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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9省(区)1 99 1--2009年4～1 7岁儿童
青少年膳食钙摄入量及变化趋势

张饭王惠君王志宏 张继国 杜文雯 苏畅姜红如 翟凤英 张兵

【摘要】目的了解1991--2009年中国9省(区)4～17岁儿童青少年膳食钙的摄入现状、食

物来源及变化趋势。方法选取1991--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7轮调查中4～17

岁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利用连续3天24小时膳食回顾调查数据，按地区分层对历年膳食钙摄

入量水平、食物来源分布及变化趋势进行横断面分析。结果1991--2009年中国9省(区)4～17

岁儿童青少年平均每日膳食钙摄入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09年该人群中男童钙摄入量为

311．2 mg／d，女童为294．6 mg／d；1991--2009年男女童钙摄入量不足50％适宜摄入量(AI)的比例分

别高达81．5％一87．6％和87．0％～91．0％，而达到A1人数的比例仅为0．2％～0．8％和0．1％～0．8％。

儿童青少年膳食钙主要来源于蔬菜、豆制品、谷类和乳类食物，其提供的钙占平均每日钙摄入量的

70％以上。结论1991--2009年中国9省(区)4。17岁儿童青少年膳食钙摄入水平仍然较低，需

提高该人群的饮奶量增加钙摄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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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ium intake of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till remained at lower level。suggesting that the

optimal food sources of calcium were under-con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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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儿童青少年时期，适宜的钙摄入水平对生长发育及

骨骼健康极为重要，并对预防成年期慢性疾病的发

生和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n_1。我国多次全国

范围的营养调查均显示成年居民钙摄人量长期处于

较低水平b-7]，但缺乏儿童钙摄人量的研究，为此本

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7轮调查

数据，对4～17岁儿童青少年膳食钙摄人量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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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食品安全所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

开展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该项目为长期纵向

追踪研究，始于1989年(仅调查了5岁以下儿童膳食

摄人量)，在黑龙江、辽宁、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江

苏、贵州、广西9省(区)开展现场调查。本研究选取

1991、1993、1997、2000、2004、2006和2009年共7次

调查中4～17岁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采用连续3天24小时膳食回顾法

计算个人食物消费数据和采用称重法记录家庭调

味品消费量，借助2002年和2004年食物成分表中

食物营养素数据计算各类食物提供的膳食钙日均

摄人量随’91。分析各类食物来源的钙摄人量，并计算

其占膳食钙总摄入量的百分比。

3．判断标准：计算日均膳食钙摄人量满足中国

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程度，并将其与推荐

的4～17岁人群钙适宜摄人量(AI)比较n引，分析不

同地区、性别儿童中满足不同程度AI的人数百分比

分布。

4．统计学分析：采用SAS 9．2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整理和分析。

结 果

1．基本特征：1991--2009年7轮调查中研究对

象的性别和居住地区分布基本无变化，男性占全调

查人群的51％一55％，女性略少于男性。四类(城

市、郊区、城镇、农村)地区中，前三类地区样本量基

本相同，农村地区样本多于其他三类地区。考虑到

追踪调查样本易出现平均年龄增大的特点，本研究

存在4～17岁儿童青少年人群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减

少的现象(表1)。

2．每El膳食钙摄入量：1991--2009年9省(区)

