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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城区初中生蔬菜水果摄人情况
及影响因素分析

任艳军 刘庆敏曹承建 吕筠 李立明

【摘要】 目的 了解杭州市城区初中生蔬菜水果摄人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在杭州市3

个城区初中生中开展横断面自填问卷调查，了解学生每周蔬菜水果的摄人频率、摄人量及相关

社会人口学特征，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法分析影响每周吃蔬菜≥21份和水果≥14份的因素。

结果纳入分析的3724名初中生每周每日食蔬菜水果为54．7％，每周进食蔬菜>／21份和水果≥14

份(相当于每日食蔬菜／>3份和水果≥2份)为23．6％。女生、母亲文化程度较高、家庭社会经济水

平较高的初中生每周蔬菜水果摄入频率和摄人量均较高(P<0．05)。控制了5种社会人口学因素

后，每日体力活动≥60 min(OR=1．667，95％CI：1．216～2．203)、家人每日鼓励多进食蔬菜水果

(OR=1．881，95％CI：1．498～2．363)、每日表扬食蔬菜水果(OR=1。275，95％CI：1．025～1．586)、每

周3～6 d(OR=I．691，95％C／：1．310—2．183)和每日(OR=2．944，95％C／：2．348～3．690)准备好蔬菜

水果、每周3～6 d(OR=1．392，95％CI：1．056～1．835)和每日(OR=2．817，95％“：2．217～3．580)一

起进食蔬菜水果、早餐通常自家做(0R=1．354，95％CI：1．158。1．607)、蔬菜水果健康益处的课程

教育(OR=1．238，95％CI：1．035～1．480)和认知(OR=3，150，95％CI：1．121—8．856)与初中生每周

食蔬菜／>21份和水果≥14份均有正性关联。结论杭州市城区初中生蔬菜水果的摄人水平与社

会人口学特征、体力活动、家庭饮食环境、蔬菜水果健康益处的教育和认知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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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ruit and vegetable(FV)consumption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urban junior students in Hangzhou．Methods In a cross．sectional study，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frequency and amount of FV consumption as

well as relate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was applied to study

other factors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vegetables consumption≥2 l servings and fruit comsumption≥

14 servings per week．Results Among 3724 iunior students included in this study，54．7％of them

consumed FV daily．23．6％consumed vegetables≥21 servings and fruit≥14 servings per week

(equaled to vegetables≥3 servings and fruit≥2 servings every day)．The level of FV intake was

high in girls．mother with higher education，and higher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SES)．After

controlling 5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data on the consumption of dailv vegetables≥2 1 servings

and fruit≥14 servings weekly．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aily physical activity(PA)≥60 min

(OR=1．667．95％CI：11216～2．203)，encouragement on FV intake daily by family(OR=1．881，

95％c，：1．498—2．363)，positive familial attitude on the daily intake of FV(OR=1．275，95％C／：

1．025-1．586)，preparation FV 3—6 days per week(OR=1．691，95％C，：1．310—2．183)or daily(OR=

2．944，95％C，：2．348—3．690)，family consumption of FV with children／3—6 days per week(OR=

1．392，95％CI：1．056一1．835)or on the daily base(OR=2．817，95％CI：2．217—3．580)，breakfast

usually made at home(OR=1．364。95％C／：1．158—1．607)，offering FV course atschool l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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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238，95％CI：1．035—1．480)and awareness on the benefit of FV(OR=3．150，95％CI：

1．1 2 1—8．856)etc．respectively．Conclusion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daily PA，dietary

pattern at home，education and awareness on the benefits of FV on health etc．were all related to the

FV intake among junior students in Hangzhou．

【Key words】Vegetables；Fruit；Adolescent；Factor analysis

每天摄人充足的蔬菜水果是合理膳食的重要组

成部分’1 o，青少年从小建立这种良好的饮食习惯将

有助于降低将来成年后患心脑血管疾病、癌症、肥胖

等慢性病的风险乜4o。近年来国外调查数据显示青

少年蔬菜水果摄入水平尚未达到膳食指南推荐水

平。’6。，可能与社会人口学因素、家庭支持性环境、个

人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有关一’8I，而国内此方面的报

道较少。为此本研究调查了杭州市城区初中生蔬菜

水果摄人水平及相关因素，为改善城市青少年合理

膳食行为，预防慢性病的发生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2009年3—6月在杭州市下城、拱

墅、西湖3个城区抽取114个班级共4779名初中生

进行调查，抽样方法见文献[9]。回收有效问卷

455l份，调查应答率为95．23％。排除问卷中如年

龄、性别、年级、每周蔬菜水果摄入天数、母亲文化程

度、11项家庭设施等关键变量信息[x2检验表明这

些关键变量在删除前后的样本中分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缺失者，最终3724名学生纳人本

