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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中国大城市成年居民蛋类食物消费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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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 2017—2018 年我国大城市成年居民蛋类食物消费状况，为制定营养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数据来源于“2017—2018 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状况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在我国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 个大城市选取 12 173 名 18 岁及以上成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非连续 3 d 
24 h 回顾调查数据，分析研究对象蛋类食物消费率和消费量，采用 χ2 检验与秩和检验比较消费率和消费量的差异。

结果　2017—2018 年我国大城市成年居民蛋类食物消费率为 72. 9%（8 875/12 173），全人群蛋类食物平均消费量为

28. 1 g/d（P25：0，P50：20. 5 g/d，P75：43. 9 g/d，P95：78. 3 g/d），消费人群平均消费量为 38. 6 g/d（P25：17. 6 g/d，P50：

33. 3 g/d，P75：51. 3 g/d，P95：86. 9 g/d）。高文化程度、高家庭收入和东部地区的居民，蛋类食物的消费率和消费量较

高。蛋类食物消费低于膳食推荐摄入量（40 g/d）的人群比例为 71. 5%（8 705/12 173），满足推荐摄入量（40~50 g/d）
的人群比例为 9. 9%（1 201/12 173）。结论　蛋类食物在我国大城市成年居民中的消费较为普遍，但人均消费量相

对不足。建议针对蛋类食物的营养知识进行宣教科普，适量提高我国居民蛋类食物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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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gg consumption among adult residents of larg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18
PAN Feng1， ZHANG Tongwei1， MAO Weifeng1， ZHAO Fanglei1， LUAN Dechun2， LI Jianwen1

（1.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Beijing 100022, China；
2. Liaoni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iaoning Shenyang 11000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 policy， the egg consumption among adult 
residents of larg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18 was analyzed. Methods　 Samples were chosen from China Food 
Consumption Survey （2017—2018）.  12，173 participants aged 18 years old and above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ree non-consecutive 24 h within 3 d recalls were used to collect dietary consumption data.  The rate of egg consumption 
and total egg consumption were calculated.  Chi-square test and non-parametric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onsumption rate and consumption，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rate of egg among adult residents 
of larg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18 was 72. 9% （8 875/12 173）.  The average consumptions of egg among urban adults 
in 18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17 to 2018 were 28. 1 g/d （P25： 0， P50： 20. 5 g/d， P75： 43. 9 g/d， P95： 78. 3 g/d）， 
and 38. 6 g/d （P25： 17. 6 g/d， P50： 33. 3 g/d， P75： 51. 3 g/d， P95： 86. 9 g/d） in the consumers.  Highly educated and 
high income adults and adul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were more likely to consume egg and had higher intake of egg.  9. 9% 
（1 201/12 173） of the adults consumed more eggs than the Chinese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 （40 g/d）， while the 
consumption of 71. 5% （8 705/12 173） of the adults were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Conclusion　Egg is common among 
the diet of Chinese urban adults， while the consumption is insufficient.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intake of 
egg in China.
Key words： Large city； adults； egg； rate of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蛋类食物营养成分全面均衡，富含蛋白质、脂

肪、胆固醇等多种人体所需营养素。蛋类蛋白质营

养价值较高，其中鸡蛋蛋白的必需氨基酸组成和人

体接近，是蛋白质生物学价值最高的食物来源［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2］推荐成人每天平均摄

入蛋类 40~50 g。2015—2017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

康状况监测［3］结果显示，中国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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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类食物摄入量为 23. 4 g，城市 18~59 岁居民为

27. 0 g，60 岁及以上为 25. 6 g。2015 年中国居民营

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究结果［4］显示，蛋类食物人群消

费率 52. 2%，全人群蛋类食物摄入量中位数 8. 8 g/d，
两项全国性调查均显示蛋类食物人群消费量与推荐

摄入量还有一定差距。本研究利用 2017—2018 年

在我国 18 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中国居民食

物消费状况调查，通过对该调查数据分析，可以得

到我国大城市 18 岁及以上居民蛋类食物的最新代

表性消费现状，为相关合理膳食等政策的研制及营

养健康知识的科学宣传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7—2018 年中国居民食物

消费状况调查”。该调查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组织并开展，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

例的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

地区抽取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

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共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
个大城市调查点（本次调查的大城市调查点是指城