4～17岁儿童青少年钙摄人量随时间呈波动上升的

趋势，且男童钙摄人量(297．2～323．5 mg／d)始终高于

女童(280．0～295．2 mg／d)。2009年男童钙摄入量为

311．2 mg／d，与1991年相比增加了14．0 mg／d；2009年

女童钙摄入量为294．5 mg／d，与1991年相比增加了
11．5 mg／d(表2)。

按年龄(4～、7。、1l～和14—17岁)分组，四

组男童钙摄人量在各调查年份中均呈现随年龄增

长而增加的趋势。2009年四组男童钙摄人量分别

为225．9 mg／d、290．1 mg／d、355．8 mg／d、384．3 mg／d，

与1991年相比，<1l岁两组男童钙摄入量未增加，

而1l～岁和14～17岁组增幅较大，分别增加了

36．8 mg／d和24．7 mg／d。四组女童钙摄入量分别为
261．5 mg／d、272．3 mg／d、312．2 mg／d、339．4 mg／d，与

1991年相比，4～岁组女童钙摄人量增幅最大，而

7。岁组几乎没有增加，4～、11～和14～17岁组

女童钙摄入量分别增加了40．0 mg／d、6．9 mg／d和

15．1 mg／d。

3．日均膳食钙摄人量占推荐摄入量的百分比

变化趋势：1991--2009年7次调查中，男女童钙摄人

量<50％AI的比例分别高达81．5％～87．6％和

87．0％～9 1．0％，而摄人量达到或超过AI的人数仅为

0．2％～0．8％和0．1％。0．8％(表3)。

在四类(城市、郊区、城镇、农村)地区中，儿童青

少年钙摄人<50％AI的比例分别为64．7％、76．1％、

表1 7轮调查期间(1991--2009年)我国9省(区)4～17岁儿童青少年人群分布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年龄f----367．6，P<0．01；性别f=5．8，P=0．44；地区f=38．0，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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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7轮调查期间(1991--2009年)我国9省(区)4一17岁不同年龄组儿童青少年日均钙摄入量(m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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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1993年 1997年 2000年 2004年 2006年 2009年

i4-s 肼x±5 M x±5 M x4-s M 互±s M i±s 肘x±s J】lf

注：不同年份的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男性F=24．08，P<0．01；女性F=8．25，P<0．叭；合计F=32．65，P<0．01；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

验：男性f=23．80，P<0．01；女性f=1．48，P>0．01；合计f=18．4654，P<0．01；。P<0．01；6P<0．05

86．6％和89．4％，而钙摄入量>100％AI的比例均不

足l％。2009年与1991年相比，四类地区的儿童青

少年钙摄人量<50％AI的比例分别下降了21．1％、

10．2％、6．9％和0．2％，以城市地区降幅最大，农村地

区最小。

按年龄(4。、7。、11～和14～17岁)分组，钙摄

人量<50％M的比例分别为87．4％～94．4％、77．9％一

86．3％、84．9％～90．3％、82．7％～87．5％。四组儿童钙

摄入量<50％AI的比例均逐年下降，降幅分别为

7．0％、3．0％、5．5％、4．8％，其中4～岁组下降幅度最

大，7一岁组下降幅度最小。

4．儿童膳食钙食物来源变化趋势：7次调查表

明，9省(区)4～17岁儿童青少年膳食钙主要来源于

蔬菜、谷类、豆制品和乳类食物，四类食物提供的钙

占日均钙摄人量的70％以上，而其余各类食物(薯

类、菌藻类、水果、坚果、畜／1牙肉及制品、蛋类、鱼虾

类、零食及饮料、调味品等)提供的膳食钙均<

10％。2009年该人群日均摄入膳食钙中，以蔬菜、豆

制品、谷类及乳类提供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9．7％、

17．3％、16．1％和9．9％。但与1991年相比，蔬菜提供

的膳食钙比例下降了11．5％，谷类食物提供的膳食

钙比例也下降了8．5％。与之相反，乳类食物提供的

膳食钙比例在1991--2009年则有明显上升，由1．7％

上升至9．9％；而豆制品提供的膳食钙比例变化不明

显。此外，蛋类及畜／禽肉类提供的膳食钙比例在此

期间也有较为明显的上升，分别由1．9％上升至

4．6％，由1．2％上升至2．4％(表4)。

四类(城市、郊区、城镇、农村)地区4～17岁儿

童青少年El均膳食钙摄人量均呈现明显的城乡差

异。2009年城市儿童膳食钙摄人量比农村儿童高

1 1 7．6 mg／d。该现象在各年龄组儿童中均有表现，但

在7。10岁组儿童中表现最为明显，城乡差异高达

140．4 mg／d。而2009年四类地区儿童膳食中，由蔬

菜提供钙的比例分别为21．8％、27．1％、27．1％和

33．2％，与1991年相比均有所下降，四类地区分别降

低了10．3、15．9、11．9和9．7个百分点；谷类提供的膳

食钙比例四类地区分别为10．9％、11．9％、16．5％和

18．8％，与1991年相比同样有所下降，分别降低了

7．1、10．3、8．5和7．7个百分点；乳类提供的膳食钙比

例四类地区分别为22．7％、14．9％、10．4％和5．0％，与

1991年相比有显著增加，分别增加了13．4、13．2、8．7

和4．7个百分点。此外，农村地区儿童由畜／禽肉类

提供的膳食钙比例较其他三类地区有显著增加，由

1991年的0．9％上升到2009年的3．0％。

在各年龄组儿童青少年中，同样存在时间变化

趋势，即随时间的变化，由蔬菜和谷类食物提供膳食

钙的比例下降，而乳类、蛋类及畜／禽肉类提供的膳

食钙比例有所上升，但变化程度在各年龄组略有不

同。随着年龄增长，膳食钙来源中蔬菜的比例逐渐

上升，乳类的比例逐渐下降。2009年4个年龄组儿

 



