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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饮食相关密切的水果蔬菜摄入情况 ,考察影响儿童青少年水果和蔬菜摄入的个人 、家庭及社

会环境因素。方法　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设计调查问卷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对贵州省 9所学校 1 398名在校中小学生(非住校生)

进行调查。结果　大多数儿童青少年都爱吃水果和蔬菜 , 57.9%的父母积极鼓励孩子吃水果蔬菜 ,但儿童青少年对摄入水果蔬菜的自我效

能感并不高 ,家庭 、社会环境对孩子们提供水果蔬菜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很低。影响因素中有 13项城市高于农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1)。儿童青少年对蔬菜水果的主观需求与实际摄入量之间不均衡 ,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需求。结论　应尝试介入家庭 、学校及

娱乐场所等 ,提高儿童青少年在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中获得水果蔬菜的可及性与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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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itsandVegetablesIntakeinChildrenandAdolescentsinSomeAreasofGuizhouProvince/XIONGMin＊ , ZHULi-qi, FENGChe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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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studythesituationofthefruitandvegetableintake, andtoassesstheimpactoffruitsorvegetablesintakeofindi-

viduals, familiesandsocialenvironmentalfactorsamongchildrenandadolescents.Methods　Referingtheforeign-relatedresearchanddesignofthe

questionnaire, usingthemethodofclusterrandomsampling, 1 398 studentsofeight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wereselectedinGuizhouProv-

ince.Results　Themajorityofchildrenandadolescentslovedtoeatfruitsandvegetables.About57.9% parentsencouragedtheirchildrentoeat

fruitsandvegetables.However, theself-efficacyofintakeoffruitsandvegetablesinyoungchildrenwasnothigh.Andtherewaslowconvenienceand

availabilityforchildrentogetfruitsandvegetablesinfamilyandsocialenvironment.Therewere13factorshavingsignificantdifferencesbetweenur-

banandruralareas(P<0.01).Itwasunbalancedbetweenthesubjectiveneedsandtheactualintakeoffruitsandvegetablesinchildrenandadoles-

cents.Conclusion　Someinterventionshouldbeconductedamongchildrenandadolescentsathome, schoolandentertainmentsoastoimprovethe

accessibilityandconvenienceoffruitand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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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儿童青少年饮食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 不同的行为

理论认为个人 、家庭 、社会环境等因素会影响着儿童青少年的
行为形成和定型 [ 1] 。食物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最重要的物
质基础 , 儿童青少年阶段正是培养良好饮食行为的时期 , 各种

因素对饮食习惯的培养和定型影响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 , 儿
童时期的饮食习惯会延续至成年期 [ 2-5] , 特别是与健康饮食密
切相关的蔬菜和水果的摄入。目前 , 国外的研究表明 , 儿童青

少年的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一般低于推荐量 [ 6] 。为此 , 有大量
的研究影响儿童青少年水果和蔬菜摄入相关因素的调查已经

展开 [ 7-10] 。笔者于 2008年 9-11月进行了本次调查 , 旨在对

影响水果蔬菜摄入的个人 、家庭 、社会环境因素的现况进行调
查 , 为儿童青少年健康饮食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 , 抽取贵州省省会城市及北部 、
南部县级以下地区共 9所中小学 ,在每个地区从小学三年级至

高中三年级 , 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1或 2个班 ,共抽取 1 500名非

住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 回收有效问卷 1 398份 , 有效应答率
93.2%。其中男生 735名 , 女生 663名;年龄 8 ～ 18岁 , 平均

(13.64±2.93)岁。调查学校共 9所 ,小学 4所 , 中学 5所 , 小
学生 681名 ,占 48.7%;中学生 717名 , 占 51.3%。
1.2　方法　参考国外相关研究及文献 [ 11] , 结合本地具体情况

设计调查问卷 , 并进行了专家效度评估 , 效度值为 0.87;重测信
度测量值为 0.89。问卷由受过培训的人员宣读填表规则后 , 学
生用 1节课(45min)时间匿名填写 ,问卷当场收回。问卷内容