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的城市中，主城区调查点），

在每个调查点按与人口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抽取 3 个

街道，以同样方法在每个街道抽取 4 个居委会，每

个居委会随机抽取 10 户，共抽取 120 户，户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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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对象各年龄组样本比例满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年龄划分比例。本研究选取有完整食物消费数

据的 12 173 名 18 岁及以上成人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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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非连续 3 d 24 h 回顾询问法，询问调查对象

各类食物的消费情况。本次调查包括住户家庭和

个人的基本信息，如收入水平（家庭年人均收入）、年

龄、文化程度、职业等。调查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负责统一培训，各省级和调查点工作人员

参与培训，培训合格后开展调查。调查数据的记录

与上报，全部在平板电脑端通过“中国居民食物消

费状况调查系统”完成。

本研究中蛋类食物包括鸡蛋、鸭蛋、鹅蛋和鹌

鹑蛋等新鲜蛋类食物与各类新鲜蛋类食物制作成的

松花蛋、腌制蛋类等食物。蛋类食物的消费人群定

义为在非连续的 3 d 调查时间内，任意 1 天有过蛋

类食物消费记录的调查对象。蛋类食物的消费率

为消费人群数与调查总人数的比例。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AS 9. 4 进行数据整理，并分析不同人群

中，蛋类食物的消费率和平均每日消费量（全人群与

消费人群），将平均每日消费量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中蛋类食物推荐摄入量进行比较。分类资料的比较

采用 χ2 检验，在组间两两比较时，先采用 Bonferroni
法对检验水准进行校正，再对其中任意两组进行 χ2

检验，与校正后的检验水准进行比较。由于成年居

民蛋类食物消费量为偏态分布，因此连续资料的比

较采用非参数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对组间两两

比较采用基于秩的方差分析，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选取 2017—2018 年中国居民食物消

费状况调查 18 岁及以上人群 12 173 人，其中男性

5 756 人（47. 3%），女性 6 417 人（52. 7%），不同因素

分层下样本数见表 1。

2. 2　人群蛋类食物消费状况

人群蛋类食物消费率为 72. 9%（8 875/12 173），

从不同分层因素来看，不同性别间消费率差异无统

表 1　我国 2017—2018年大城市成年居民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sidents in large cities for 
investigation of China from 2017 to 2018

变量

总体

年龄

18~44 岁

45~59 岁

60 岁及以上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中学

大专及以上

职业

学生

离退休或待业

专业技术

商业服务

体力劳动

其他

收入水平

10 000 元以下

10 000~39 999 元

40 000~99 999 元

100 000 元及以上

不回答

地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男性/[n(%)]
5 756（47.3）
2 694（46.8）
1 894（32.9）
1 168（20.3）

506（8.8）
3 023（52.5）
2 227（38.7）

108（1.9）
1 477（25.7）
1 465（25.5）
1 330（23.1）

650（11.3）
726（12.6）
770（13.4）

3 205（55.7）
975（16.9）
288（5.0）
518（9.0）

3 482（60.5）
1 298（22.6）

976（17.0）

女性/[n(%)]
6 417（52.7）
3 100（48.3）
2 046（31.9）
1 271（19.8）

929（14.5）
3 220（50.2）
2 268（35.3）

116（1.8）
2 685（41.8）
1 155（18.0）
1 429（22.3）

434（6.8）
598（9.3）
888（13.8）

3 534（55.1）
1 086（16.9）

320（5.0）
589（9.2）

3 843（59.9）
1 452（22.6）
1 122（17.5）

合计/[n(%)]
12 173（100.0）

5 794（47.6）
3 940（32.4）
2 439（20.0）
1 435（11.8）
6 243（51.3）
4 495（36.9）

224（1.8）
4 162（34.2）
2 620（21.5）
2 759（22.7）
1 084（8.9）
1 324（10.9）
1 658（13.6）
6 739（55.4）
2 061（16.9）

608（5.0）
1 107（9.1）
7 325（60.2）
2 750（22.6）
2 09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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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P>0. 05），不同年龄组、文化程度、职业、收

入水平和地域消费率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对有统计学差异的分层因素进行组间两两

比较，发现 18~44 岁组与 60 岁及以上组消费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6 7），低年龄组居民消费率

较高。不同文化程度组间消费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 016 7），大专及以上人群消费率较高。离