·86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3年9月第34卷第9期Chin J Epidemiol，September2013，V01．34，No．9

表3 7轮调查期间(1991--2009年)我国9省(区)4—17岁

儿童青少年膳食钙摄入量占AI比例分布(％)

童青少年蔬菜来源的钙比例分别为26．4％、28．0％、

31．1％和32．3％，而乳类食物来源的钙比例分别为

16．6％、9．1％、8．6％和7．2％，其他食物种类则无明显

的变化趋势。此外，零食及饮料对膳食钙的影响在

各年龄组有所不同，14～17岁组中该类食物来源的

钙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年龄组。1991—2000年四类

地区各年龄组该类食物来源的膳食钙比例变化较

小，而2000--2009年则出现了较大增幅。

讨 论

1991—2009年我国9省(区)4～17岁儿童青少

年最高日均钙摄人量男童为323．5 mg／d，女童为
295．2 mg／d。虽然该人群膳食钙摄人量存在上升趋

势，但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的

适宜摄人量800。1000 mg／d相比[10|，仍不足一半。

各类地区<50％AI的人数比例也超过80％，仅有不

足1％的儿童青少年达到AI。2009年我国男女性居

民膳食钙摄人量达到AI的比例，成年人分别为4．8％

和2．6％哺3，老年人分别为2．4％和2．2％n1，而本研究

儿童青少年中该比例仅为0．4％和O．8％。加之儿童

青少年比成年人和老年人服用营养素补充剂的情况

可能更少，因此钙摄入不足现象要比其他人群更为

严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6～19岁男童日均钙摄入

量已高达1000 mg／d以上，女童为789～808 mg／d[1“，

且女性从青春期至老年阶段，始终可保持提供

300 mg以上膳食钙的乳类食物摄入量。而我国儿

童青少年的膳食钙摄入水平远不及该水平，“中国居

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显示，2002年我国儿童青

少年日均钙摄人量最高的地区仅为401．2 mg／d[3]。

儿童期和青春期是骨发育的关键时期，成年期

的骨量储备必须在儿童青少年时期获得。而膳食钙

的摄人量不仅与骨骼发育密切相关，也可影响钙在

体内的代谢活动n 2I，从而进一步影,flJL童青少年的

身体状况。有研究表明，12～17岁男童钙摄入量达

到665 mg／d，女童达到650 mg／d时n 2I，钙的吸收率才

能达到最高水平。而本研究调查对象的日均钙摄入

量远不及该水平。

本研究发现，近20年(1991—2009年)间我国9

省(区)儿童青少年膳食钙最主要来源为蔬菜和谷类

食物(提供了约50％膳食钙)，而乳类和豆制品来源

的钙仅占25％，且随年龄增长该比例明显降低。在

2000年之前，我国儿童青少年乳类食物提供的膳食

钙比例极低，尤其是农村地区较大年龄(>7岁)的

儿童青少年，甚至不足1％。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

与健康状况调查”也显示，我国居民膳食钙摄入量

中，仅4．3％来源于奶及其制品¨]。2000年之后我国

儿童青少年乳类来源的膳食钙比例有所增加，尤其

是城市地区增加最为明显，2009年乳类来源的钙比

例已达到22．7％，并高于同年同地区的成年人及老

年人。反之，农村地区虽然也有较为显著的增长，但

乳类提供的膳食钙比例仍然不足5％。可见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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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我国9省(区)四类地区不同年份4～17岁儿童青少年膳食钙的食物来源比例(％)

