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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家级贫困县4～6年级小学生营养
与食品安全知信行现状分析

彭真杨芳孙振球李明志

【摘要】 目的通过对两个国家级贫困县4～6年级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

现状的调查，分析贫困地区营养与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探索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最佳模

式。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抽取云南省会泽县和陕西省镇安县12所小学4～6年级478名学

生，使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结果478名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平均得分为

(18．66±3．75)分，及格率为61．09％，各条目知晓率最高为94％；态度部分平均得分为(5．82±

1．50)分，其中97％以上的学生认为在学校学习一些营养和食品安全知识很有必要，仅19％的学生

认为报纸、杂志和电视广告上刊登的营养与食品安全信息可靠；行为部分平均得分为(8．52±

2．56)分，65％的学生一日三餐有规律。结论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较基线调查结果

有明显提高，日常饮食也更加规律，但也存在获取知识途径单一、态度和行为两级分化现象明显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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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five To investigating knowledge，attitudes，current behavior among primary

sch001 students on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in two State—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and to

explore the best educational model on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Methods 478 pupils at 4—6 grades

were selected，using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and questionnairs．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n knowledge was 18．66±3．75．with the qualified rate as 61．09％(the highest was

60．6％)．The average score in the section of attitude was 5．82±1．50．More than 97％of the students

agre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receive knowledge on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The average score of

behavior was 8．52±2．56．Conelusion Rate of awareness on knowledge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had greatly improved among the students under study．Their habit tended to be more regular．However，

we also noticed the gap between knowledge and behavior on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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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特别是

在教育体系相对落后西部地区，普遍缺乏营养与食

品安全知识的中小学生极易成为食品安全事件的受

害者瞳’31。中美联合开展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显

示贫困地区儿童生长发育状况令人担忧H]，5岁以下

儿童生长迟缓率和低体重率高达29．3％和14．4％[51，

均低于世界中等水平№]。加强对中小学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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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其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已刻不容缓n3。目前

国内大部分中小学课程中均未专门开设营养与食品

安全课程旧’9]，2010年赵晓华等¨明对西部两县小学生

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KAP)现状调查显

示，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很低，及格率

仅为8．6％。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sEF)的支持

下，本课题组编写了《营养与食品安全教学读本》，在

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会泽县和陕西省镇安县开展营

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并于2011年对两县4。6年级

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KAP现状进行调查，以评估

贫困地区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的效果，为下一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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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完善中小学生营养教育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两县各