退休或待业、专业技术、商业服务、体力劳动 4 组间

进行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03 3），

专业技术人群消费率较高，体力劳动人群消费率较

低。收入在 10 000 元以下和 10 000~39 999 元组与

其余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05 0），收入

在 100 000 元及以上者的消费率较高。东部和中西

部地区消费率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16 7），
东部地区人群消费率高于中西部地区。

全人群蛋类食物平均消费量为 28. 1 g/d，中位数

为 20. 5 g/d，P95 为 78. 3 g/d，消费人群平均消费量

为 38. 6 g/d，中位数为 33. 3 g/d，P95 为 86. 9 g/d。

从不同分层因素来看，对于全人群，通过分层因素

组间两两比较发现，不同文化程度间人群消费量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大专及以上人群消费

量较高。专业技术、商业服务、体力劳动人群之间

消费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专业技术人

群消费量较高。不同收入水平间人群消费量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 05），收入在 100 000 元及以上

的人群消费量较高，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群消费量

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东部地区人群

消费量高于中西部地区。对于消费人群，男性消费

量略高于女性，通过分层因素组间两两比较发现，

不同文化程度间人群消费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 05），大专及以上人群消费量较高。10 000 元

以下和 10 000~39 999 元组分别与 100 000 元及以

上组消费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收入在

100 000 元及以上的人群消费量较高。不同地域间

人群消费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东部地

区人群消费量高于中西部地区（表 2）。

表 2　2017—2018 年中国大城市成年居民蛋类食物消费状况

Table 2　The consumption status of egg food among urban adults in large cities of China from 2017 to 2018

总体

性别

男性

女性

χ2

P
年龄

18~44 岁

45~59 岁

60 岁及以上

χ2

P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中学

大专及以上

χ2

P
职业

学生

离退休或待业

专业技术

商业服务

体力劳动

其他

χ2

P
收入水平

10 000 元以下

10 000~39 999 元

40 000~99 999 元

100 000 元及以上

不回答

χ2

P

变量 消费率/%
72.9（8 875/12 173）
72.3（4 161/5 756）
73.5（4 714/6 417）

2.108
0.15

73.9（4 281/5 794）
73.0（2 877/3 940）
70.4（1 717/2 439）

10.616
<0.05

61.2（878/1 435）
71.9（4 489/6 243）
78.0（3 508/4 495）

163.016
<0.05

75.0（168/224）
71.9（2 991/4 162）
78.4（2 054/2 620）
73.5（2 028/2 759）
67.0（726/1 084）
68.6（908/1 324）

75.130
<0.05

61.0（1 012/1 658）
71.8（4 839/6 739）
79.4（1 636/2 061）
83.7（509/608）
79.4（879/1 107）

225.724
<0.05

全人群消费量/（g/d）
M±S

28.1±28.1
28.3±28.4
27.9±27.8

28.3±27.6
28.3±28.6
27.4±28.2

21.8±25.9
27.8±28.8
30.6±27.4

28.5±28.6
28.4±28.7
30.1±27.1
28.9±29.4
24.5±27.2
24.7±25.4

23.8±28.8
27.7±28.4
30.8±27.2
35.5±28.7
28.0±24.7

P50（P25，P75）
20.5（0，43.9）
21.3（0，44.0）
20.5（0，43.3）

0.064
0.80

22.0（0，44.0）
20.5（0，44.0）
20.0（0，43.8）

5.466
0.07

16.7（0，33.3）
20.0（0，43.3）
26.7（8.8，46.7）

166.028
<0.05

20.0（2.9，42.5）
20.5（0，44.0）
26.5（10.0，44.0）
22.0（0，44.0）
17.6（0，37.6）
17.6（0，38.1）