年龄组 食物种娄 !!!!笙 !竺塑生 !!塑生
(岁) ⋯⋯一 城市郊区城镇农村合计 城市郊区 城镇农村合计 城市郊区城镇农村合计

4一 总人数 72 129 119 452 772 30 50 74 200 354 21 67 46 199 333

日均钙摄人量(mg／d)254．6 222．7 225．6 219．9 224．5 275．6 250．7 277．7 214．7 238．1 309．9 304．2 242．8 214．5 242．5

蔬菜 27．1 42．2 31．6 39．6 37．5 18．1 40．5 31．9 39．6 35．8 18．5 22．7 23．9 30．1 26．4

谷类 14．8 20．2 24．1 27．5 24．4 10．7 12．7 14．1 18．4 15．7 9．8 10．5 14．2 16．5 14．1

且制品 13．3 11．8 18．8 13．6 14．1 11．5 19．5 20．2 17．2 17．7 14．7 16．2 13．O 12．9 13．9

乳类 21．0 4．5 3．2 0．9 4．0 32．1 4．1 11．O 2．0 7．5 30．3 18．7 18．9 12．9 16．6

畜／禽肉及制品 2．7 1．8 1．7 0．9 1．4 3．O 2．5 2．2 1．3 1．9 2．7 2．8 2．4 3．O 2．8

蛋类 3．8 2．6 4．1 2．0 2．6 3．8 2．6 3．0 4．0 3．5 6．3 4．7 7．5 5．5 5．6

鱼虾 3．6 3．O 2．3 2．0 2．4 3．7 5．3 5．0 1．7 3．2 3．8 4．2 2．3 2．4 3．O

水果 2．O 1．4 2．1 0．9 1．3 1．7 0．8 O．4 0．3 0．5 1．2 1．6 2．O 2．1 1．9

菌藻类 O．4 0．0 0．0 0．0 0．1 2．4 0．2 0．8 O．6 0．8 O．9 0．5 1．4 1．5 1．2

薯类 O．4 1．2 O．9 1．9 1．5 1．9 0，7 O．8 1．7 1_3 O．3 O．7 O．4 0．8 0．7

坚果 0．1 0．9 1．4 0．6 0．7 O．2 O．5 0．0 0．8 O．5 0．2 0．4 0．5 0．2 0．3

零食／饮料 3．2 1．7 1．8 1．2 1．6 3．0 2．O 1．2 1．9 1．9 7．8 11．9 7．5 7．8 8．8

调味品／其他 7．6 8．6 7．9 8．9 8．6 7．9 8．7 9．5 10．4 9．7 3．5 4．9 5．9 4．2 4．6

7～ 总人数 109 158 137 574 978 62 112 94 439 707 37 59 54 260 410

日均钙摄入量(m叠／d)291．9 273．5 263．1 280．7 278．3 371．4 294．2 303．4 262．1 282．2 391．7 376．1 254．9 251．3 282．4