随机抽取12所小学，共478名4～6年级小学生(云

南省会泽县239名，陕西省镇安县239名)，其中4年

级学生165名，5年级学生157名，6年级学生156名。

2．调查方法：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根据健康教

育KAP模型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学生

基本情况、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部分(共3l题)、态

度部分(共7题)、行为部分(共15题)、其他信息来源

部分(共5题)。知识部分每答对一题得1分，答错或

不知道得0分，答对60％的条目即为及格；态度部分

以选择“同意”和“非常同意”为正确态度，得1分，选

择其他者得0分，态度得分>4分定义为积极态度

(即对超过60％条目的态度选择正确)；行为部分以

选择“经常”、“总是”、“每天都很有规律”、“经常都有

规律”、“每天都吃”、“每周3。6次”得1分，其他选择

得O分，行为得分>8分定义为健康行为(即对超过

60％条目，能选择正确的行为)。在对KAP得分影响

因素分析中，选择学生基本情况(包括性别、民族、独

生子女情况、寄宿情况、体型满意情况、体型评价、留

守儿童情况、父母职业和文化程度)各指标为自变量

对知识得分进行多因素分析，同时以学生基本情况

指标和知识得分情况为自变量对态度和行为得分进

行多因素分析。

3．统计学分析：全部数据采用EpiData 3．1软件

双人双次录入，利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比较学生在营养与食品安全教

育前后KAP得分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和其影响因素

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及相关统计描述方

法。选择a=0．05作为检验水准，非条件logistic回

归分析cc人选=0．05，0【删除=O．10，得到的概率值均表示

双侧概率。

结 果

1．基本情况：共发放问卷480份，回收有效问卷

478份，回收率为99．58％。478名4～6年级学生中，

年龄9—16岁，平均(11．71±1．185)岁。其中男性

213人(44．56％)，女性265人(55．44％)；汉族学生

467人(97．70％)，非独生子女395人(82．64％)，在校

寄宿220人(46．03％)，对自己体型满意有415人

(87．45％)，留守儿童126人(26．36％)。见表1。

2．营养与食品安全KAP状况：

表1 478名4～6年级学生基本情况

(1)知识状况：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平均得分

(18．66±3．75)分，最高为27分，最低为6分，共有

292名学生及格，及格率为61．09％。条目知晓率是

指答对该条目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百分比，营养与食

品安全知识各条目知晓率最高为94％，最低为8％，

有10个条目知晓率超过80％，有6个条目知晓率超

过90％，知晓率最低的条目是“哪种营养素缺乏与贫

血发生有关”。

(2)态度状况：营养与食品安全态度平均得分

(5．82±1．50)分，最低为1分，最高为7分。97％的学

生认为有必要在学校学习一些营养知识；91％的学

生认同改变不利于健康和生长发育的饮食行为；

92％的学生认为儿童时期营养状况对生长发育十分

重要并会积极参加学校开始的营养知识讲座。99％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学习一些食品安全知识；93％的

学生会积极参加学校开设的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只

有19％学生认为报纸、杂志和电视广告上关于营养

与食品安全的信息可靠。

(3)行为状况：营养与食品安全行为平均得分

(8．52±2．56)分，最低为2分，最高为14分。其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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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行为平均得分(7．64±2．414)分(总分为12分)。

