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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9 省(市)3 岁及以上人群含乳饮料消费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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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100022;
  

2.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辽宁
 

沈阳　 110005)

摘　 要:目的　 了解我国居民含乳饮料消费状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抽样

方法,2013 年在我国北京市、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西省、山东省、湖北省、广东省、贵州省和甘肃省共 9 个省(市)中

18 个城市区(县)选取 13
 

953 名 3 岁及以上人群作为调查对象。 利用过去一个月食物频率法和非连续 3
 

d
 

24
 

h 回

顾询问法收集调查对象含乳饮料消费数据,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对含乳饮料消费状况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我国 9 省(市)3 岁及以上人群含乳饮料消费率为 9. 7%(1
 

350 / 13
 

953),消费≥1 次 / d、4 ~
6 次 / 周和 1~ 3 次 / 周的比例分别为 1. 6%(217 / 13

 

953)、0. 7%(94 / 13
 

953)和 7. 4%(1
 

039 / 13
 

953)。 男性和女性消

费率分别为 8. 5%(592 / 6
 

934)和 10. 8%(758 / 7
 

019);按年龄分层,3 ~ 6 岁消费率最高(35. 5%,165 / 465),60 岁及

以上最低(4. 5%,123 / 2
 

740);城市消费率(7. 7%,534 / 6
 

954)低于农村(11. 7%,816 / 6
 

999)。 全人群含乳饮料平均

消费量为 6. 2
 

mL / d(消费人群为 134. 4
 

mL / d),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5. 6 和 6. 9
 

mL / d;按年龄分层,3 ~ 6 岁消费量最

高(35. 6
 

mL / d),60 岁及以上最低(2. 6
 

mL / d);城市消费量(3. 2
 

mL / d)低于农村(9. 2
 

mL / d)。 性别、年龄、职业、
城乡和地域是含乳饮料消费的影响因素。 结论　 我国 3 岁及以上人群含乳饮料消费率和平均消费量较低。 儿童

和青少年(3~ 17 岁)是含乳饮料的主要消费人群,建议有针对性地对儿童和青少年及其家长进行营养知识的科普

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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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describe
 

the
 

status
 

of
 

milk
 

beverage
 

consumption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Methods　 This
 

study
 

selected
 

13
 

953
 

samples
 

by
 

stratified
 

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in
 

2013.
 

The
 

study
 

samples
 

consisted
 

of
 

aged
 

3
 

and
 

above
 

with
 

completed
 

three
 

non-consecutive
 

24
 

h
 

dietary
 

recalls
 

and
 

food
 

frequency
 

data.
 

A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factor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milk
 

beverage
 

was
 

9. 7% (1
 

350 / 13
 

953).
 

The
 

drinking
 

frequency
 

was
 

1. 6% (217 / 13
 

953),
 

0. 7% (94 / 13
 

953)
 

and
 

7. 4% (1
 

039 / 13
 

953)
 

for
 

whom
 

consumed
 

1
 

or
 

more
 

times
 

per
 

day,
 

4
 

to
 

6
 

times
 

per
 

week,
 

and
 

1
 

to
 

3
 

times
 

per
 

week,
 

respectively.
 

The
 

prevalence
 

was
 

8. 5% (592/ 6
 

934)
 

and
 

10. 8% (758 / 7
 

019)
 

for
 

male
 

and
 

female,
 

respectively.
 

Stratified
 

by
 

age
 

groups,
 

the
 

prevalence
 

was
 

the
 

highest
 

among
 

3
 

to
 

6-year-olds
 

( 35. 5%, 165 / 465)
 

and
 

the
 

lowest
 

among
 

60
 

years
 

and
 

above
 

( 4. 5%, 123 / 2
 

740).
 

Urban
 

prevalence
 

(7. 7%, 534 / 6
 

954)
 

was
 

lower
 

than
 

rural
 

( 11. 7%, 816 / 6
 

999).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milk
 

beverage
 

was
 

6. 2
 

mL / d
 

among
 

all
 

the
 

participants
 

(134. 4
 

mL / d
 

among
 

consumers),
 

and
 

was
 

5. 6
 

mL / d
 

and
 

6. 9
 

mL / d
 

for
 

male
 

and
 

female,
 

respectively.
 

