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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9省(区)1 99 1--2009年6～17岁儿童
青少年蔬菜水果摄人变化趋势
及其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王志宏张兵王惠君张继国 杜文雯 苏畅 张饭姜红如翟凤英

【摘要】 目的分析1991—2009年中国9省(区)6～17岁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摄人的变化

及其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方法 以1991—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项目中

12 596名6～17岁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应用SAS 9．2统计软件分析连续3天24小时膳食回顾

调查及人口经济因素等数据。结果调查人群蔬菜水果消费率均呈增加趋势。其中浅色蔬菜消

费率从94．4％增加至96．9％(z2=11．6，P<0．0001)，深色蔬菜消费率从1991年的58．3％增加至

82．4％(jc2=213．2，P<0．01)，水果消费率从12．6％增力f15545．4％(f=571．2，P<0．0001)。蔬菜总摄

入量中位数从1991年的250．0鲥下降至2009年的225．8 g／d(z2----72．4，P<0．0001)，其中浅色蔬菜

下降36．6 g／d，深色蔬菜下降约40．0 g／d(z2=92．8，P<0．0001)，而水果摄入量增加50．0∥d(jC2=

104．2，P<0．01)。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蔬菜最低推荐摄人量(300 g／d)的儿童比例从1991年的

38．9％下降至2009年的26．8％，而满足该指南水果推荐量(200 g／d)的比例从2．o％增加到13．9％；

2009年深色蔬菜摄入占蔬菜总摄入量一半以上儿童的比例约为25．1％。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

经济收入水平是影响水果消费的重要因素。结论1991--2009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消费

率呈增加趋势，但深色和浅色蔬菜摄入量有所下降，存在明显摄入不足。建议采用有效的综合干

预措施增加蔬菜和新鲜水果的摄人量，改善儿童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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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 of children who reached the minimum intake of vegetable(300 e-／d)recommended by

Dietary Guidelines for Chinese 2007 decreased from 38．9％in 1991 to 26．8％in 201 1 and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who had met the minimum intake(200 g／d)increased from 2．0％to 13．9％．

25．1％of the children consumed dark．color vegetables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vegetable intake．

Schooling of the mother and family income had important impact on fruit consumption of the children．

Conclusion Rates on fruit and vegetable consumption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mong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ver the past 20 years．However．the vegetable intak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fruit intake increased slightly．Chinese Children posed a greater risk on insufficient intake on

both vegetables and fruits．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programs should be taken to increase

vegetable and fruit intak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children．

【Key words】Nutrition survey；Vegetables and fruit；Children and adolescents；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factoFS

蔬菜水果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摄人

充足的蔬菜水果可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生长和发

育，并能降低微量营养素缺乏发生的风险。研究发

现，婴幼儿或儿童期建立的饮食行为可以相对稳定

地保持到青春期乃至成年期n“，儿童期蔬菜水果摄

入不足可能增D[IJL童期或成年后患肥胖¨圳、糖尿

病[9—2|、高血压[13I、心脏病¨4’151和某些肿瘤n61的风

险。据WHO估计2000年大约260万死亡归因于低

蔬菜水果消费n7I。美英等发达国家研究发现蔬菜水

果摄人不足的儿童青少年比例非常高n8'19]，人口特

征、社会经济地位、食物偏好及蔬菜水果的家庭可及

性是影pl甸Jk童蔬菜水果摄人的重要因素n8'201 21I。我

国尚缺乏对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摄人模式的长期变

迁及影响因素研究。为此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

营养调查”1991—2009年7轮调查数据，分析我国

6～17岁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摄人状况的长期变化

趋势，并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其潜在影响。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食品安全所从1989年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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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分别在黑龙江、

