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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究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医疗工作者的膳食补充剂使用及认知情况，为医疗工作者营养支持提供思

路。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调查的方式面向 2021 年 1—4 月在鄂东医疗集团就职、参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医

疗工作者发放调查问卷，将回收的 188 份电子问卷数据采用 SPSS 22.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医疗工作者总体

膳食补充剂服用率为 22. 34%（42/188），文化程度越高、从未饮酒者的膳食补充剂服用率均显著高于文化程度低、饮

酒者（P<0. 05），而服用人群和不服用人群在疲劳现况和自评健康状态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在认知态度

上，服用人群在“膳食补充剂是安全的”、“膳食补充剂具有一定的健康作用”、“与药品有交互作用”这 3 条观点上明

显持同意的态度（P<0. 05）。医疗工作者主要服用的膳食补充剂前三位为复合型维生素矿物质制剂（59. 52%）、单一

维生素制剂（57. 14%）及蛋白粉（40. 48%）。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医疗工作者膳食补充剂服用的影响因

素主要是文化程度（OR=7. 314）和认为膳食补充剂是安全的支持态度上（OR=0. 098）。结论　医疗工作者膳食补充

剂的服用率较低，建议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开展膳食补充剂相关健康宣传教育工作，确保医疗工作者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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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ideas on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medical workers， the use and awareness of dietary 
supplements among medical workers for the normalization of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was explored.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April 2021，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a convenient sampling survey of medical workers of the 
Eastern Health Care Group that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Data from 
188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SPSS 22. 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overall dietary supplement consumption rate of medical workers was 22. 34% （42/188）.  Workers that were non-drinkers 
and had a high educational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consume dietary supplements than those who were 
drinkers and had a low educational level （P<0. 05）.  However， the difference in fatigue and self-assessed health statuses 
was not significant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consumed dietary supplements and those that did not （P>0. 05）.  In terms of 
awareness attitudes， individuals consuming dietary supplements agreed more with the three viewpoints of “dietary 
supplements are safe”， “dietary supplements have certain health effects” and “interaction with drugs” （P<0. 05）.  The 
three dietary supplements mainly consumed by medical workers were compound vitamin and mineral preparations 
（59. 52%）， single vitamin preparations （57. 14%）， and protein powders （40. 48%）.  The results of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dietary supplement consumption by medical workers were mainly educational 
level （OR = 7. 314） and belief that dietary supplements were safe （OR = 0. 098）. Conclusion　The consumption r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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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ary supplements among medical workers was low.  The nutritional support of medical workers should receive attention 
to ensure the health status of medical workers under the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Key words： Medical workers； dietary supplements； COVID-19； consumption rate； awareness

膳食补充剂，又称营养补充剂，是指在正常膳

食之外所增加的一类以补充膳食不足或特别需要

的制品［1-2］。研究显示，我国居民营养缺乏的现象较

为普遍，在均衡营养、合理膳食的前提下，通过合理

使用补充剂可改善营养缺乏、预防慢性病的发生及

促进健康［3］。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

构的变化，我国呈现出老龄人群不断增加以及人口

健康素养整体提高等趋势，健康需求不断放大，膳

食补充剂使用情况越发普遍。2020 年 7 月，中国医

保商会发布《中国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发展报告

（2020）》［4］，该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的膳食补充剂

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52. 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8%，

进出口两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也再度引

起公众对健康的高度关注，充分认识到身体健康才

是第一生产力。

医疗工作者在新冠疫情以来，积极参加疫情防

控和医学救治工作，其身心压力、疲劳状况远超过

其他类型工作者［5-6］，然而注重营养管理的医护人员

并不多，缺乏合理的营养支持难以保证长时间、高

压、高强度的工作［7］。基于此，本文对医疗工作者调

查服用膳食补充剂的情况进行调查，探究医疗工作

者的膳食补充剂使用情况及认知情况，为医疗工作

者营养支持提供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择 2021 年 1～4 月在鄂东医疗集团就职、参

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医疗工作者为研究

对象。

纳入标准：具有相应岗位的职业资格；对本研

究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调查的。

排除标准：新入职 3 个月以内的员工；实习或

进修人员；不愿意参与调查人员。

1. 2　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在文献［8］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目的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营养

及慢性病情况、膳食补充剂服用情况及膳食补充

剂认知情况共 4 部分，分别包含基本情况（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执业类别、文化程度、职称等级、