Stratified
 

by
 

age
 

groups,
 

the
 

consumption
 

was
 

the
 

highest
 

among
 

3
 

to
 

6-year-olds
 

(35. 6
 

mL / d)
 

and
 

the
 

lowest
 

among
 

60
 

years
 

and
 

above
 

(2. 6
 

mL / d).
 

The
 

consumption
 

was
 

lower
 

in
 

urban
 

residents
 

(3. 2
 

mL / d)
 

than
 

that
 

of
 

rural
 

residents
 

( 9. 2
 

mL / 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umption
 

of
 

milk
 

beverage
 

were
 

gender,
 

age,
 

occupation,
 

urban-rural
 

difference
 

and
 

region.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an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milk
 

be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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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relatively
 

low
 

among
 

3
 

years
 

or
 

above
 

residents
 

in
 

China.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3
 

to
 

17-year-old)
 

are
 

the
 

main
 

consumers
 

of
 

milk
 

be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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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饮料是世界各国人群广泛消费的一类食品。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食品工业技术快速发展,饮料

的种类和生产量不断增长[1] ,我国人群饮料消费水

平也呈现上升趋势[2] 。
含乳饮料是指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

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加工或

发酵制成的制品,主要分为配制型含乳饮料、发酵

型含乳饮料和乳酸菌饮料[3] 。 含乳饮料通常会添

加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或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但含量较低[4] ,而含乳饮料中糖含量[5] 相对较高,
饮用的同时会增加能量摄入[6] ,容易造成超重和肥

胖[7] 。 国内外均有 Meta 分析显示,儿童每天增加一

定量的含糖饮料,体质指数会增加[8-9] 。 含糖饮料

除了会导致能量摄入增加,如长期饮用还会增加儿

童和青少年龋齿的患病风险。 多项队列和横断面

研究表明,含糖饮料消费频率越高,儿童患龋齿的

风险就越大[10-12] ,因此,包括含乳饮料在内的含糖

饮料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越来越受到关注。
2019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健康中国

行动的意见》 [13] ,其中合理膳食行动中提出,对于一

般人群,提倡饮用白开水或茶水,少喝含糖饮料,因
此,了解我国目前人群各类含糖饮料的消费情况,
也可以为相关行动的开展提供科研支持。 此前,我
国尚未开展过具有人群代表性的含乳饮料消费状

况调查,现有数据无法满足深入开展相关健康风险

评估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 为此,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于 2013 年在我国北京市、黑龙江省、
上海市、江西省、山东省、湖北省、广东省、贵州省和

甘肃省共 9 个省(市)开展了居民各类饮料消费状

况专项调查,本研究利用该调查数据,分析我国人

群含乳饮料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相关科

研工作和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于 2013 年在 9 省

(市)开展居民食物消费状况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

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抽样方法,每个省(市)选

择一个城市和一个县作为调查点,并按照与人口成

比例抽样方法(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在每

个调查点中抽取 3 个街道(乡镇)和 2 个居(村)委

会,在每个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 50 户,每个被抽

中的家庭中所有 3 岁及以上常住家庭成员需签署

“知情同意书” (学龄前儿童由其父母或监护人签

署),作为调查对象。 本研究使用该调查数据,剔除

关键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等缺失

的个体数据后,共 13
 

953 人。
1. 2　 方法

经培训合格的调查员按照调查方案的要求,对
住户家庭中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员进行面对面询问

调查。 采用过去 1 个月食物频率法和非连续 3
 

d
 

24
 

h 回顾询问法,了解调查对象各类饮料消费情

况。 本次调查包括住户家庭和个人的基本信息、家
庭人口数、年人均收入、年龄、民族、职业等。 食物

消费信息主要是调查对象目前和过去一段时间内

个人饮料酒、饮料的消费状况。
本研究中含乳饮料消费率根据过去 1 个月食物

频率表中是否消费来计算,每日平均消费量根据非

连续 3
 

d
 

24
 

h 回顾调查表中含乳饮料消费量计算。
研究对象按照 3 ~ 6、7 ~ 12、13 ~ 17、18 ~ 44、45 ~ 59 岁

和 60 岁及以上共分成 6 个年龄组,受教育程度分为

小学及以下、中学、大专及以上,职业分为在校学生

及儿童、离退休或待业、商业技术、体力劳动和其

他。 家庭年人均收入分为 10
 

000 元以下、10
 

000 ~
30

 

