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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我国 $ 岁以上不同年龄%性别%地区%家庭年收入等人群的碳酸饮料消费状况" 方法#采用多

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北京%上海%广东%黑龙江%山东%湖北%江西%贵州%甘肃 6 个省#市$!在 6 省#市$中各

抽取 ! 个城市的 ! 个区和 ! 个县 $ 岁以上常住人群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 !( 55) 人" 利用非连续 $ \ "% ; 回顾方

法和过去 ! 个月食物频率法收集调查对象碳酸饮料的消费状况!采用多元 MRTAEHA9回归方法分析影响人群碳酸饮

料消费的各类相关因素" 结果#我国 6 省#市$$ 岁以上人群碳酸饮料饮用率为 "%*"+#$ ()!7!) ’)($!平均消费

量为 !$*4 ?B7\!其中!饮用碳酸饮料的人群平均消费量为 !5"*6 ?B7\" 男性#!(*6 ?B7\$高于女性#!$*4 ?B7\$!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m’*’!$&城市#"’*$ ?B7\$高于农村#5*4 ?B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 -!5 岁年龄

组人群的消费量最高为 "4*( ?B7\!(’ 岁以上年龄组人群最低为 "*5 ?B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 结论#

我国人群碳酸饮料消费量与年龄%性别%城乡%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因素相关"

关键词!碳酸饮料& 饮用率& 消费量& 影响因素& 年龄& 性别& 城乡& 文化& 职业

中图分类号!2!))##文献标识码!3##文章编号!!’’%,4%)(#"’!5$’",’!46,’)
!"#%!’*!$)6’78&98:;&"’!5*’"*’!(

82(61.+.%2.*(*/.%54()9%2(*-09-,-)(A-4%2./&’*+%2(&%2A *3-
’%’/6(*+%2%,-)*3-(A-%5P +22+2-’)%,+24-.%5$3+2(

MLY]@,F@" MLZA@F,dGF" P3ONQA,C@A,F@" MLYQJ,8AG" MLY<;@R,cAFT" MLY3A,\RFT&
#.;AF@O@HARF@B.GFHGS:RSWRR\ ]@:GH[2AÊ 3EEGEE?GFH" KGA8AFT!’’’""" .;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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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食品工业技术不断进步"我国饮料
行业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饮料的品种日趋多样
化"人群饮料消费状况也出现了较大改变) 在我国
各类饮料年总产量中"碳酸饮料占据重要位置"儿
童青少年人群是主要的消费群体 ’!( ) 有研究 ’"(表

明碳酸饮料的消费可引起龋齿高发"同时也与超重
和肥胖相关"而超重肥胖则是引发心血管*糖尿病*
痛风等慢性病的重要诱因&因此"碳酸饮料消费状
况对健康的影响备受关注) 目前"针对我国人群开
展的饮料消费状况专项调查很少"碳酸饮料消费量
多通过产销量数据来估计"无法对各类人群饮用状
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
限制了对碳酸饮料中相关物质如添加糖*焦糖色等
对健康风险评估的研究)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于 "’!$ 年开展了中国居民饮料消费状况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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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收集了我国 $ 岁以上人群各类饮料消费量数
据"本研究利用该数据对我国 6 省#市$人群碳酸饮
料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开展相关营
养状况评价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
北京*上海*广东*黑龙江*山东*湖北*江西*贵州*

甘肃 6 个省#市$"在每个省#市$中抽取 ! 个城市和
! 个县作为调查点) 其中"抽中的城市再随机抽取
一个城区"作为城市的调查点&县作为农村调查点"

在进一步抽样过程中"排除县政府所在城镇"仅抽
取县内的乡"作为农村的调查点) 利用与人口成比
例的抽样方法#‘‘]$从每个调查点抽取 ( 个村#居
委会$"每个村#居委会$抽取 )’ 户"每个被抽中家
庭中所有 $ 岁以上常住家庭成员在签署3知情同意
书4后确认为调查对象"共调查 !( 55) 人) 全部调
查对象按照 $ -(*5 -!%*!) -!5*!4 -%%*%) -)6*
*(’ 岁共分成 ( 个年龄组进行分析)
!*"#方法

采用非连续 $ \ "% ; 回顾法和过去 ! 个月食物
频率法"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入户调查"面对面询
问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住户基本情况*每个调
查对象各类饮料消费率和消费量等信息"分别共获
取个体数据 !( 55) 和 !) ’)( 人) 按照 NK7/
!’546!"’!),饮料通则- ’$(的分类"碳酸饮料是指
以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为基础"经加工制
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充入一定二氧化碳气体的液体
饮料"可分为果汁型*果味型*可乐型*其他型 % 类)
本研究将每月至少饮用一次及以上的调查对象定
义为碳酸饮料饮用人群)
!*$#统计学分析