辽宁、山东、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和贵州9省

(区)进行，其内容和方法见文献[22—24]。本研究选

取1991、1993、1997、2000、2004、2006和2009年7轮

调查中有完整膳食、人口及社会经济因素数据的

6—17岁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2581、

2576、2289、2041、1301、1048、760人)。

2．消费率及摄入量计算：利用每轮调查中连续

3天24小时(3 d 24 h)膳食回顾法收集食物消费数

据，分别计算个体平均每日蔬菜水果摄人量(g／d)。

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食物分类乜“，蔬菜类包括

根菜类、鲜豆菜／豆苗类、茄果／瓜菜类、葱蒜类、嫩茎／

叶／花菜类、水生蔬菜、薯芋(芋头)和野生蔬菜类(马

铃薯和甘薯因淀粉含量高归为谷类及制品，蔬菜汁、

腌制蔬菜及菌藻类不包含在内)；蔬菜又分为深色蔬

菜(胡萝卜素含量≥500 rtg／100 g蔬菜)和浅色蔬菜

(胡萝卜素含量<500肛∥100 g蔬菜)。水果主要包
含新鲜水果、水果干及水果罐头，但不含果汁及果汁

饮料。只要在每轮调查的3 d饮食中消费了水果或

蔬菜的儿童，均被认为是蔬菜或水果的消费人群，并

计算消费率的百分比。因蔬菜水果摄人数据为非正

态分布，按各人口经济因素分层计算蔬菜和水果摄

人量中位数；并按《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

蔬菜和水果最低摄人量(300 g／d和200 g／d)及深色

蔬菜约占蔬菜总摄人量一半以上的建议陋6|，分别计

算满足相应推荐量的儿童比例。

3．统计学分析：应用SAS 9．2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清理和分析。对每轮调查中儿童青少年的人口特征

(年龄、性别和居住地区)及社会经济因素(人均家庭

收入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按三分位法分别划分

为低、中、高，小学以下、小学、初中及以上)构成差异

进行)c2检验；对1991—2009年消费率的变化进行

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对2009年消费率的人

口经济影响因素进行f检验；采用非参数Wilcoxon

或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法检验每轮调查蔬菜水

果摄人量的总体分布差异及2009年蔬菜水果摄人

量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基本情况：各调查年儿童年龄、地区及母亲受

教育程度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009年11。13

岁年龄组儿童、城市儿童、母亲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儿童的比例均明显增加(表1)。

2．蔬菜水果消费率变化趋势：1991--2009年儿

童蔬菜水果消费率均呈增加趋势，其中浅色、深色蔬

菜和水果的消费率分别增加2．5、24．1和32．8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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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2009年浅色、深色蔬菜和水果的消费率分别为

96．2％、82．4％和45．4％(表2)。

3．蔬菜水果摄入量变化趋势：我国儿童青少年

蔬菜摄入量中位数从1991年的250．0 g／d下降到

·865·

2009年的225．8 g／d(f=72．4，P<O．0001)，其中浅色
蔬菜摄人量中位数下降了36．6 g／d，人均水果摄人量

中位数为0 g／d，深色蔬菜摄入量下降了约40．0 g／d

()c2=92．8，P<O．0001)(表3)，而儿童水果消费人群

表l 7轮调查期问(1991--2009年)6～17岁儿童青少年调查对象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情况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不同年份调查对象构成比较，年龄：f=176．8，P<O．0001；性别：X2=5．4，P=0．50；地

区：f=15．4，P=0．02；人均家庭收入：f=13．8，P=0．32；母亲受教育程度：f=1207．2，P<O．0001

表2 7轮调查期间(1991--2009年)不同特征6～17岁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消费率(％)变化

注：蔬菜水果消费率按社会经济因素分层进行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时间趋势性变化无统计学意义；2009年蔬菜消费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深色蔬菜：地区f=4．2，P=0．04；浅色蔬菜：人均家庭收／k．：X2----7．3，P=0．03；母亲受教育程度：f=10．0，P<O．0001；2009
年水果消费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地区f=14．9，P<O．叭；人均家庭收入：f=23．2，P<O．0001；母亲受教育程度：93=10．7，P<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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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7轮调查期间(1991--2009年)不同特征6—17岁儿童青少年蔬菜摄入量(中位数，g／d)变化

注：4蔬菜摄入量按社会经济因素分层进行非参数Wilcoxon或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2009年蔬菜摄人量各层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浅色蔬菜：年龄f=34．4，P<0．0001；性Nf=一3．3，P<0．ol；深色蔬菜：年龄f=14．2，P<0．ol；深色蔬菜(消费人群)：性Nf=21．0，P<0．01

中水果摄人量中位数增加了约50 g／d

(f=104．2，P<0．0001)(表4)。图1显

示，1991--2009年达到《中国居民平衡

膳食宝塔》中蔬菜最低推荐摄人量

300 g／d的儿童比例下降了12．1个百分

点()c2----27．0，P<0．0001)，而满足水果

推荐量200 g／d的比例增加了11．9个百

分点(f=265．7，P<0．0001)，2000年后

增长幅度升高；与1991年相比，2009年

深色蔬菜摄入达到蔬菜摄人量一半以

上的儿童比例增加了2．3个百分点，但

无统计学意义(f=0．4，P=0．55)。

4．社会经济因素对蔬菜水果摄人

的影响：蔬菜水果消费率均无年龄、性

别差异。城市儿童深色蔬菜和水果的

消费率明显高于农村儿童，母亲有较

高教育程度和较高收入家庭的儿童水

果消费率较高(表2)。2009年高年龄

组儿童的浅色蔬菜和深色蔬菜摄人量

高于低年龄组儿童，男生浅色蔬菜摄

入量高于女生，其他因素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表3)。居住在城市、母

亲有较高教育程度和较高收入家庭的

儿童其水果摄人量较高(表4)。

表4 7轮调查期间(1991-2009年)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

水果消费人群摄入量(ae位数，g／d)