蔬菜 31．9 43．2 41．1 42．4 41．1 26．8 39．2 31．5 40．6 37．5 18．1 26．8 26．1 31．0 28．0

谷类 16．5 21．7 23．7 26．9 24．5 10．5 15．1 16．2 21．0 18．1 12．6 11．0 18．1 20．0 17．1

豆制品 22．6 14．6 13．1 12．6 14．2 18．4 19．0 18．2 18．9 18．7 15．O 14．5 13．9 18．6 16．8

乳类 5．4 1．5 1．9 0．2 1．2 17．2 3．6 9．8 0．4 4．2 23．5 18．6 10．5 2．4 9．1

畜／禽肉及制品 2．5 1．3 2．0 0．8 1．2 3．3 2．8 2．7 1．2 1．9 2．2 2．7 3．6 2．2 2．5

蜇类 4．6 3．O 4．4 1．2 2．3 3．9 3．4 3．6 3．1 3．3 4．8 3．9 6．0 5．9 5．4

鱼虾 3．7 3．O 2．9 2．2 2．6 5．5 3．1 4．0 2．4 3．1 4．6 3．7 3．6 3．1 3．5

水果 1．2 1．1 O．8 0．6 0．8 1．5 0．6 0．4 0．3 0．5 1．4 1．9 1．9 1．4 1．6

菌藻类 1．1 0．1 O．1 0．1 0．2 1．2 1．0 1．6 0．9 1．1 1．6 1．5 1．1 1．4 1．4

薯类 0．4 0．8 1．1 3．2 2．2 0．6 0．9 0．6 1．7 1．3 O．5 0．6 0．6 O．9 0．7

坚果 0．7 0．4 0．6 O．6 0．6 O．2 0．4 0．4 0．6 0．5 0．3 0．5 0．6 O．2 0-3

零食／饮料 2．1 O．5 0．8 O．9 1．O 2．5 2．0 2．9 1．0 1．6 10．3 9．O 8．6 6．4 7．7

调味品／其他 7．4 8．7 7．5 8．4 8．2 8．5 8．9 8．2 8．0 8．2 5．1 5．3 5．2 6．6 6．O

11～ 总人数 66 112 108 449 735 84 166 129 487 866 26 58 51 196 331

日均钙摄人量(m∥d)334．2 357．9 295．7 301．4 312．1 362．3 336．1 302．6 296．5 311．4 387．9 378．0 347．4 314．2 336．3

蔬菜 32．2 42．2 40．4 44．3 42．2 34．3 37．6 32．4 41．3 38．5 20．4 23．9 25．7 36．9 31．0

谷类 17．3 22．3 26．9 25．8 24．5 14．7 16．4 19．5 22．1 19．7 11．6 10．9 15．6 17．9 15．6

豆制品 18．7 16．5 13．8 11．8 13．6 19．2 18．6 18．3 18．5 18．6 13．9 17．9 19．3 20．0 18．9

乳类 11．5 1．6 2．0 0．O 1．7 9．0 3．2 3．3 0．1 2．2 25．8 14．4 7．9 3．9 8．6

畜／禽肉及制品 2．6 1．2 1．5 O．9 1．2 3．3 2．5 2．9 1．4 2．O 2．8 2．7 3．8 1．8 2．4

蛋类 3．3 2．2 2．2 1．1 1．7 4．8 3．2 3．7 2．8 3．2 4．9 3．2 4．3 3．0 3．4

鱼虾 3．7 3．7 2．4 1．7 2．3 2．6 2．2 5．7 1．7 2．5 4．O 3．3 7．1 2．5 3．5

水果 1．5 0．2 O．1 0．3 0．4 O．9 0．4 0．2 O-2 0．3 1．5 1．9 1．4 0．9 1．2

菌藻类 0．4 O．4 0．3 O．1 0．2 O．9 1．2 O．9 O．3 0．7 1．0 0．4 1．6 0．4 0．7

薯类 0．5 O．9 0．9 2．8 2．O 0．7 1．O 0．4 1．4 1．1 0．7 O．8 0．5 O．8 O．7

坚果 0．5 0．6 1．3 1．4 1．2 0．9 0．9 0．4 0．3 O．5 0．1 O．8 0．6 O．3 O．4

零食，饮料 2．3 0．4 O．6 0．9 0．9 1．6 1．7 2．9 0．8 1．4 6．0 13．9 8．2 4．8 7．2

调味品／其他 5．4 7．9 7．6 8．7 8．1 7．3 11．1 9．3 9．1 9．3 7．4 5．4 3．8 6．3 5．8

14～17总人数 106 133 107 559 905 88 158 12l 439 806 35 67 65 140 307

日均钙摄人量(m∥d)349．0 374．1 310．9 338．5 341．7 392．3 384．3 327．2 333．O 348．7 443．3 363．8 359．9 344．5 363．2

