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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9省区1 991--2009年7。1 7岁儿童
青少年膳食脂肪和胆固醇摄入状况
及变化趋势

苏畅 王惠君 王志宏 张继国 杜文雯 张假 翟风英 张兵

【摘要】 目的研究199i--2009年中国9省区儿童青少年膳食脂肪和胆固醇摄人状况及变

化趋势+为合理膳食指导提供基础性资料。方法以“巾周健康与营养调查”(ClaNS)1991—2009

年7轮调查数据为基础．选择连续72 h有完整膳食数据的7～17岁的健康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

象。计算该人群13均脂肪和胆周醇摄人量、脂肪供能比及脂肪食物来源，并与中同居民膳食脂肪

适宜摄人量进行比较。结果调查人群的脂肪和胆同醇摄入量增加，脂肪供能比不断提高．至

2009午已分别达到65．8 g／d、240．0me／d和32．O％；脂肪供能比超过30％的人群比例显著增加，至

2009年已达到57．0％。结论 巾同9省7～17岁儿童青少年膳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脂肪供能比

已超过巾围居民膳食脂肪参考摄入量的要求，应适当控制高脂肪和胆固醇食物的摄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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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的营养与健康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

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使儿童

青少年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有了明显提高，但膳食模

式的变化也出现了营养过剩和肥胖，而这一时期形

成的膳食习惯也会对成年后长期的健康状况造成很

大影响”’“。因此如何控制儿童青少年脂肪、胆固醇

摄人量，减少肥胖等慢性疾病的发生已成为营养学

领域的热点议题[3’4]。本研究利用我国9省区开展的

“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中1991—2009年的人

群数据，对儿童青少年脂类摄人状况及变化趋势进

行分析，为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发育状况的膳食脂

类推荐摄入量的修订提供基础性资料，同时也为进

一步进行合理的膳食指导提供数据支持。

对象与方法

1．样本及来源：选取1991—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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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1991、1993、1997、2000、

2004、2006和2009年)调查资料。1991和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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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09年四轮调查在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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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轮调查资料中选择有连

续完整72 h膳食数据的7—17岁儿童青少年作为

调查对象。

2．调查方法：本研究食物消费数据通过连续3

日24小时入户膳食调查方法获得。调查是由统一

培训的调查员连续3 d在同一时间入户询问该调查

户中家庭成员过去24 h内3餐及零食的食用情况，

并结合食物称量以增加食物消费量的准确性。

3．统计学分析：应用SAS 9．1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清理。将每轮调查数据作为横断面资料进行分

析，描述不同调查年7～17岁儿童青少年膳食脂类

消费状况及近20年间变化趋势，并与中国居民膳食

脂肪参考摄人量比较。研究中将儿童青少年按年龄

分为7。13岁和14—17岁两组，地区分为城市、郊

区、县城、农村四类，体力活动分为低、中和高三个水

平，能量摄入水平分为<1000、1000—2000、2000～

3000和>3000 kcal四组。对不同调查年间年龄、性

别、四类地区、体力活动水平和能量摄入水平的人群

分布分别进行cochran．Mantel．Haenszel#检验。利

用方差分析，分别检验各年间不同年龄组、性别、地

区人群脂类摄入状况、脂肪供能比及脂肪食物来源

差异的统计学意义，对不同年份间的总体情况则在

调整上述影响因素基础上进行协方差分析。利用

Smta 12．0软件进行统计作图。

结 果

1．基本情况：本研究共调查14 009人。1991—

2009年7轮调查分别为2595、2517、2436、2413、

1499、1212和1062人，其年龄构成、性别、四类地区、

体力活动水平和能量摄入水平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表1)。

2，脂肪、胆固醇摄人量及脂肪供能比的变化趋

势：过去18年间，我国9省区7—17岁儿童青少年膳

食脂肪、胆固醇摄人量出现大幅度增加，至2009年

分别达到65．8鲋和240．0 mNd，比1991年上升了

27．0％和68．8％(表2、3)。脂肪供能比也出现较大幅

度增加，至2009年达到32．0％(表4)，已经超过《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限值(每人每天脂肪供能比<