包括被调查者的一般情况 ,与儿童青少年水果和蔬菜摄入情况

相关的个人 、家庭 、社会环境影响因素两大部分。

1.3　统计分析　用 Epidata3.0建立数据库 , 双人双录入数据 ,
采用 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百分率计算和 χ2检验。

2　结果

2.1　儿童青少年水果蔬菜摄入情况　见表 1。
2.1.1　个人因素　儿童青少年大都喜好水果(76.0%)并且认
为吃水果令他们感觉良好(71.1%),有 60.2%的被调查者打算
每天都吃水果。但大多数人(64.8%)水果摄入量并不充分 , 只

有 46.4%的孩子有每天吃水果的习惯。调查发现 , 儿童青少年
能正确知晓水果推荐摄入量的仅占被调查者的 33.5%。有
54.7%的儿童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并不是很高 , 不能确保自己可
以摄入充足的水果。

约 70%的儿童青少年喜欢吃蔬菜 , 约 2/3的人表示吃蔬菜
令自己精力充沛 , 有 54.1%的儿童青少年表示吃蔬菜是自己的
一个习惯 , 并且有 61.9%的孩子打算以后每天都吃蔬菜 , 但还
是有 43.3%的儿童青少年蔬菜摄入量不足。相对水果推荐摄

入量的知晓程度 , 儿童青少年对蔬菜推荐摄入量知晓率较高
(54.4%), 并且有 54%的人认为自己能确保摄入足够的蔬菜。
2.1.2　家庭因素　有 52.8%的儿童青少年的父母或朋友常常
吃水果 , 并且有 57.9%的孩子的父母积极鼓励自己的孩子吃水

果 , 但仅有 15.0%的家庭强制规定自己孩子每天的水果摄入 。
有 71.0%的儿童青少年表示自己在家吃水果量是受限制的 , 仅
有 18.7%的儿童青少年表示父母可以随时满足自己吃水果的

要求。
68.4%的儿童青少年说他们的父母或好朋友每天都吃蔬

菜 , 66.6%的样本报告父母鼓励他们吃蔬菜。有 52.5%的家庭
强制要求自己的孩子吃蔬菜 , 有 54.1%的孩子可以不受限制地

吃蔬菜。只有 39.8%的父母满足孩子随时吃蔬菜的要求 , 高于
随时满足孩子吃水果的父母比例(18.7%)。
2.1.3　社会环境因素　只有约 1/3的儿童青少年表示他们的
家里常备 2种以上水果。几乎所有的儿童青少年(94.5%)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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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在学校或朋友家或平时常玩耍的地方吃到水果。
有近 46.3%儿童青少年表示家里总是常备有 4种以上蔬

菜。与水果的情况类似 , 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92.0%)都难以

在学校或朋友家或平时常玩耍的地方吃到蔬菜。
2.2　儿童青少年水果蔬菜摄入情况的城乡比较　除学校和娱

乐场所水果可及性(χ2 =1.974, P=0.197)和学校和娱乐场所
蔬菜的可及性(χ2 =3.036, P=0.094)外 , 无论个人 、家庭还是
社会环境因素 , 城市儿童和农村儿童均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影

响因素有助于儿童青少年水果摄入的 , 城市总是多于农村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贵州省儿童青少年水果和蔬菜摄入情况城乡间比较

影响因素
水果

城市 农村 合计

蔬菜

城市 农村 合计

个人　　　评定摄入量 333(23.8) 159(11.4)＊＊ 492(35.2) 349(25.6) 257(18.4)＊＊ 606(43.3)

　　　　　知识 303(21.7) 166(11.9)＊＊ 469(33.5) 448(32.0) 313(22.4)＊＊ 761(54.4)
　　　　　感觉 567(40.6) 427(30.5)＊＊ 994(71.1) 501(35.8) 445(31.8)＊＊ 946(67.7)