税后年收入、吸烟及饮酒情况）、目前健康情况［包

含 身 高（cm）、体 质 量（kg），并 计 算 体 质 量 指 数

（Body mass index，BMI）=体质量（kg）/［身高（m）］2，

评价标准为：BMI<18. 5 kg/m2 为体质量过轻，18. 5~
23. 9 kg/m2 为正常体质量，24. 0~27. 9 kg/m2 为超重，

≥28. 0 kg/m2 为肥胖，慢性病患病情况，以及疲劳现

况及自评健康情况］、膳食补充剂服用情况（目前服

用与否、服用年限、服用节律等；其中一直坚持服

用：指服用膳食补充剂年限≥1 年；规律服用：指每日

定时服用固定剂量固定种类膳食补充剂不到 1 年

的人群）、膳食补充剂认知情况（五条观点“膳食补

充剂是安全的”、“膳食补充剂越贵越好”、“膳食补

充剂具有一定的健康作用”、“可以替代药品”及“与

药品有交互作用”，每条观点提供“十分同意”、“同

意”、“一般”、“不同意”、“十分不同意”五种认知

等级）。

采用电子问卷、匿名在线调查的形式，通过微

信统一发放，限定填写次数，填写时若有空白项则

不能提交，保证每份问卷填写完整。限定时间为

20 min，小于 3 min 填答时间判断答题人没有认真

阅读问卷，视为无效问卷，以保证问卷的真实有效

性。最终回收 188 份有效电子问卷。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率或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组间率或构成比的单

因素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 1　医疗工作者膳食补充剂服用情况

针对 188 名研究对象，其中有 42 名服用过膳

食补充剂，总体膳食补充剂服用率为 22. 34%，其中

一直坚持服用者占 42. 86%（18/42），曾经没有但疫

情期间有服用膳食补充剂的占 30. 95%（13/42），而偶

尔服用但疫情期间并没有服用者占 26. 19%（11/42）。

其中，大多数研究对象（64. 29%，27/42）仅是偶尔服

用，规律服用者为 28. 57%（12/42），有 7. 14%（3/42）
的研究对象仅在生病不适时服用膳食补充剂。

2. 2　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比较

对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本调查中男性 36 例，占 19. 15%（36/188），女性

152 例，占 80. 85%（152/188），其中年龄最小 20 岁，

最大 59 岁，平均年龄 39. 16±9. 18 岁。将服用膳食

补充剂者与非服用膳食补充剂者进行分组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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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性别、年龄、BMI、营养状况、婚姻状况、个人年

收入、职业类别、职称等级、吸烟、并存疾病等方面

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而在文化程度、饮

酒等方面具有统计学差异（P<0. 05），见表 2。
2. 3　医疗工作者疲劳现况及自评健康情况

对研究对象每周工作时间、每日平均睡眠时

间、每月上夜班次数及躯体疲劳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医疗工作者工作强度较大、出现躯体疲劳的现象

较为普遍，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0 h 的占 60. 6%
（114/188），同时也伴随有睡眠时间不足、上夜班等

情况，有 36. 2%（68/188）的医疗工作者对躯体疲劳

有认同感，但服用膳食补充剂的医疗工作者在躯体

疲劳的认同感上、自评健康状况并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 05），见表 3。
表  2　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n(%)]

Table 2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n(%)]
基本信息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岁
<30
30~39
40~49
≥50

BMI/（kg/m2）
营养状况

体质量过轻

正常

超重

肥胖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异或丧偶

个人年收入/元
≤60 000
60 001~100 000
100 001~150 000
≥150 001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硕士

博士及以上

职业类别

医生

护士

医技

其他

职称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吸烟

饮酒

每天

每周≥4 天

每周≤3 天

从未

并存疾病

有

无

总体（n=188）
36（19.15）

152（80.85）
30（115.96）
66（35.11）
54（28.72）
38（20.21）

23.98±12.51
6（3.19）

121（64.36）
46（24.47）
15（7.98）
26（13.83）

158（84.04）
4（2.13）

104（55.32）
54（28.72）
18（9.57）
12（6.38）
78（41.49）
91（48.40）
17（9.04）

2（1.06）
33（17.55）
98（52.13）
17（9.04）
40（21.28）
68（36.17）
72（38.30）
48（25.53）
18（9.57）