000 元、30
 

000 元以上,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

类地域分层。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AS
 

9. 4 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含乳饮料

消费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平均消费量的比较采用

非参数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含乳饮料消费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将非连续 3
 

d
 

24
 

h 回顾调查

中是否喝过含乳饮料作为因变量,喝过赋值为 1,未
喝过赋值为 0。 多分类变量转换成哑变量,同时将

男性、3 ~ 6 岁年龄组、在校学生及儿童、城市、收入

10
 

000 元以下、东部地区作为参照组进行分析。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本研究在 2013 年我国 9 省(市) 3 岁及以上人

群食物消费状况调查中选取 13
 

953 人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性 6
 

934 人 ( 49. 7%), 女性 7
 

019 人

(50. 3%)。 人群不同分组情况见表 1。
2. 2　 含乳饮料的消费率

全人群含乳饮料消费率为 9. 7%(1
 

350/ 13
 

953),
消费≥1 次 / d、4 ~ 6 次 / 周和 1 ~ 3 次 / 周的比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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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我国 9 省(市)食物消费状况调查研究

对象分组情况(n= 13
 

953)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for
 

investigation
 

in
 

nine
 

provinces
 

of
 

China
分组 人数(占比 / %)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

城乡

收入水平

地域

男性 6
 

934 (49. 7)
女性 7

 

019 (50. 3)
3 ~ 6 岁 465 (3. 3)

7 ~ 12 岁 893 (6. 4)
13 ~ 17 岁 650 (4. 7)
18 ~ 44 岁 5

 

187 (37. 2)
45 ~ 59 岁 4

 

018 (28. 8)
60 岁及以上 2

 

740 (19. 6)
小学及以下 4

 

388 (31. 4)
中学 7

 

424 (53. 2)
大专及以上 2

 

141 (15. 3)
在校学生及儿童 2

 

267 (16. 2)
离退休或待业 3

 

808 (27. 3)
商业技术 3

 

089 (22. 1)
体力劳动 3

 

782 (27. 1)
其他 1

 

007 (7. 2)
城市 6

 

954 (49. 8)
农村 6

 

999 (50. 2)
10

 

000 元以下 5
 

721 (41. 0)
10

 

000 ~ 30
 

000 元 6
 

069 (43. 5)
30

 

000 元以上 2
 

163 (15. 5)
东部 6

 

664 (47. 8)
中部 4

 

370 (31. 3)
西部 2

 

919 (20. 9)

别为 1. 6% ( 217 / 13
 

953 )、 0. 7% ( 94 / 13
 

953 ) 和

7. 4%(1
 

039 / 13
 

953);男性(8. 5%,592 / 6
 

934)低于

女性(10. 8%,758 / 7
 

019)。 按年龄分层,3 ~ 6 岁最

高( 35. 5%, 165 / 465), 60 岁及以上最低 ( 4. 5%,
123 / 2

 

740);≥1 次 / d 和 1 ~ 3 次 / 周的比例随年龄

增加呈现下降趋势。 按受教育程度分层,小学及以

下最高 ( 13. 8%, 607 / 4
 

388 ), 中学最低 ( 7. 5%,
559 / 7

 

424)。 按 职 业 分 层, 在 校 学 生 及 儿 童

(24. 6%,558 / 2
 

267)高于其他各类职业,在校学生

及儿童 1 ~ 3 次 / 周的比例高于其他各类职业人群比

例。 城市 ( 7. 7%, 534 / 6
 

954) 低于农村 ( 11. 7%,
816 / 6

 

999 )。 按 收 入 分 层, 10
 

000 元 以 下 最 高

(11. 4%,654 / 5
 

721),30
 

000 元以上最低( 7. 2%,
155 / 2

 