调查显示65％的学生一日三餐有规律；52％的学生

饮食有规律；对于早餐、水果、蔬菜、肉类、奶类、蛋

类、豆类、摊贩食品每周食用>3次的学生分别有

95％、78％、93％、55％、78％、64％、57％、9％；有52％

的学生能保证每天饮水量达到1．2 L。在食品安全

行为方面，82％的学生能注意到食品包装上的生产

日期和有效期；3％的学生经常食用包装胀包的食

物；1％的学生经常食用包装破损的食物；1％的学生

经常因附送玩具而购买食品。

3．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前后KAP得分比较：本

次调查与基线调查结果比较显示，在对学生进行营养

与食品安全教育后，知识得分(18．66±3．75)要明显

高于基线调查时得分(13．70±4．11)(t=2．498．P=

0．013，P<0．05)；行为得分(8．52±2．56)也要高于基线

调查结果(6．28±2．16)(t=7．327，P<0．001)。见表2。

表2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前后学生KAP得分比较

4．营养与食品安全KAP得分多因素分析：

(1)知识得分影响因素：以KAP知识部分各条

目累加总得分为因变量(赋值说明：1=及格，0=不

及格)，以学生基本情况各指标为自变量(其赋值见

表3)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拟合结果

显示，体型满意和在校寄宿是影响因变量的因素，

OR值分别为2．060和1．919，说明对自身体型满意和

在校寄宿学生较对自身体型不满意和非在校住宿学

生拥有更多的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表4)。

(2)态度得分影响因素：以KAP态度部分各条

目累加总得分为因变量(1=积极态度，0=不积极态

度)，以学生基本情况指标及知识得分情况(1=及

格，0=不及格)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

型拟合结果显示，性别、独生子女和知识得分是影响

因变量的因素，OR值分别为2．232、3．085和3．311，说

明男性、独生子女和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得分高的

小学生较女性、非独生子女和知识得分低的小学生

营养与食品安全态度更为积极(表5)。

表3营养与食品安全KAP中知识影响因素的赋值

因素 赋 值

性别 男=1，女=0

民族 汉族=1，少数民族=0

独生子女 独生=1，非独生=0

在校寄宿 寄宿=1，不寄宿=0

体型满意 满意=l，不满意=0

体型评价 合适=l，很瘦=2，偏瘦=3，偏胖=4，很胖=5

留守儿童 留守=1，不留守=O

母亲职业 机关事业单位=1，私营企业=2，个体工商户=3，工

人=4，务农=5，退休=6，其他=7

父亲职业 机关事业单位=l，私营企业=2，个体工商户=3，工

人=4，务农=5，退休=6，其他=7

母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或大学=4

父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l，初中=2，高中=3，大专或大学=4

表4营养与食品安全KAP知识部分进入方程的自变量

及有关参数估计值

表5营养与食品安全KAP态度部分进入方程的自变量

及有关参数估计值

(3)行为得分影响因素：以KAP行为部分各条

目累加总得分为因变量(1=健康行为，0=不健康

行为)，以学生各基本情况指标和知识得分情况

(1=及格，O=不及格)为白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

析。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在校寄宿、体型满意和留守

儿童是影响因变量的因素，OR值分别为1．815、

1．293、0．548，说明在校寄宿、对自己体型满意和非留

守儿童学生的行为较非在校寄宿、对自己体型不满

意和留守儿童的学生更为健康(表6)。

表6营养与食品安全KAP行为部分进入方程的自变量

及有关参数估计值

讨 论

云南省会泽县和陕西省镇安县均属于国家级贫

困县，经济欠发达，教育水平落后，不少居民依然生

活在贫困水平线之下，因此这里的儿童更加容易受

到食品安全事件的侵害，从而加剧社会的负担n“。

在UNISEF资助下，本研究对两县学生开展了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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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随后对学生营养与食品

安全KAP现状进行了调查。

1．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分析：本次调查学生营

养与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达到60．6％，较赵晓华等¨0]

调查结果有了明显提升，及格率也达到61．09％。多

因素分析显示，对自己体型满意学生知识得分较高，

说明学生对自己体型满意程度直接关系到其对健康

知识的摄取。而在校寄宿学生知识得分要高于非在

校寄宿学生，可能与此类学生独立性和自我学习能

力较强，较好掌握营养与食品相关知识。调查中发

现在知识条目中，部分条目的知晓率还比较低，如

“哪种营养素缺乏与贫血发生有关”知晓率仅有8％，

“夜盲症是缺乏哪种营养素导致的疾病”知晓率仅有

11％，这可能与学校未开设相关课程，学生对此类知

识了解甚少有关。

2．营养与食品安全态度分析：调查中显示，学

生营养与食品安全态度积极，学习知识欲望强

烈，>90％的学生拥有较好的营养与食品安全态度，

超过97％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学习一些营养和食品安

全知识。此外，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学生为独生子

女其态度要好于其他学生，可能由于独生子女家庭

条件稍好，更加注重加强营养，同时知识得分较高的

学生态度也更为积极，可见加强学生营养与食品安

全知识的教育，有利于培养良好的营养与食品安全

态度。但本次调查的学生中营养与食品安全态度得

分差距较大，最低为1分，最高为7分，说明还有部分

学生对营养与食品安全态度较为消极，有必要加强

对此类学生的引导。

3．营养与食品安全行为分析：调查中还发现，学

生Et常饮食更为规律，65％的学生一日三餐有规律，

明显高于曾游哲等n21之前调查的32．3％。每周食用

水果、肉类、奶类、蛋类的次数也有显著提高，这可能

与同时在该地区开展的“营养早餐”有关。多因素分

析显示，在校寄宿的学生行为优于非在校寄宿学生，

说明在校寄宿学生生活管理较严格，更能养成良好

的健康饮食习惯；对自身体型满意的学生同样也更

易于养成良好的习惯。但调查发现只有19％学生认

为报纸、杂志和电视广告上关于营养与食品安全的

信息是可靠的，说明学生摄取营养和安全知识的途

径还较单一。营养与食品安全行为部分得分最低为

2分，最高为14分，差距明显，说明还有部分学生未

养成良好的行为。

4．建议：营养教育是改善营养健康状况的最经

济、有效方法n3|，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将对学生营

养和食品安全教材内容再修订，更加符合贫困地区

儿童的需要，在营养教育中增加对营养素缺乏症、营

养素功能和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的讲授，鼓励学生通

过多种途径获取知识，并针对各年龄段的特点，开展

多形式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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