次研究，有效调查率为78．30％。

2．调查内容及指标定义：采用社区健康干预项

目统一设计的青少年健康调查问卷并由学生自填完

成，同时测量体格。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信息、

膳食习惯、体力活动和吸烟。蔬菜水果摄人情况包

括学生通常每周食用蔬菜(含100％纯蔬菜汁)和水

果(含100％纯果汁)的天数，并按每周进食的天数

(<4、4～6、7 d)计算摄入频率，其中“天天吃蔬菜水

果”是指每周进食的天数均为7 d。采用6种“份’’的

概念定义摄人量，即1份蔬菜水果相当于①普通身

材女性的拳头大小；②一碗新鲜、未加工烹煮、带叶

的蔬菜；③半碗新鲜、经切割、烹煮、冷冻或罐装的蔬

菜水果；④半碗鲜榨100％纯蔬菜或水果汁；⑤1／4碗

干水果或果脯；⑥1／3碗容量的100％纯果汁或蔬菜

汁。问卷中附有蔬菜水果“份”大小说明图。

蔬菜水果摄人频率相关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①

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年级、母亲最高学历、

11项家庭设施(抽水马桶、用电、电冰箱、中央空调或

集中供暖设备、家用空调、洗衣机、电视机、固定电话

和或移动电话、计算机上网、安全饮用水、汽车)拥有

情况，其中根据后者拥有数量计算财产指数，并反映

家庭社会经济水平(SES)”0。，即按财产指数的四分

位数分为低、中、高3个等级(<P：，、P：，～P，，、>P。，)；

②生活方式：学生每日体力活动时间和吃早餐情况；

③知识与支持：学校课程中是否讲授蔬菜水果的好

处，学生认为多吃蔬菜水果对健康是否重要，早餐通

常是否为自家做，按家人4种支持学生每周摄入蔬

菜水果的行为频率并分为3组(≤2 d、3～6 d、7 d)；

④体质特征：BMI(kg／m2)和腰围，腰围取2次测量

均值。

3．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1软件双录入，

SPSS 1 6．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连续变量统计

描述采用均数和标准差(；±s)，组间比较采用t检

验。分类变量统计描述采用构成比(％)，组问比较

采用#检验，其中等级变量(年龄、母亲文化程度、摄

人频率)组间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财产指数采

用因子分析中PCA法及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

的第1因子建立”“。11项家庭设施变量中用电、中

央空调或集中供暖设备、安全饮用水3个变量无明

显变异性不纳入本次因子分析，分析前进行Kaiser-

Meyer．Olkin(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提示适合做

因子分析。

采用非条件logistic多变量回归法分析影响初

中生每周摄入蔬菜≥21份和水果≥14份的家庭和

个体因素，利用回归系数exp(／3)即OR值(95％C，)分

别评价在控制性别、年龄、年级、母亲文化程度和家

庭SES因素后体力活动、课程教育和认知、家庭饮食

支持性环境和体质(BMI、腰围)等因素与初中生蔬

菜水果摄入频率和摄入量的关联程度。

结 果

I．一般情况：3724名初中生中，男生1921名，女

生1803名，其比为1．07：l。表1显示仅4个特征(年

级、母亲受教育程度、早餐自家做和学校课程讲授过

多吃蔬菜水果的好处)在男女生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其他特征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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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杭州市3724名城区初中生基本特征

特 征 m篓⋯。篡3) 合计 绺值P值

年龄(岁) 19．38<0．001

≤13 32．43 37_88 35．07

14～ 20．20 19．4l 19．82

15～ 31．28 30．73 31 01

≥16 16．09 11．98 14．10

年级0035 0．851。

初一 52．94 52．63 52．79

初三 47．06 47．37 47．2l

母亲文化程度 4．27 0．117。

初中及以下 33．78 31．39 32．63

高中 26．7l 25．85 26．29

大学及以上 39．51 42．76 41．08

SES 93l 0．009

低 25．61 21．41 23．58

中 49．77 53．19 51．42

高 24．62 25．40 25．oo

体力活动时间≥60 min／d 10．98 3．08 7．】6 86．80<0．001

学校课程教授过多食蔬菜水果的好处 74．00 73．40 73．70 0．16 0．690。

认为多食蔬菜水果对健康重要 98．20 99．30 98．80 9．37 0．002

早餐通常自己家做 59．50 60．90 60．20 0．75 0．387。

家人每周支持行为频率(≥5 d)

鼓励多食蔬菜水果 63．9 74．2 68．9 44．91<0．001

表扬食蔬菜水果 15．4 18．1 16．7 4．53 0．033

正餐和非正餐时准备蔬菜水果 54．0 64．7 59．2 42．84<0．001

一起食蔬菜水果 57．4 70．6 63．8 67．85<O．001

BMI(kg／m2．；±s1 20．40±3．57 19．91±3．07 20．16±3．34 0．851<0．001

腰围(cm。i±s1 71．39±9．72 64．40±7．19 68．Ol±9．27 24．96<O．001

注：4P>0．05

2．蔬菜水果摄入频率：3724名初中生中每周食

蔬菜<4 d、4～6 d和7 d的比例分别为12．7％、12．0％

和75．3％，食水果的比例分别为16．9％、22．5％和

60．6％，每周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x2=949，83，P<0．05)。其中每日食蔬菜水果的