163),随着收入的增加,≥1 次 / d 和 1~3 次 / 周
的比例逐渐降低。 按地域分层,东部最低( 8. 5%,
569 / 6

 

664),西部最高(11. 6%,340 / 2
 

919),东部地

区≥1 次 / d 的比例较高,西部地区 1 ~ 3 次 / 周的比

例较高,见表 2。
2. 3　 含乳饮料的平均消费量

2. 3. 1　 全人群平均消费量

我国 9 省(市)3 岁及以上全人群平均消费量为

6. 2
 

mL / d。 按性别分层,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5. 6 和

6. 9
 

mL / d;按年龄分层,3 ~ 6 岁最高(35. 6
 

mL / d),
　 　 　表 2　 我国 9 省(市)人群含乳饮料消费率

Table
 

2　 Prevalence
 

of
 

milk
 

beverage
 

in
 

nine
 

provinces
 

among
 

residents

分组
消费率 / %

≥1 次 / d 4 ~ 6 次 / 周 1 ~ 3 次 / 周
χ2 P 值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

城乡

收入水平

地域

男性 1. 6 (109 / 6
 

934) 0. 6 (43 / 6
 

934) 6. 3 (440 / 6
 

934)
女性 1. 5 (108 / 7

 

019) 0. 7 (51 / 7
 

019) 8. 5 (599 / 7
 

019)
3 ~ 6 岁 12. 3 (57 / 465) 2. 6 (12 / 465) 20. 6 (96 / 465)
7 ~ 12 岁 5. 0 (45 / 893) 2. 7 (24 / 893) 18. 6 (166 / 893)

13 ~ 17 岁 3. 4 (22 / 650) 2. 0 (13 / 650) 13. 5 (88 / 650)
18 ~ 44 岁 0. 9 (47 / 5

 

187) 0. 5 (24 / 5
 

187) 7. 9 (408 / 5
 

187)
45 ~ 59 岁 0. 6 (25 / 4

 

018) 0. 3 (12 / 4
 

018) 4. 7 (188 / 4
 

018)
60 岁及以上 0. 8 (21 / 2

 

740) 0. 3 (9 / 2
 

740) 3. 4 (93 / 2
 

740)
小学及以下 2. 7 (118 / 4

 

388) 1. 0 (44 / 4
 

388) 10. 1 (445 / 4
 

388)
中学 1. 0 (72 / 7

 

424) 0. 6 (42 / 7
 

424) 6. 0 (445 / 7
 

424)
大专及以上 1. 3 (27 / 2

 

141) 0. 4 (8 / 2
 

141) 7. 0 (149 / 2
 

141)
在校学生及儿童 5. 6 (126 / 2

 

267) 2. 2 (49 / 2
 

267) 16. 9 (383 / 2
 

267)
离退休或待业 0. 8 (31 / 3

 

808) 0. 3 (11 / 3
 

808) 4. 9 (186 / 3
 

808)
商业技术 1. 1 (35 / 3

 

089) 0. 4 (12 / 3
 

089) 7. 3 (225 / 3
 

089)
体力劳动 0. 5 (19 / 3

 

782) 0. 5 (19 / 3
 

782) 5. 2 (195 / 3
 

782)
其他 0. 6 (6 / 1

 

007) 0. 3 (3 / 1
 

007) 5. 0 (50 / 1
 

007)
城市 1. 4 (95 / 6

 

954) 0. 3 (22 / 6
 

954) 6. 0 (417 / 6
 

954)
农村 1. 7 (122 / 6

 

999) 1. 0 (72 / 6
 

999) 8. 9 (622 / 6
 

999)
10

 

000 元以下 1. 8 (105 / 5
 

721) 0. 6 (35 / 5
 

721) 9. 0 (514 / 5
 

721)
10

 

000 ~ 30
 

000 元 1. 4 (84 / 6
 

069) 0. 9 (52 / 6
 

069) 6. 7 (405 / 6
 

069)
30

 

000 元以上 1. 3 (28 / 2
 

163) 0. 3 (7 / 2
 

163) 5. 5 (120 / 2
 

163)
东部 1. 9 (126 / 6

 

664) 0. 5 (30 / 6
 

664) 6. 2 (413 / 6
 

664)
中部 1. 7 (73 / 4

 