30％)。即使脂肪供能比最低的农村儿童青少年

(30．5％)，也超过推荐值的0．5个百分点。

在各调查年间不同年龄、性别及四类地区脂肪

摄人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14～17岁年龄组>

7。13岁年龄组，女性>男性，城市>郊区>县城>

农村；胆固醇摄入量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即

14。17岁年龄组>7。13岁年龄组，男性>女性，城

市>郊区和县城>农村；脂肪供能比的差异同样有

统计学意义，即14～17岁年龄组>7～13岁年龄组，

女性>男性，城市>郊区和县城>农村。

3．脂肪食物来源的变化趋势：如表5所示，18年

间儿童青少年脂肪的食物来源发生了很大变化，油

脂和动物性食物提供的脂肪量占总脂肪摄人量的比

例从1991年的74．1％上升至2009年的80．2％，而植

物性食物提供的脂肪量占总脂肪摄入量的比例下降

了约6个百分点。此外，不同性别人群油脂、动物性

食物和植物性食物提供的脂肪量占总脂肪摄人量

的比例均未见有明显差异；不同年龄人群油脂、动

物性食物和植物性食物提供的脂肪量占总脂肪摄

入量比例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油脂和动

物性食物提供脂肪量占总脂肪摄入量的比例均显示

7～13岁组高于14～17岁组，而植物性食物提供的

脂肪量占总脂肪摄入量的比例显示14～17岁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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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1--2009年我国9省区7一17岁儿童青少年膳食脂肪及胆固醇摄人量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1991年 1993年 1997年 2000年 2004年 2006年 2009年

1里

人数构月竺!!竺)人墼塑堕生!竺!叁墼塑堕些竺!叁墼塑堕些!兰!查墼塑堕些竺!△墼塑堕生!塑叁塾塑堕生壁!
积 I 一一一年龄(岁)‘

7一t3 1706 65．7 1704 67+7 1716 70．4 1604 66．5 903 60．2 809 66．7 749 70．5

14，1 7 889 34．3 813 32．3 720 29．6 809 33．5 596 39。8 403 33．3 313 29 5

性别‘

男 1326 51．1 1294 51．4 1293 53．1 1278 53+0 782 52．2 645 53．2 342 55．2

女 1269 489 1223 4E,．6 l 143 46．9 l 135 47，0 717 4718 567 46，8 476 “．8

地区‘

城巾 2引 10．8 247 9．8 272 11．2 239 9．9 157 10．5 it7 9 7 96 9．0

郊区401 15．5 394 15．7 443 18 2 440 1 8．2 273 18．2 246 20．3 189 17．8

县城 348 13,4 356 14．j 342 14．0 344 14．3 233 15．5 194 16．0 169 15-9

农村 1565 60．3 1520 60．4 1379 56．6 1390 57．6 836 55．8 655 54．0 608 57-3

体力话动。

轻 1 82 7．0 178 7 i 210 8,6 188 7．8 164 10．9 172 14．2 142 13．4

中 2166 83 5 2144 85．2 2096 86．0 2119 87．8 1296 86．5 f010 83+3 906 85 3

重 247 9．5 195 7．7 130 5．4 106 4．4 39 2．6 30 2．5 14 1．3

能量摄A(kcal)"

<1000 69 2,7 52 2．1 56 2,3 61 2．5 68 4．5 53 4．4 50 4-7

1000， 1189 45．8 1313 52．1 1229 504 1246 51．6 816 54．5 816 56．4 647 60-9

2000～ 1118 43．1 IOll 40．2 961 39．5 948 39．3 507 33．8 507 32．6 317 299

三!堂 !!! !：! !!! !：! !塑 !：! !塑 !：! 塑 !：! !堕 !：!—竺—』5_一
鱼盐 !!!! !塑皇 笙!! !塑：! 丝!! !塑：! 兰!三 !塑：! !竺! !塑：壁 !!!! !塑：竺—竺生—121』L

注：采用Cochran—Mantel．Haenszel检验：‘)[。=52．6705．P<0．0001；5 x2--4．9299．P=0．0264；‘Z2=6．4813，P=0．0109；。X2=222．3226·尸<

o，0001：‘f=99 8694．P<0，0001

表2 1991--2009年我国9省区7．17岁Jl：il青少年膳食脂肪摄人量(g，d)变化趋势

1991年 1993年 1997年 2000年 2004年 2006年 2009年变量—■—了=『—■了_F-1-—■i—Jr, --wF—F—{『_—F—1『_
z 士j 蛋 ±j z 5 f 工j j i 上j 4 上3