1（0.53）
5（2.66）

50（26.60）
132（70.21）

42（22.34）
146（77.66）

服用人群（n=42）
5（11.90）

37（88.10）
6（14.29）

14（33.33）
17（40.48）

5（11.90）
22.33±2.80

2（4.76）
32（76.19）

6（14.29）
2（4.76）
7（16.67）

34（80.95）
1（2.38）

21（50.00）
11（26.19）

7（16.67）
3（7.14）

13（30.95）
19（45.24）

9（21.43）
1（2.38）

10（23.81）
16（38.10）

7（16.67）
9（21.43）

15（35.71）
20（47.62）

7（16.67）
6（14.29）
1（2.38）
0（0.00）

10（23.81）
31（73.81）

9（21.43）
33（78.57）

不服用人群（n=146）
31（21.23）

115（78.77）
24（16.44）
52（35.62）
37（25.34）
33（22.60）

24.78±14.36
4（2.74）

89（60.96）
40（27.40）
13（8.90）
19（13.01）

124（84.93）
3（2.05）

83（56.85）
43（29.45）
11（7.53）

9（6.16）
65（44.52）
72（49.32）

8（5.48）
1（0.68）

23（15.75）
82（56.16）
10（6.85）
31（21.23）
53（36.30）
52（35.62）
41（28.08）
12（8.22）

0（0.00）
5（3.42）

40（27.40）
101（69.18）

33（22.60）
113（77.40）

χ2/t检验

1.83

4.59

0.84
4.59

0.39

3.29

11.62

6.73

2.90

1.39
54.96

0.03

P

0.13

0.20

0.40
0.21

0.82

0.35

0.01

0.08

0.24

0.24
<0.01

0.53

表  1　医护工作者膳食补充剂服用情况

Table 1　Dietary supplement consumption of medical workers
情况

服用情况

一直坚持服用

曾经没有，但疫情期间有

疫情期间没有服用

服用节律

规律服用

偶尔服用

仅生病不适时服用

例数

42
18
13
11
12
27

3

百分比/%
22.34
42.86
30.95
26.19
28.57
64.29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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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医疗工作者膳食补充剂服用类型

在服用膳食补充剂的医疗工作者中，针对常用

的膳食补充剂类型进行调查发现，医疗工作者主要

服用的膳食补充剂前 3 位为复合型维生素矿物质

制剂［59. 52%（25/42）］、单一维生素制剂［57. 14%
（24/42）］及蛋白粉［40. 48%（17/42）］，中草药、单一

矿物质及特殊膳食补充服用率分别为 35. 71%、

26. 19% 及 14. 29% 分别为后 3 位，见表 4。
2. 5　医疗工作者对膳食补充剂的认知情况

针对“膳食补充剂是安全的”、“膳食补充剂越

贵越好”、“膳食补充剂具有一定的健康作用”、“可

以替代药品”及“与药品有交互作用”五条观点，与

服用人群与不服用人群在“膳食补充剂是安全的”、

“膳食补充剂具有一定的健康作用”、及“与药品有

交互作用”这 3 条观点上有认知差异（P<0. 05），服

用人群在这 3 条观点上明显持同意的态度，而“膳

食补充剂越贵越好”、“可以替代药品”这 2 条观点

上认知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两组人群均

不同意这两个观点，见表 5。
以文化程度、饮酒以及“膳食补充剂是安全

的”、“膳食补充剂具有一定的健康作用”及“与药

品有交互作用”这 3 条观点认知情况作为自变量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变量赋值情况见表 6，结
果显示在医疗工作者中，硕士学历的膳食补充剂

服用率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者（OR=7. 314），在

“膳食补充剂是安全的”这条观点上，持一般态度

的 服 用 情 况 低 于 十 分 同 意 者 的 服 用 情 况（OR=
0. 098），见表 7。

表  3　医疗工作者疲劳现况及自评健康情况[n(%)]
Table 3　Fatigue status and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of medical workers [n(%)]

疲劳现况及自评健康情况

每周工作时间

≤40 h
>40~50 h
>50~60 h
>60 h

每日平均睡眠时间

<6 h
6~<7 h
7~<8 h
≥8 h

上夜班次数

<1 次/月

1~4 次/月

4~8 次/月

≥8 次/月

您感觉躯体疲劳

不认同

一般

认同

自评您目前的健康状况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总体（n=188）
74(39.36)
83(44.15)
20(10.64)
11(5.85)
33(17.55)
99(52.66)
44(23.40)
12(6.38)