370) 1. 1 (47 / 4
 

370) 7. 3 (321 / 4
 

370)
西部 0. 6 (18 / 2

 

919) 0. 6 (17 / 2
 

919) 10. 4 (305 / 2
 

919)

21. 37 <0. 05

842. 46 <0. 05

126. 56 <0. 05

700. 87 <0. 05

65. 42 <0. 05

40. 32 <0. 05

26. 40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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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及以上最低(2. 6
 

mL / d),平均消费量随年龄增

加呈现下降趋势;按职业分层,在校学生及儿童为

21. 4
 

mL / d,高于其他不同职业人群,离退休或待业

人群最低(3. 0
 

mL / d);按城乡分层,城市(3. 2
 

mL / d)
低于农村(9. 2

 

mL / d);按收入水平分层,家庭年人

均收入较低的人群,平均消费量相对较高;按地域

分层,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见表 3。
2. 3. 2　 消费人群平均消费量

我国 9 省(市)3 岁及以上消费人群平均消费量

为 134. 4
 

mL / d;按性别分层,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138. 3 和 131. 4
 

mL / d;按年龄分层,13 ~ 17 岁最高

(153. 5
 

mL / d),18 ~ 44 岁最低(128. 4
 

mL / d);按受

教育程度分层,中学最高(146. 0
 

mL / d),大专及以

上最低(117. 3
 

mL / d);按职业分层,在校学生及儿

童(136. 2
 

mL / d)相对较高,离退休或待业人群最低

(123. 6
 

mL / d);按城乡分层,城市(128. 0
 

mL / d)低

于农村(136. 8
 

mL / d);按收入水平分层,家庭年人

均收入在 10
 

000 元以下最高(139. 1
 

mL / d),30
 

000
元以上最低(125. 4

 

mL / d);按地域分层,中部地区

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见表 4。
2. 4　 含乳饮料消费状况影响因素

本研究将非连续 3
 

d
 

24
 

h 回顾调查中是否消费

　 　 　

表 3　 我国 9 省(市)全人群含乳饮料平均消费量( x±s)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milk
 

beverage
 

average
 

consumption
 

in
 

nine
 

provinces
 

among
 

residents

分组
平均消费量 /

(mL / d) H 值 P 值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

城乡

收入水平

地域

男性 5. 6 ±34. 1
女性 6. 9 ±35. 9

3 ~ 6 岁 35. 6 ±74. 9
7 ~ 12 岁 23. 9 ±65. 8

13 ~ 17 岁 15. 1 ±56. 9
18 ~ 44 岁 4. 0 ±27. 7
45 ~ 59 岁 2. 8 ±23. 6

60 岁及以上 2. 6 ±23. 5
小学及以下 11. 1 ±45. 6

中学 4. 3 ±30. 4
大专及以上 2. 8 ±22. 0

在校学生及儿童 21. 4 ±61. 4
离退休或待业 3. 0 ±23. 8

商业技术 3. 4 ±26. 4
体力劳动 3. 4 ±25. 3

其他 3. 5 ±30. 9
城市 3. 2 ±25. 5
农村 9. 2 ±42. 3

10
 

000 元以下 8. 2 ±41. 6
10

 

000~30
 

000 元 5. 3 ±30. 5
30

 

000 元以上 3. 6 ±27. 2
东部 5. 3 ±33. 5
中部 8. 0 ±40. 0
西部 5. 6 ±30. 2

10. 55 <0. 05

1
 

036. 33 <0. 05

220. 80 <0. 05

751. 65 <0. 05

139. 88 <0. 05

41. 75 <0. 05

20. 80 <0. 05

表 4　 我国 9 省(市)消费人群含乳饮料平均消费量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milk
 

beverage
 

average
 

consumption
 

in
 

nine
 

provinces
 

among
 

consumers

分组
消费人群平均消费量 / (mL / d)

x±s P50 P95
H 值 P 值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

城乡

收入水平

地域

男性 138. 3 ±102. 2 100. 0 333. 3
女性 131. 4 ±91. 8 100. 0 300. 0

3 ~ 6 岁 130. 5 ±90. 6 100. 0 320. 0
7~ 12 岁 137. 6 ±96. 7 100. 0 333. 3

13 ~ 17 岁 153. 5 ±108. 4 133. 3 283. 3
18 ~ 44 岁 128. 4 ±92. 6 83. 3 333. 3
45 ~ 59 岁 131. 5 ±96. 2 97. 5 300. 0