年龄(岁)‘

7一13 48．5 30．1

14。i7 58．0 33．1

性别‘

男

女

地区‘

46 4 29．2 54．3 34．8 61 9 36．4 56．2 34．7 60 6 34．9 63．8 35．2

56．5 33 7 62．1 39 3 69．7 38．2 68+0 加．1 74 6 40．5 70．5 31．2

54．4 33,4 51．9 32，0 58．2 37．2 67+4 39．0 64．5 38．6

49．0 29．2 47．3 299 54 8 35．4 61．3 34．8 57 0 35．6

67，3

63．0

90．0

71．6

71．7

38．2

36．3

42．6

38，8

37．2

70．6

59．8

78 9

70．4

69．6

36．9

29．5

32．9

31．了

30 8

农村45．7型．8 塑：! !!：! !!：! !!：! !!：! !!：! 望! !!：! !!：! j!：! !!：! !!：!
—_爵F———i—百r—瓦r■F广—五F1丽—1丽■了万一60．9可．4 65．2 37．4 65．8 34．251 8合计。 i!：! 兰!：! i!：! !!：! !!：! 坚：i i!：! !!：! ：———=———=二————二：一
——茬jZ≥五i五-乏石丽石_了三2—2—36IiP—<—O五00—01F丐=磊6—t4j32f—P<—O历O—00ii—菘i事爵1磊F瓦ii_=磊五活动水平和能量摄入水平后，注：‘F=2218．58．P<O．0001；‘f= ．15， ． ；‘F=1 ．， ；‘调整年龄、住粥、地娃、恽刀枯萌水平和琵量磺A承f石，

不同调查年间脂肪摄人量有差异，，=1135．35．P<0．0001

襄3 1991--2009年我国9省区7—17岁儿童青少年膳食胆固醇摄人量(g／d)变化趋势

1991年 1993年 1997年 2000年 2004年 2006年 2009年
1 里

； ±s ； ±5 ； ±5 i ±s ； ±5 j ±5 ； ±j

年龄(岁)9

7—13 139．3 201．8 145．8 220，9 186．6 20t．4 209，2 217．4 210．1 207．3 225．4 223．4 234．4 190．2

14—17 147．9 294,6 148．2 187．1 199．9 214．I 220．0 218．0 247．0 234．3 283．9 226．2 253．2 208．9

性别‘

男

女

地区‘

149．8 228．8 162．I 237．5 195．3 214．9 221．0 229．3 232．4 227．3 253．0 220．3 258．7 212．6

134．3 246．4 130．2 176．2 185．1 193．9 203，5 203．3 216．4 209．7 235．6 232，I 216．9 170-8

245 6 262．8 367，9 290．8 376+5 264．9 329．3 190．4 332．8 240．I

224．5 212,0 264．4 230．4 249．5 215．4 269．6 213．2 ．260．4 186．0

240．0 194．3 25】．7 208．1 282．7 207．9 298 4 212．1 272+5 177．6

农村 91．6 111：! !!!：! !!!：! !!!：! !塑：! !!!：! !!!：! !!!生 !丝：! !塑：! !!!：旦 !塑·! !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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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蹙平嚣、性*U、地区、谇刀洁功水平柙睢 水f腼，小

同调查年间胆固醇摄人量有差异，F=218+03，P<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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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91--2009年我国9省区7—17岁儿童青少年

脂肪供能比变化趋势(％)变量面丽而老糕‰丽

注：4 F=537．22，P<0．0001；5 F=547．30，P<0．0001；。，=

402．51，P<0．0001；。调整年龄、性别、地区、体力活动水平和能量摄

入水平后，不同调查年间脂肪供能比有差异，F=286．48，P<0．0001

于7～13岁年龄组；在各调查年间四类地区油脂、动

物性食物和植物性食物提供的脂肪量占总脂肪摄入

量比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油脂提供的脂肪

量占总脂肪摄入量的比例均显示农村>郊区>城市

和县城，动物性食物提供的脂肪量占总脂肪摄人量

的比例显示城市>县城>郊区>农村，而植物性食

物提供的脂肪量占总脂肪摄人量的比例显示农村>

县城>郊区>城市。

4．脂肪供能比低于、达到或超过推荐摄入量的

人群比例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1991--2009年7—

17岁儿童青少年脂肪供能比低于推荐摄人量下限

值(25％)的人群比例呈下降趋势，超过推荐摄入量

—◆一脂肪供能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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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1--2009年我国9省区7。17岁儿童青少年脂肪