　　　　　喜好 590(42.2) 473(33.8)＊＊ 1 063(76.0) 507(36.3) 468(33.5)＊＊ 975(69.7)

　　　　　自我效能感 431(30.8) 202(14.4)＊＊ 633(45.3) 470(33.6) 285(20.4)＊＊ 755(54.0)
　　　　　倾向性 500(35.8) 342(24.5)＊＊ 842(60.2) 490(35.1) 376(26.9)＊＊ 866(61.9)

　　　　　习惯 381(27.3) 268(19.2)＊＊ 649(46.4) 15(29.7) 342(24.5)＊＊ 757(54.1)
家庭　　　身边榜样 450(32.2) 288(20.6)＊＊ 738(52.8) 560(40.1) 396(28.3)＊＊ 956(68.4)

　　　　　父母鼓励 510(36.5) 299(21.4)＊＊ 809(57.9) 543(38.8) 388(27.8)＊＊ 931(66.6)
　　　　　家庭强制规定 186(13.3) 23(1.6)＊＊ 209(15.0) 542(38.8) 192(13.7)＊＊ 734(52.5)

　　　　　家庭允许规定 336(24.0) 70(5.0)＊＊ 406(29.0) 540(38.6) 216(15.5)＊＊ 756(54.1)
　　　　　父母提供的便利性 210(15.0) 52(3.7)＊＊ 262(18.7) 396(28.3) 161(11.5)＊＊ 557(39.8)

社会环境　家里的可及性 395(28.4) 64(4.6)＊＊ 459(32.8) 515(36.8) 132(9.4)＊＊ 647(46.3)

　　　　　学校和娱乐场所的可及性 43(3.1) 34(2.4) 77(5.5) 45(3.2) 67(4.8) 112(8.0)

　注:()内数字为百分率;城乡比较 , ＊＊P<0.01。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 , 儿童青少年大多喜好水果和蔬菜(特别是

水果),尽管儿童进食水果 、蔬菜的意愿很高 , 但很多人对水果
和蔬菜的每天推荐摄入量 [ 12]了解相当匮乏 , 对国家在膳食指
南中水果和蔬菜每天推荐摄入量不清楚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家庭 、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在健康饮食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研究发现 , 尽管有 60.2%的人打算每天吃水果和蔬菜 , 但
还有 53.6%并没有这样的习惯。 这也许同他们较低的自我效
能感有关系 , 而自我效能感往往同家人的要求 、社会环境的鼓

励和支持程度密切相关 [ 13-15] 。调查显示 , 多数家长对孩子水
果和蔬菜的摄入并没有提供实际帮助和便利 ,几乎所有的孩子
都难以在学校 、朋友家或平常玩耍的地方吃到水果和蔬菜。提
示家人 、学校 、社会环境的支持力度薄弱 , 可能影响孩子摄入水

果蔬菜方面的自我效能感 ,其相关性需要进一步研究证明。
相比水果而言 , 更多的父母鼓励或强制孩子吃蔬菜 , 提示

中国的传统饮食习惯可能影响儿童水果和蔬菜的摄入。 多数

家长认为蔬菜是食物 ,是饮食的必须品;而水果属于零食类 , 是
作为补充营养用的。

无论水果还是蔬菜 , 多数影响因素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
城市的儿童青少年总是优于农村 , 提示考虑地域经济水平 、饮

食文化的差异可能在其中也影响着儿童青少年水果蔬菜的摄

入 , 更应注重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的健康饮食宣传教育和进一
步研究。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 ,儿童青少年对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均持
正向态度 , 但其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都明显低于推荐摄入量 ,
需求和实际摄入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 ,应尝试介入与儿童
青少年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家庭和学校及平常玩耍的地方),

以提高他们在这些环境中获得蔬菜和水果的可及性与便利性。
此外 , 在今后的研究中 , 应观察这些影响因素和儿童青少年水
果蔬菜摄入量之间的动态变化 ,以期更进一步发现这些因素和
摄入量之间的关系 , 维护和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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