60 岁及以上 134. 6 ±107. 0 83. 3 500. 0
小学及以下 129. 9 ±94. 3 83. 3 333. 3

中学 146. 0 ±101. 8 116. 7 333. 3
大专及以上 117. 3 ±83. 6 83. 3 266. 7

在校学生及儿童 136. 2 ±95. 8 100. 0 333. 3
离退休或待业 123. 6 ±90. 4 83. 3 300. 0

商业技术 132. 6 ±99. 9 100. 0 333. 3
体力劳动 129. 9 ±91. 4 83. 3 333. 3

其他 183. 6 ±135. 6 166. 7 500. 0
城市 128. 0 ±98. 4 100. 0 300. 0
农村 136. 8 ±95. 7 100. 0 333. 3

10
 

000 元以下 139. 1 ±104. 8 83. 3 350. 0
10

 

000 ~ 30
 

000 元 130. 2 ±81. 5 100. 0 266. 7
30

 

000 元以上 125. 4 ±103. 4 91. 7 260. 0
东部 138. 3 ±103. 6 100. 0 350. 0
中部 141. 1 ±96. 6 116. 7 333. 3
西部 115. 3 ±79. 3 83. 3 250. 0

0. 24 >0. 05

5. 29 >0. 05

8. 27 <0. 05

4. 11 >0. 05

2. 64 >0. 05

2. 05 >0. 05

7. 76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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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含乳饮料作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职业、城乡、收入水平和地域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发现性别、年龄、职业、城乡

和地域是含乳饮料消费的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女

性人群消费含乳饮料的可能性是男性的 1. 46 倍;

3 ~ 6 岁年龄组人群消费含乳饮料的可能性高于其他

年龄组;在校学生及儿童消费含乳饮料的可能性高于

其他各类职业类型;农村人群消费含乳饮料的可能性

是城市人群的 2. 76 倍;相对于东部地区人群,西部地

区人群消费含乳饮料的可能性较高,见表 5。

表 5　 不同人群含乳饮料消费状况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umption
 

status
 

of
 

milk
 

beverages
分组 变量 β wald

 χ2 OR(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P 值

性别

年龄

职业

城乡

收入水平

地域

女性 0. 38 18. 83 1. 46 (0. 09) (1. 23,1. 73) <0. 05
7 ~ 12 岁 -0. 63 20. 25 0. 53 (0. 14) (0. 40,0. 70) <0. 05

13 ~ 17 岁 -1. 28 55. 41 0. 28 (0. 17) (0. 20,0. 39) <0. 05
18 ~ 44 岁 -1. 93 56. 00 0. 15 (0. 26) (0. 09,0. 24) <0. 05
45 ~ 59 岁 -2. 24 61. 23 0. 11 (0. 29) (0. 06,0. 19) <0. 05

60 岁及以上 -2. 29 56. 08 0. 10 (0. 31) (0. 06,0. 19) <0. 05
离退休或待业 -0. 42 2. 50 0. 66 (0. 26) (0. 39,1. 11) 0. 11

商业技术 -0. 32 1. 50 0. 73 (0. 26) (0. 43,0. 21) 0. 22
体力劳动 -0. 93 12. 70 0. 39 (0. 26) (0. 24,0. 66) <0. 05

其他 -0. 69 4. 60 0. 51 (0. 32) (0. 27,0. 94) <0. 05
农村 1. 01 95. 30 2. 76 (0. 10) (2. 25,3. 38) <0. 05

10
 

000~ 30
 

000 元 -0. 27 7. 96 0. 76 (0. 10) (0. 63,0. 92) <0. 05
30

 

000 元以上 -0. 25 2. 62 0. 78 (0. 16) (0. 57,1. 06) 0. 11
中部 0. 33 11. 20 1. 39 (0. 10) (1. 15,1. 69) <0. 05
西部 0. 08 0. 47 1. 08 (0. 12) (0. 86,1. 36) 0. 49