73.511
<0.05

16.7（0，35.2）
20.0（0，43.3）
27.7（11.7，46.7）
30.9（14.7，52.8）
23.5（8.8，43.7）

180.282
<0.05

P95
78.3
80.0
76.7

76.7
80.0
79.8

70.0
79.6
80.0

82.1
81.3
77.6
80.0
72.0
73.3

79.3
80.0
76.7
82.1
73.3

M±S
38.6±26.0
39.2±26.3
38.0±25.8

38.3±25.5
38.8±26.7
38.9±26.2

35.6±24.7
38.6±27.0
39.2±25.0

38.0±27.0
39.5±26.5
38.4±24.8
39.3±27.7
36.6±25.7
36.0±23.1

39.1±27.7
38.6±26.6
38.8±24.9
42.4±26.3
35.2±22.6

消费人群消费量/（g/d）
P50（P25，P75）
33.3（17.6，51.3）
33.3（18.3，52.8）
32.3（17.6，50.0）

4.831
0.03

33.3（17.6，50.2）
32.3（17.6，51.3）
33.3（17.6，52.8）

0.103
0.950

29.3（17.6，46.7）
32.3（17.6，51.7）
33.3（19.1，52.8）

23.922
<0.05

29.7（17.6，51.6）
33.3（17.6，52.8）
33.3（19.1，50.0）
33.1（17.6，52.8）
29.3（17.6，47.5）
29.3（17.6，48.8）

17.156
<0.05

30.4（17.6，53.6）
33.3（17.6，50.0）
33.3（20.0，52.7）
37.6（22.0，56.7）
29.3（17.6，46.9）

33.105
<0.05

P95
86.9
88.0
85.1

85.3
88.0
88.7

82.0
88.0
86.6

83.3
89.6
84.3
88.0
82.1
80.7

96.3
88.0
83.3
86.7
76.2

——1344



2017—2018 年中国大城市成年居民蛋类食物消费状况分析——潘峰，等

地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χ2

P

79.3（5 806/7 325）
62.9（1 730/2 750）
63.8（1 339/2 098）

376.621
<0.05

32.7±29.5
21.9±25.2
20.2±22.7

29.3（10.0，50.0）
16.7（0，33.3）
16.7（0，32.5）

561.760
<0.05

87.3
66.7
62.7

41.3±27.3
34.8±23.6
31.7±21.0

35.2（20.0，55.0）
29.3（16.7，45.0）
26.4（16.7，40.6）

208.405
<0.05

92.8
76.7
70.0

续表 2

注：采用 χ2检验比较消费率的差异，非参数秩和检验比较消费量的差异

2. 3　蛋类食物消费与膳食指南推荐摄入量的比较

我国大城市成年居民蛋类食物消费低于膳食

推荐摄入量（40 g/d）的人群比例为 71. 5%（8 705/
12 173），可以达到 40 g/d 的人群比例为 28. 5%（3 468/
12 173），其中满足推荐摄入量（40~50 g/d）的人群比

例为 9. 9%（1 201/12 173），超过 50 g/d 的人群比例

为 18. 6%（2 267/12 173）。不同性别和年龄组人群

之间，蛋类食物与推荐摄入量比较的比例之间没有

统计学差异，不同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和地域

人群之间的比例存在统计学差异（P<0. 05）。

3　讨论

21 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各类食

物供应充足，居民的膳食结构也得到了有效改善，

蛋类食物作为膳食中优质蛋白及多种营养素、矿物

质的来源之一，在居民饮食中也很普遍。本研究结

果显示，2017—2018 年我国大城市成年居民蛋类食

物消费率为 72. 9%，黄丽娜等［4］利用 2015 年“中国

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究”数据，经 3 d 24 h 膳

食回顾数据计算得到的城市地区 18~75 岁居民蛋

类食物消费率为 70. 7%，和本研究结果较接近。

2015—2017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3］

结果显示，中国居民蛋类食物每标准人日平均摄入量

为 23. 4 g/d，城市 18~59 岁居民为 27. 0 g，60 岁及以

上为 25. 6 g，均低于本研究大城市成年居民相应年龄

段人群的平均消费量。CONRAD 等［5］利用 2011—2012 年

美 国 国 家 营 养 调 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NHANES）数据，发现美国成人

蛋类平均消费量为 25. 5 g/d。本研究中 2017—

表 3　我国 2017—2018 年大城市成年居民蛋类食物摄入与膳食指南推荐摄入量的比较[n（%）]
Table 3　Proportion of egg food consumption over dietary guidelines recommendation (40~50 g/d) among urban adults in large 

cities of China from 2017 to 2018 [n(%)]
变量

总体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

18~44 岁

45~59 岁

60 岁及以上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中学

大专及以上

职业

学生

离退休或待业

专业技术

商业服务

体力劳动

其他

收入水平

10 000 元以下

10 000~39 999 元

40 000~99 999 元

100 000 元以上

不回答

地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低于推荐量

8 705（71.5）
4 083（70.9）
4 622（72.0）
4 119（71.1）
2 819（71.6）
1 767（72.5）
1 151（80.2）
4 521（72.4）
3 033（67.5）