供能比低于、达到或超过推荐摄入量的人群比例变化趋势

上限值(30％)的人群比例呈上升趋势，至2009年脂

肪供能比超过30％的人群比例上升至57．0％，脂肪

供能比<25％的人群比例下降至26．2％，18年间增

幅和降幅分别高达132．71％和57。0％。此外脂肪供

能比在推荐摄入量范围内的人群比例变化趋势较为

平缓，从1991年的14．6％小幅上升至2009年的

16．8％，20年间仅增加2．2个百分点。

讨 论

在我国推荐的每El膳食营养素供给量中，脂肪

应占儿童青少年每日能量供给量的25％～30％凸·6|。

由于膳食结构的不同，脂肪提供的能量在总能量中

所占比例、膳食脂肪来源及脂肪的摄入状况存在差

异，过高的膳食脂肪摄人可妨碍食物的消化和蛋白

质、钙、铁等多种营养素的吸收，还将使过多的脂肪

储存在体内，引起血脂异常、肥胖、高血压和心脏病

等，而脂肪摄入过少，则缺乏必需脂肪酸和不利于脂

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因而膳食中适量的脂类是保证

表5 1991--2009年我国9省区7～17岁儿童青少年脂肪食物来源的变化趋势(％)

注：A为油脂(油)．B为动物性食物(动)，C为植物性食物(植)；。F}自----32．64，P<O．0001；F自=212．91，P<O．0001；Fd=111．83，|P<

0．0001；6Fm----33．13，P<0．0001；F自=171．29，P<O．0001；F*=81．51，P<0．0001；。调整年龄、性别、地区、体力活动水平和能量后，不同调查

年问脂肪食物来源有差异，FⅫ-----28．63，P<O．0001；F自=109．04，P<O．0001；F*=68．76，P<O．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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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营养及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按可比价格

计算，1991--2009年我国居民年人均收入水平农村

地区从708．6元增加至5153．0元，城市则从1700．6元

增加至17 175．O元舅。这段时期我国的食品供应充

足，加工食品品种不断增加，加之随着居民收人的改

变其消费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因而造成居民食物

消费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

居民更趋向于消费动物性食物，特别是趋向于消费

畜肉类和蛋类食品以及油脂类食物，而谷类和根茎

类食物消费量明显下降阳一1I。本研究中调查人群脂

肪和胆固醇摄人量出现较大幅度增加，至2009年，

儿童青少年脂肪和胆固醇摄入量已经分别达到

65．8 edd和240．0 rage，18年问分别增加27．0％和

68．8％；而植物性食物提供的脂肪量占总脂肪摄人量

的比例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至2009年，植物性食物

提供的脂肪量占总脂肪摄人量的比例为19．8％，18

年间下降23．6％。

2002年我国城乡儿童青少年膳食脂肪供能比

已分别达到35．7％和27．7盼n’。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至2009年，不同年龄组、性别和地区儿童青少年脂

肪供能比均超过中国营养学会建议的上限值

(30％)。从1997年开始，脂肪供能比超过30％的儿

童青少年人群比例也在急剧攀升，至2009年四类地

区儿童青少年脂肪供能比的平均值均已超过30％，

且脂肪供能比超过30％的人群比例接近60％，这一

脂肪摄入水平将对成人期超重和肥胖的发生有促进

作用。此外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饮

食习惯、烹调方法存在的较大差异，9省区7。17岁

儿童青少年脂肪供能比低于中国营养学会建议下限

值(25％)的人群比例仍然很高，至2009年该人群比

例为26．2％，这一现象也应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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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省平均480户，在抽

中的调查户中所有家庭成员均作为调查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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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得出研究结

论的同时应考虑到调查对象地区分布的差异性。

总之，1991--2009年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脂类摄

人量出现较快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脂肪供能比过高

的人群比例急剧上升，但也不能忽视脂肪供能比较

低的儿童青少年人群。因此应对儿童青少年群体的

饮食行为提供客观而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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