注:OR 为比值比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全人群含乳饮料消费率为

9. 7%。 消费≥1 次 / d、4 ~ 6 次 / 周和 1 ~ 3 次 / 周的比

例分别为 1. 6%、0. 7%和 7. 4%。 全人群平均消费量

为 6. 2
 

mL / d,消费人群平均消费量为 134. 4
 

mL / d。
消费率和平均消费量尚处于较低水平。 而关于含

糖饮料以及含乳饮料,目前尚无人群每日推荐摄入

量参考值,《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14] 中指出,
建议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超过 50

 

g,最好控

制在 25
 

g 以下。 有研究[5]显示,含乳饮料中糖含量

中位数为 7. 9
 

g / 100
 

mL,据此推算,在本研究全人群

平均消费量的情况下,含乳饮料提供的糖含量较低。
本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农村

地区、家庭年人均收入在 10
 

000 元以下以及中部和

西部的人群,含乳饮料的消费率和平均消费量均较

高,原因可能是中部和西部农村地区相对较多,农
村经济收入相对城市较低,而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知

识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乏[15] ,因此这部分人群无论是

儿童或其家长,可能对含乳饮料的成分(如蛋白质

含量)不十分清楚,从而未能区分含乳饮料和纯乳

之间的区别[16] ,且农村地区纯乳销售种类和途径相

对城市可能较少[17] ,以及含乳饮料广告宣传等因

素[18] ,因而容易将含乳饮料代替纯乳饮用[19] ,提高

了消费率和平均消费量。

对于含乳饮料消费的影响,年龄和职业也是主

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3 ~ 6 和 7 ~ 12 岁人群消

费率和平均消费量均较高,尤其是在校学生及儿

童,消费率和平均消费量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类型。
有研究显示,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含乳饮料口

味较好[20] ,而儿童喜欢饮用某种饮料的原因中,口
味因素占第一位[21] ,因此更受儿童和青少年欢迎。
2010—2013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监测报告[22] 结果显

示,我国 6 ~ 17 岁居民配制型乳饮料≥1 次 / d 的比

例为 1. 6%。 本研究中 7 ~ 12 岁≥1 次 / d 的比例为

5. 0%,13 ~ 17 岁≥1 次 / d 的比例为 3. 4%,由于本研

究的含乳饮料包含了配制型乳饮料及其他类型的

乳饮 料, 因 此 结 果 相 对 较 高。 尤 莉 莉 等[15] 在

2012 年对中国 7 个省会城市(北京市、广州市、苏州

市、沈阳市、郑州市、成都市、兰州市)以及 2 个偏远

农村(平原和山区各 1 个)进行现场调查,了解和比

较学龄前儿童软饮料的消费现状,其中学龄前儿童

“偶尔喝”(1 ~ 3 次 / 周)乳酸菌饮料和配制型乳饮料

的人群比例分别为 22. 5%和 26. 3%,该结果与本研

究 3 ~ 6 岁年龄段人群消费含乳饮料不同频次的人

群比例相近。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为含乳饮

料的高消费人群,这也提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

饮料消费情况应给予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对于儿

童和青少年群体,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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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进行科普宣教,使儿童和青少年包括

其家长更多地了解含乳饮料和纯乳的区别,从而

合理 进 行 饮 料 消 费。 《 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2016) 》也提出,建议学龄儿童少喝或不喝含糖饮

料[14] 。 含乳饮料作为含糖饮料的一种[21,23] ,含有

一定量的糖[5] ,未来在生产加工工艺方面,可以尝

试在保持原有风味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蛋白质、钙
等不同营养素含量,从而增加营养素的摄入。 本

研究建议儿童和青少年及农村地区人群,了解掌

握更多的营养健康知识,喝饮料时首选白开水,养
成合理膳食的健康生活方式。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采用过去 1 个月食

物频率法收集的数据计算含乳饮料消费率,可能存

在一定的回忆偏移。
(志谢　 7 个省份和 2 个直辖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

相关单位全部调查员及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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