比例约为54．70％。4种社会人口学特征比较显示

(表2)，女生和母亲文化程度较高者蔬菜摄入频率

较高(均为P<0．05)，而不同年级／年龄、SES的初中

生蔬菜摄入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女生、年龄／年

级较低、母亲文化程度较高和SES较高的初中生水

果摄入频率均较高(均为P<0．05)。

3．蔬菜水果摄人量：3724名初中生每周食蔬

菜≥2l份的比例约为33．2％，食水果≥14份约为

4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67，P<0．001)。每

周食蔬菜≥21份且水果≥14份的初中生仅占

23．6％。按4种社会人口学特征分别比较3种摄入量

水平(表3)，女生、母亲文化程度较高的初中生每周

食蔬菜≥21份、水果≥14份和蔬菜≥21份且水果≥

14份均较多(均为P<0．05)；年

龄小、年级低的初中生每周食水

果≥14份比例较高，而蔬菜≥

21份、蔬菜≥2l份且水果≥14

份人数分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为P>0．05)。SES中

等的初中生每周食蔬菜>／21份

比例较高，而SES高的初中生

每周食水果≥14份及蔬菜≥2l

份且水果≥14份的比例均较高

(均为P<0．05)。

4．蔬菜水果摄人量的

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由表4

可见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年

级、母亲文化程度、SES常见的

社会人口学特征后，每日体力

活动时间≥60 min、早餐自家

做、家人每天鼓励多食蔬菜水

果、每天表扬食蔬菜水果、每

周≥3 d在正餐和非正餐时间

准备蔬菜水果、每周≥3 d和孩

子一起食蔬菜水果以及蔬菜水

果益处的教育和认识(接受过

相关课程、认为多吃蔬菜水果

对健康重要)均与初中生每周

食蔬菜≥21份且水果≥14份

有统计学意义关联，而学生体质(BMI、腰围)则无统

计学意义关联。

讨 论

每天保证充足的蔬菜水果摄人有益健康。本次

研究结果显示杭州市城区青少年每周每日食蔬菜水

果的比例仅为54．7％，其中蔬菜为75．3％，水果为

60．6％；每周食蔬菜≥2l份和水果≥14份(相当于每

H食蔬菜≥3份和水果≥2份)的比例为23．6％，说明

杭州市城区初中生蔬菜水果摄人频率和摄人量总体

均尚未达到国内外的推荐标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推荐青少年和成年人每日至少食用>500 g蔬菜水

果；WHO推荐儿童青少年每日至少摄人400 g蔬菜

水果n21)。分析结果还显示每周蔬菜摄人频率总体

高于水果摄人频率，但每周食蔬菜≥2l份的比例低

于食水果≥14份的比例，提示应加强初中生蔬菜的

摄人量和水果的摄人频率。

Pasmussen等"’在对49项相关研究分析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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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杭州市城区不同特征初中生每周蔬菜水果摄入频率

·239·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P<0．05

表3杭州市城区不同特征初中生每周蔬菜水果摄入量

注：。P<0．05

欧美国家尤其是欧NJL童青少年的蔬菜水果摄入水

平存在女生优于男生的性别差异。本文分析也发现

杭州市初中男生的蔬菜水果摄入频率和

摄人量均低于女生。

本次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年级与水

果的摄人频率和摄人量成反比关系，但

与蔬菜的摄入水平无统计学意义的关

联。其原因可能是饮食中蔬菜摄人更为

普遍，而年龄／年级小的学生进食水果易

受父母干预。研究还发现母亲文化程度

和SES较高的初中生，每周食蔬菜≥21

份和水果≥14份的比例均较高，由于水

果和蔬菜有着不同的营养价值，并不能

完全互相替代n“，同时水果价格普遍高

于蔬菜，因此母亲文化程度和SES高的

家庭更愿意购买水果。

家庭是学生蔬菜水果摄入的重要来

源和场所。国外多项调查均显示蔬菜水

果在家庭的可及性与儿童青少年的摄入

水平有正关联"'“3。本研究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良好的家庭

饮食环境均与初中生每周食蔬菜≥21

份和水果≥14份存在正关联，说明家长

的支持和配合在青少年营养干预中起到

重要作用。此外，研究中还发现学生每日体力活动

时间>／60 min与蔬菜水果摄入水平有正关联，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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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杭州市城区初中生每周摄入蔬菜≥2l份且水果≥14份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注：。控制了性别、年龄、年级、母亲文化程度、SES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6 P<O．05

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学生摄人充足的蔬菜水果。

有益健康的知识教育和学生的认知程度也影响

蔬菜水果的摄入水平。本文结果显示学校课程教授

过多食蔬菜水果的好处和学生认为多食蔬菜水果对

健康重要，均与初中生每周食蔬菜≥21份和水果≥

14份存在正关联。提示通过宣传教育，学生越了解

蔬菜水果健康益处将会增加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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