132(70.21)
23(12.23)
21(11.17)
12(6.38)
19(10.11)

101(53.72)
68(36.17)
16(8.51)
78(41.49)
87(46.28)

7(3.72)

服用人群（n=42）
17(40.48)
17(40.48)

3(7.14)
5(11.90)

10(23.81)
21(50.00)
10(23.81)

1(2.38)
31(73.81)

5(11.90)
2(4.76)
4(9.52)
6(14.29)

19(45.24)
17(40.48)

4(9.52)
20(47.62)
17(40.48)

1(2.38)

不服用人群（n=146）
57(39.04)
66(45.21)
17(11.64)

6(4.11)
23(15.75)
78(53.42)
34(23.29)
11(7.53)

101(69.18)
18(12.33)
19(13.01)

8(5.48)
13(8.90)
82(56.16)
51(34.93)
12(8.22)
58(39.73)
70(47.95)

6(4.11)

χ2/t检验

4.19

2.64

2.93

1.94

1.21

P

0.24

0.45

0.40

0.38

0.75

表  4　医疗工作者膳食补充剂服用类型

Table 4　Types of dietary supplements taken by medical 
workers

服用类型

蛋白粉

复合型维生素矿物质

单一维生素

β 胡萝卜素

复合维生素 B 片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叶酸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单一矿物质

钙

铁

锌

中草药

人参

三七

冬虫夏草

其他

多种成分混合型

特殊膳食补充剂

辅酶 Q10
鱼油

氨糖

大豆异黄酮

服用情况

例数

17
25
24

5
13

5
4
4
4
4

22
8
8

11
11

3
2

15
5
6
2
3
8
6
1
2
2
1

占比/%
40.48
59.52
57.14
20.83
54.17
20.83
16.67
16.67
16.67
16.67
91.67
33.33
33.33
26.19

100.00
27.27
18.18
35.71
33.33
40.00
13.33
20.00
53.33
14.29
16.67
33.33
33.33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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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疗工作者的膳食补充剂服用

率 仅 为 22. 34%（42/188），其 中 一 直 服 用 者 占

42. 86%（18/42），因新冠疫情防控而开始服用者占

30. 95%（13/42），并且在服用的节律上，大多数研究

对象［64. 29%（27/42）］仅是偶尔服用，规律服用者为

28. 57%（12/42），本调查的膳食补充剂服用率均低于

国内外膳食补充剂服用情况。根据美国营养与健康

调查，2003—2014 年间美国大约 33. 2% 的成人及儿

童会服用包括多种维生素等在内的膳食补充剂［9-10］，

2013—2014 年约有 43. 2% 的澳大利亚成年人至少

服用过 1 种膳食补充剂［11］。我国 2017 年由中国营

养学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居民营养素补充行为

调查，结果显示 54. 85%（11 990/21 861）的居民曾

经食用过膳食补充剂［12］。而医务人员作为特殊群

体，服用情况远低于普通居民水平，这点张国峰［13］

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北京通州公立医院医务人员

膳食补充剂使用率为 37. 4%。可见本调查中医疗

工作者不仅低于国内外人群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北

京市医务人员的调查结果，提示医疗工作者的膳食

补充剂服用情况可能与职业因素以及地区因素

有关。

每个人保持良好营养状况的基本条件是食物

多样、膳食合理。尤其在新冠（COVID-19）疫情下，

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能有效改善营养状况、增强免

疫力，有助于 COVID-19 防控与治疗［14］。但由于各

种原因引起的膳食营养素摄入不足人群，膳食补充

剂的使用具有预防相应的营养素缺乏的作用，对于

特殊环境或职业下的人群，根据工作性质使用营养

素补充剂很有必要［15］。医疗工作者因长时间、高强

表  6　医疗工作者膳食补充剂服用情况 Logisitic 回归分析变量赋值情况

Table 6　Dietary supplement consumption of medical worker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variable assignment
变量