蔬菜 34．5 43．9 41．2 44．0 42．5 31．6 39．9 32．3 43．1 39．5 27．4 33．8 30．2 34．2 32．3

谷类 21．5 23．8 25．4 25．9 25．O 14．3 16．0 22．3 22．4 20．O 9．4 14．8 17．3 20．3 17．O

豆制品 18．9 16．0 15．5 12．9 14．4 20．3 19．6 19．5 17．1 18．4 17．1 15．2 19．2 21．1 18．8

乳类 5．7 0．3 0．0 0．2 0．8 12．0 2．3 3．5 0．0 2．5 16．8 8．8 8．O 2．8 7．2

畜／禽肉及制品 2．5 1．1 1．7 O．8 1．1 2．9 2．4 2．1 1．3 1．8 2．9 2．5 2．3 1．6 2．1

蛋类 3．3 1．6 1．6 1．O 1．4 4．1 3．4 3．1 2．3 2．9 4．5 3．6 4．6 3．9 4．1

鱼虾 2．1 3．7 l，6 1．6 2．0 2．O 3．7 1．8 2．0 2．4 3．4 3．7 3．3 3．O 3．3

水果 1．1 0_3 O．1 0．1 0．3 0．8 O．3 O．7 0．2 O．4 2．4 1．9 O．9 O．9 1．3

菌藻类 0．6 O．2 O．7 0．1 0．2 0．6 0．9 1．2 0．7 O．8 1．1 1．4 O．6 0．8 0．9

薯类 0．6 0．7 1_3 2．8 2．0 O．9 0．8 0．6 1．5 1．1 O．4 0．5 O．7 O．8 0．7

坚果 0．6 O．3 0．1 O．9 0．7 O．3 1．4 O．4 O．6 O．7 O．4 0．3 O．6 0．4 0．4

零食／饮料 1．8 0．5 0．5 1．0 0．9 1．3 1．6 2．2 O．6 1．1 9．7 4．6 4．4 4．5 5．2

调味品／其他 6．9 7．7 10．2 8．8 8．5 9．1 7．9 10．1 8．4 8．6 4．4 8．8 7．9 5．6 6．6

合计 总人数 353 532 47l 2034 3390 264 486 418 1565 2733 119 25l 216 795 1381

日均钙摄人量(m鲋)309．4 304．1 271．9 287．7 290．3 364．6 333．3 305．5 286．6 305．3 391．6 354．1 305．8 274．O 303．7

蔬菜 32．0 43．0 39．0 42．9 41．2 30．2 39．0 32．1 41．6 38．3 21．8 27．1 27．1 33．2 29．7

谷类 18．1 22-2 25．0 26．4 24．6 13．2 15．7 18．8 21．6 19．0 10．9 11．9 16．5 18．8 16．1

豆制品 19．0 15．O 15．1 12．7 14．1 18．7 19．1 19．0 18．O 18．4 15．4 15．9 17．1 18．4 17．3

乳类 9．4 1．7 1．7 0．3 1．7 14．0 3．O 6．1 0．3 3．3 22．7 14．9 10．4 5．0 9．9

畜，禽肉及制品 2．6 1．3 1．7 0．9 1．2 3．1 2．5 2．5 1．3 1．9 2．6 2．7 3．0 2．1 2．4

蛋类 3．7 2_3 3．1 1．2 1．9 4．3 3．3 3．4 2．8 3．2 5．0 3．8 5．3 4．6 4．6

鱼虾 3．1 3．4 2．3 1．9 2．3 3．2 3．2 4．0 2．0 2．7 4．0 3．7 4．2 2．8 3．4

水果 1．4 O．7 0．7 0．4 0．6 1．1 0．4 O．5 0．2 0．4 1．7 1．8 1．4 1．3 1．5

菌藻类 0．7 O．2 0．3 O．1 0．2 1．O 1．0 1．1 0．6 O．8 1．2 1．O 1．1 1．0 1．O

薯类 0．5 0．9 1．1 2．8 2．0 O．8 0．9 O．6 1．5 1．2 0．5 O．7 0．6 O．8 0．7

坚果 O．5 O．5 O．8 0．9 0．8 O．5 0．9 O．4 0．5 O．6 0．3 O．5 0．6 O．3 0．4

零食／饮料 2．2 0．7 O．9 1．O 1．1 1．8 1．7 2．4 0．9 1．4 8．8 9．7 6．8 5．8 7．1

调嗑品／墓他 6．9 8．2 8．3 8．7 8．4 8．3 9．2 9．3 8．7 8．9 5．1 6．2 5．9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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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儿童青少年膳食钙摄人量低可能是富含钙质的优

质食物摄人不足而引起。

目前国内外多数研究表明，虽然补充钙剂和奶

制品均能促进儿童青少年骨量增长，但单纯补充钙

剂对体格发育并无影响，而增加奶制品摄人可促进

儿童青少年的体格发育，尤其是对营养不良的儿

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人均每天应摄

人奶类及奶制品>300 g[10|，而2002年我国儿童青

少年人均奶类及奶制品摄入量还不足30 g[3]，2006

年我国9省(区)7～17岁儿童青少年日均饮奶量也

只有26．7 g[13|。可见提高我国儿童青少年饮奶量使

其达到膳食指南推荐的摄人量，是改善该人群钙摄

入量偏低现象的关键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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