162（72.3）
2 958（71.1）
1 803（68.8）
1 953（70.8）

822（75.8）
1 007（76.1）
1 278（77.1）
4 883（72.5）
1 379（66.9）

360（59.2）
805（72.7）

4 758（65.0）
2 191（79.7）
1 756（83.7）

满足推荐量

1 201（9.9）
573（10.0）
628（9.8）
604（10.4）
377（9.6）
220（9.0）
110（7.7）
564（9.0）
527（11.7）

16（7.1）
401（9.6）
304（11.6）
268（9.7）

96（8.9）
116（8.8）
105（6.3）
650（9.7）
254（12.3）

75（12.3）
117（10.6）
861（11.8）
220（8.0）
120（5.7）

超过推荐量

2 267（18.6）
1 100（19.1）
1 167（18.2）
1 071（18.5）

744（18.9）
452（18.5）
174（12.1）

1 158（18.6）
935（20.8）

46（20.5）
803（19.3）
513（19.6）
538（19.5）
166（15.3）
201（15.2）
275（16.6）

1 206（17.9）
428（20.8）
173（28.5）
185（16.7）

1 706（23.3）
339（12.3）
222（10.6）

χ2

1.986

4.611

97.288

41.064

109.893

403.001

P

0.37

0.33

<0.05

<0.05

<0.05

<0.05

注：采用 χ2检验比较不同比例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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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国大城市居民蛋类食物平均消费量为

28. 1 g/d，其中消费人群为 38. 6 g/d。从不同分层因

素看，我国大城市成年居民蛋类食物消费存在文化

程度、家庭收入和地域的差异。文化程度高和家庭

收入高的居民，营养健康知识水平通常更高，对蛋

类食物的营养价值有更多了解，因此可能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蛋类食物的消费率和消费量。

根据《2021 中国统计年鉴》［6］发布的最新数据

可以看出，蛋类食物从 2014 年人均年消费量 8. 6 kg
（约 23. 6 g/d），增 长 到 了 2020 年 的 12. 8 kg（约

35. 1 g/d），但 仍 然 没 达 到《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2016）》［2］推荐的成人每天平均摄入蛋类食物 40~
50 g。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全人群还是消费人

群，蛋类食物每日平均消费量均未达到推荐摄入量，

有 71. 5%（8 705/12 173）的人群蛋类食物消费量无

法满足推荐摄入量。这可能与居民对蛋类食物营养

价值的了解程度有关，蛋类食物营养成分齐全，各

类营养素组成比例适宜，且容易消化吸收，富含优

质蛋白等，同时蛋类食物蛋黄中也含有较多的胆固

醇［7］，居民在食用蛋类食物的同时，也会考虑是否会

摄入过多的胆固醇。近年来不同国家有关蛋类食

物摄入量对血清总胆固醇水平影响的研究结果不

尽相同，有研究［8-9］显示蛋类食物摄入量的增加会提

高血清总胆固醇水平，也有部分研究［10-11］显示适量

摄入蛋类食物，对血清胆固醇水平影响较小。最新

的两项 Meta 分析［12-13］结果显示，适量的蛋类食物摄

入（1 个/d）与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没有关联，而对于

亚洲人群，还有潜在的保护作用。2015 年美国新版

膳食指南以及世界范围内多个健康促进组织均取消

了膳食胆固醇和蛋类食物摄入的限制［14］。我国居

民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量，适量摄

入蛋类不会明显影响血清胆固醇水平［2］。而当前人

群蛋类食物的消费尚未达到推荐量，可能与蛋类食

物的市场价格等因素有关。

总体来看，蛋类食物在我国大城市成年居民中

的食用较为普遍，但人均消费量尚处于较低水平。

因此，建议对蛋类食物的营养价值进行科学且有针

对性地宣教，适量提高中国居民蛋类食物消费率和

人均消费量，促进居民合理膳食。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未纳入中小城市

和农村地区居民蛋类食物的消费数据。在调查中使

用了 24 h 回顾法，调查对象在回忆食物消费状况时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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