特征 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f值。P值

注：对2009年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分层进行非参数Wilcoxon或Kruskal．Wallis秩和检

验，年龄：92=3．9，P=0．14；性别：z=1．0，P=0．34；地区：Z=3．9，P<0．0001；人均家庭

收／k：f=23．8，P<0．0001；母亲受教育程度：f=9．3，P<0．01；4检验值为不同年份水果

摄人量的非参数秩和检验结果

 



中华流行病糕2013年9月第34卷第9期Chin J Epidemiol，September 2013，V01．34，No．9

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水果x2=265．5，P<O．0001；蔬

菜Z2=27．7，P<O．0001；深色蔬菜f=0．6，P=0．55

图1 7轮调查期间(1991--2009年)6～17岁儿童青少年

蔬菜水果摄入达到最低推荐量人群的比例

讨 论

1991--2009年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深色蔬

菜和水果的消费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但2009年仍约

有一半以上的儿童不消费水果，约有20％的儿童不

消费深色蔬菜，约有95％的儿童选择摄入浅色蔬

菜。虽然2009年儿童青少年水果摄人量增加到约

130 g／d，但人均水果摄入量中位数为0，说明水果摄

人量仍非常低。儿童蔬菜摄人量中位数约为225 g／d，

浅色蔬菜为141．3 g／d，深色蔬菜约占蔬菜总量的

1／3。研究中还显示，男生蔬菜水果摄入量高于女

生，蔬菜摄入量随年龄增加而增加，农村地区及社会

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水果消费率和摄人量均较低，

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乳191。但社会经济因素对我

国儿童蔬菜消费的影响不明显，且在1991年和1993

年低年龄组儿童中水果摄人量高于高年龄组儿童，

这可能由于生活水平低下，父母优先照顾低龄孩子

有关，但2004年后高年龄组儿童水果摄人量较高。

因此我国营养干预与政策应优先关注低社会经济地

位和农村地区的儿童，2011年启动的《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主要措施是为贫困农村低收

入家庭的儿童提供每天3元的膳食补助，以优先解

决贫困农村儿童中存在的营养不良问题。

我国2007年修订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

一般人群膳食指南(适于>6岁正常人群)提出“多

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儿童青少年膳食指南中建议

“吃富含铁和维生素c的食物”；《中国居民平衡膳食

宝塔》建议“每天消费蔬菜300～500 g和水果类
200～400 g，深色蔬菜约占一半”[26|。因目前缺乏专

门适用于儿童青少年的蔬菜水果推荐摄人值，本研

究以蔬菜(300 g／d)和水果(200 g／d)推荐摄入低值评

价儿童摄人蔬菜水果的充足性(约1 600 kcal能量水

平的蔬菜水果需要量)。结果显示2009年分别有

13．9％和26．8％的儿童满足水果和蔬菜的推荐量。

由于各国对蔬菜水果的定义不统一和对儿童蔬菜水

果推荐量不一致，无法与国际上同类研究直接进行

比较，但发达国家儿童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的状况也

比较严重，Guenther等乜71估计2000年美国9—13岁

儿童中仅有1．2％的男生和3．6％的女生达到蔬菜水

果推荐量。《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

6～17岁男女儿童青少年年龄别能量推荐摄入量分

别为1700～2900 kcal和1600～2400 kcal[2引，随着能

量需要量增加，蔬菜水果需要量也应增加，故本研究

采用推荐的低值评价蔬菜水果摄人的充足性，可能

低估摄人不足儿童的比例。此外，每轮膳食调查的

时间均在秋季，一般而言应季蔬菜水果供应丰富且

价格较低，全年蔬菜水果实际摄人情况可能低于本

研究的估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儿童青少年

每天的膳食均应含有新鲜蔬菜水果，而本研究定义

为3 d内蔬菜水果的消费率，可能高估儿童青少年每

日蔬菜水果消费率。

综上所述，我国儿童青少年蔬菜水果摄人不足

的问题还比较严重，需要继续加强儿童青少年的健

康教育，建立“社区一学校一家庭一个人”的综合干预

体系，加强干预力度，增加蔬菜水果可及性，提高父

母对儿童需求蔬菜水果营养价值的认识，合理的选

择营养价值高的深色蔬菜和新鲜水果，促进儿童建

立良好饮食习惯和健康膳食模式。
[感谢9省(区)现场调查员的辛勤工作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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