是否服用膳食补充剂

文化程度

饮酒

膳食补充剂是安全的

膳食补充剂具有一定的健康作用

与药品有交互作用

赋值情况

0=不服用，1=服用

大专及以下=1，本科=2，硕士=3，博士及以上=4
每天=1，每周≥4 天=2，每周≤3 天=3，从未=4
十分同意=1，同意=2，一般=3，不同意=4，十分不同意=5
十分同意=1，同意=2，一般=3，不同意=4，十分不同意=5
十分同意=1，同意=2，一般=3，不同意=4，十分不同意=5

表  5　医疗工作者对膳食补充剂的认知情况[n(%)]
Table 5　Cognition of medical workers on dietary supplements [n(%)]

膳食补充剂是安全的

十分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膳食补充剂越贵越好

十分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膳食补充剂具有一定的健康作用

十分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可以替代药品

十分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与药品有交互作用

十分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总体（n=188）
29(15.43)
69(36.70)
80(42.55)
10(5.32)

0(0.00)
3(1.60)
6(3.19)

53(28.19)
112(59.57)

14(7.45)
20(10.64)
86(45.74)
70(37.23)

9(4.79)
3(1.60)
4(2.13)
7(3.72)

27(14.36)
107(56.91)

43(22.87)
10(5.32)
54(28.72)
67(35.64)
45(23.94)
12(6.38)

服用人群（n=42）
15(35.71)
20(47.62)

6(14.29)
1(2.38)
0(0.00)
1(2.38)
3(7.14)

13(30.95)
23(54.76)

2(4.76)
11(26.19)
21(50.00)

8(19.05)
2(4.76)
0(0.00)
1(2.38)
2(4.76)
3(7.14)

23(54.76)
13(30.95)

6(14.29)
20(47.62)
12(28.57)

2(4.76)
2(4.76)

不服用人群（n=146）
14(9.59)
49(33.56)
74(50.68)

9(6.16)
0(0.00)
2(1.37)
3(2.05)

40(27.40)
89(60.96)
12(8.22)

9(6.16)
65(44.52)
62(42.47)

7(4.79)
3(2.05)
3(2.05)
5(3.42)

24(16.44)
84(57.53)
30(20.55)

4(2.74)
34(23.29)
55(37.67)
43(29.45)
10(6.85)

χ2/t检验

27.22

3.74

18.18

3.72

24.19

P

<0.01

0.44

<0.01

0.4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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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压的工作环境，对于膳食补充剂的服用更容

易疏忽，这点与救灾人员特点及该人群的营养调查

结果更相符［16］，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饮食摄入情

况较差，哪怕携带的是便于食用的剂型，对膳食补

充剂的接受和使用情况依然不理想。

本研究调查显示，服用膳食补充剂的医疗工作

者在文化程度上具有统计学差异，硕士学历的医疗

工作者较大专及以下学历者服用率更高，荣莹等［3］

的调查结果也证实，文化程度与膳食补充剂的使用

呈现正相关性。对于膳食补充剂的认知来说，态度

是一个受试者的意图预测期［17］，决定了服用膳食补

充剂行为，本调查结果提示在膳食补充剂的安全性

上更加持积极态度的医疗工作者，膳食补充剂的服

用率更高。针对常用的膳食补充剂类型进行调查发

现，医疗工作者主要服用的膳食补充剂前 3 位为复

合型维生素矿物质制剂、单一维生素制剂及蛋白粉，

中草药、单一矿物质及特殊膳食补充服用率分别为

后 3 位。医疗工作者最多服用的复合型维生素矿物

质制剂具有辅助改善健康状况的作用，元香南等［18］

曾招募健康自愿者服用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服用

8 周后可以改善中高年龄组健康人情绪和健康状况

的自我评价水平。甚至于当医疗工作者处于一些应

激状态或者不良工作环境下，膳食补充剂的服用也

具有一定改善健康的作用。张清俊等［19］的研究显

示膳食补充剂可调节抗氧化酶活性，改善机体的氧

化应激状态，肖永良等［20］的研究中，针对长期从事

医疗辐射环境的放射科人员使用膳食补充剂能够

有效改善体内微量元素的不足，修复补充机体的营

养储备，具有改善造血、调节细胞免疫功能等作用，

促进机体营养平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医疗工

作者仍然面临着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营养

支持不足会降低机体免疫力、影响其工作效率。因

此，建议各方面积极加强医疗工作者膳食补充剂有

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帮助医疗工作者合理膳食、正

确选择和使用营养补充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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