57(24，7) 171(33．3) 103(35．0)

Q3 75(26．9) 115(49．8) 135(26．3) 106(36．1)

“动物性食物”型 8．279 O．016 41．137 0．000

Ql 73(26．I)45(19．5) 236(45．9) 75(25．5)

Q2 106(37．9) 74(32．0) 173(33．7) 109(37．1)

Q3 101(36．1) 112(48．5) 105(20．4) 110(37．4)

“钙类食物”型 37，254 0．000 15．651 0．000

QI 128(45．7) 72(31．2) 218(42．4) 72(24．5)

Q2 100(35．7)86(37．2) 138(26．8) 96(32．7)

Q3 52(18．6) 73(3 1．6) 158(30．7) 126(46．9)

“中国传统”型 36，194 0．000 25．936 0．000

QI 23(8 2) 71(30．7) 169(32．9) 155(52．7)

Q2 74(26．4)88(38．1) 167(32．5) 79(26．9)

Q3 183(65．4) 72(3I．2) 178(34．6) 60(20．4)

注：Ql膳食模式的低分位组，Q2膳食模式的中等分位组，Q3膳食模式的高分位组；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生在“西方食物”型、“动物性食物”型及“钙类食物”

型膳食模式Q3组所占的比例均高于农村学生，而农

村学生在“中国传统”型膳食模式Q3组的比例高于

城市学生。

3．体格指标比较：农村男生与城市男生比较，平

均身高(1．72 111佩1．76 m)、平均体重(61．87 kg傩．

73．69 kg)、平均BMI值(20．87kg／m2魄23．67kg／m2)、

平均SOS值(1530 m／s佻1545 m／s)均低于后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o．001)；而女生仅身高和

体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60 m懈．1．63 m，JP<

0．001：51，83 kg诋53．65 kg，P<O．05)，见表2。

表2合肥市1319名城乡大学新生体格指标的比较(i±s)

注：农村与城市相比：4P<O．001；’P<O．05

4．膳食模式因子得分与其BMI、骨密度(SOS

值)的关联：在调整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情况、

被动吸烟、饮酒史、体力活动、父母BMI、服用含钙

类营养补充剂等混杂因素后，由表3可见，来自农村

和城市男女性大学新生，“西方食物”型膳食模式的

因子得分均与BMI值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187、O．192、o。551和0．465，P值均<0．001)；“钙类

食物”型膳食模式的因子得分均与骨密度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0．680、0．342、0．841和O．786，P值

均<0．001)；而“中国传统”型膳食模式的因子得分

在农村和城市男生中与BMI值呈负相关(相关系数

为一0．223和一0．093，P值均<O．05)，与骨密度(SOS

值)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05和0．711，P值均<

0．05)。

讨 论

中国城乡在经济、环境、文化、饮食等方面存在

巨大差异。尤其是饮食，农村居民由于受到经济水

平、传统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因素影响，与城市居

民饮食结构差异很大。本研究表明农村学生选择

“中国传统”型膳食模式的比例高于城市，且饮食较

为单一，而城市学生选择“西方食物”型、“动物性食

物”型和“钙类食物”型膳食模式的比例高于农村学

生。而这种城乡膳食模式的显著差别，对该人群骨

表3合肥市13199城乡大学新生4种膳食模式的因子得分与BM!、SOS值(均Partial correlation相关系数

BMI SOS值

“西方食物”型“动物性食物”型“钙类食物”型“中国传统”型 “西方食物”型“动物性食物”型“钙类食物”型“中国传统”型

农村男生0．187。0．035 -0．065 -0．223‘0．085 -0．029 0．680"0．905‘

城市男生0．192"0．070 -0．120 一0．0936 O．102 —0．002 0．342。0．7ll。

农村女生0．55l‘0．094 0．034 -0．024 0．070 --0，017 0．841’0．013

城市女生0．465b 0．085 0．012 —0．013 0．052 -0．们0 0．7864 0．093

注：调整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情况、被动吸烟、饮酒史、体力活动、父母BMI以及服用含钙类营养补充剂；6P<0．001，5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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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BMI的影响如何?本研究发现，农村男生平

均身高、体重、BMI、SOS值均低于城市男生，农村女

生身高、体重低于城市女生。青少年体格发育的城

乡差别主要是由于生长发育阶段膳食模式不同所

造成营养供给的不同所致。因此应更加关注农村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现状，指导选择合理、平衡膳

食，促进健康成长。

本研究发现在大学新生中“西方食物”型膳食模

式与BMI值呈正相关。“西方食物”型的膳食模式由

于摄入脂肪较多，增加肥胖及一些慢性疾病的危险

性m“。本研究还发现男生“中国传统”型膳食模式

(摄入较多粮谷类、新鲜蔬菜、新鲜水果、猪肉)与

BMI值呈负相关。Daniel等随1对印度2247名35～69

岁的男性和女性进行的多中心研究也发现，摄入较

多的水果、蔬菜、粮谷类会降低超重／肥胖的危险性。

本研究发现“钙类食物”型膳食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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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传统”

型膳食模式均与大学新生骨密度(SOS值)呈正相

关。美国Framingh锄研究中心发现阳j，经常食用水
果、蔬菜、牛奶和谷类等食物的人群，骨密度会明显

高于经常食用高盐食物、匹萨、面包、肉类和土豆的

人群；一项对日本农民的调查表明：摄入较多的绿色

和深黄色蔬菜、蘑菇、贝壳、鱼、水果有利于骨密度的

增加‘1⋯。

本研究“中国传统”型膳食模式的因子得分与

BMI和SOS值的关联仅在男生中有统计学意义。

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男生比女生摄入“中

国传统”型膳食模式比例较高。在“中国传统”型膳

食模式的不同分组中(表1)，城乡男生在Q3组所占

的比例明显高于女生，而在Ql组的比例也明显低于

女生。

综上所述，中国居民膳食调整的方向应在坚持

“中国传统”型膳食模式的基础上，适当增加钙类食

物的摄入，避免“西方食物”型膳食模式，这样有利于

保持适宜体重及良好的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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