用 ]‘]] !6*’ 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的比较
采用 "" 检验"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3Oei3方差分
析方法"?m’*’)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采用
MRTAEHA9回归分析"以是否喝碳酸饮料为因变量"性
别*城乡*地域*年龄*家庭年收入等相关影响因素
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年共调查我国 6 省#市$!( 55) 人"男女性
别比 例 分 别 %6*"+ # 4 "(!7!( 55) $ 和 )’*4+
# 4 )!%7!( 55) $" 城 市 和 农 村 分 别 占 %5*6+
#4 ’$$7!( 55) $和 )"*!+ # 4 5%"7!( 55) $"$ -(*

5 -!%*!) -!5*!4 -%%*%) -)6 和*(’ 岁调查对象
人数 比 例 分 别 为 $*4+ # (%!7!( 55) $* 4*5+
#! %)"7!( 55) $* "*"+ # $5’7!( 55) $* $(*%+
#( !!!7!( 55)$*"4*6+ #% 4)’7!( 55) $和 "’*’+
#$ $)!7!( 55)$"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调查对象人
数比 例 分 别 为 )’*(+ # 4 %((7!( 5%! $* "6*5+
#% 65!7!( 5%!$和 !6*5+#$ $’%7!( 5%!$)
"*"#不同人群碳酸饮料消费量情况
"*"*!#研究人群的碳酸饮料消费情况

我国 6 省 #市 $人群碳酸饮料平均消费量为
!$*4 ?B7\" 其 中" 男 性 # !(*6 ?B7\ $ 高 于 女 性
#!$*4 ?B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城市
#"’*$ ?B7\$高于农村#5*4 ?B7\$"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m’*’!$&从年龄分布来看"!) -!5 岁人群的碳
酸饮料消费量最高#"4*( ?B7\$"(’ 岁及以上人群
的碳酸饮料消费量最低#"*5 ?B7\$"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m’*’!$&按地域划分"中部 #!5*6 ?B7\$

人群碳酸饮料平均消费量高于东部#!"*" ?B7\$和
西部#!!*( ?B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

从家庭年收入水平看"*%’ ’’’*"’ ’’’ -$ 6666*
m!6 666 元 的 平 均 消 费 量 分 别 为 !5*’* !)*!*
!$*$ ?B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见表 !)
"*"*"#饮用人群的碳酸饮料消费情况

我国 6 省#市$碳酸饮料饮用人群的平均消费
量为 !5"*6 ?B7\"男性 # !6!*$ ?B7\ $ 高于女性
#!)’*6 ?B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城市
#"’!*" ?B7\$高于农村#!"6*( ?B7\$"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m’*’!$&!4 -%% 岁人群的碳酸饮料消费
量最高#!6%*( ?B7\$"$ -( 岁人群的碳酸饮料消费
量最 低 # !’$*" ?B7\ $" 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m’*’!$&西部*中部和东部人群碳酸饮料平均消
费量分别为 !65*$*!4!*$*!)4*( ?B7\"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m’*’!$&家庭年收入*%’ ’’’*"’ ’’’ -
$6 666* m!6 666 元的人群平均消费量分别为
"’6*$* "’)*%* !("*5 ?B7\"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m’*’!$"见表 ")
"*$#不同人群碳酸饮料饮用率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6 省#市$研究人群碳酸饮
料的饮用率为 "%*"+#$ ()!7!) ’)($"未饮用*饮用
! -" 次7周*饮用 $ 次7周及以上的人群比例分别为
5)*4+ #!! %’)7!) ’)( $*!4*4+ #" 4"47!) ’)( $*
)*)+#4"$7!) ’)( $"其中"$ 次7周及以上的男性
#(*5+$人群饮用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m’*’!$&城市#(*’+$人群饮用率高于农
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 从年龄
分布看"!) -!5 岁人群饮用 $ 次7周及以上饮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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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年 6 省#市$人群碳酸饮料消费量分布情况
/@CBG!#_AEHSACJHARF R:9@SCRF@HG\ CGaGS@TG9RFEJ?cHARF AF FAFGcSRaAF9GEAF "’!$

分组 人数 均值7#?B7\$ ?6) 7#?B7\$ ?65*)7#?B7\$ 最大值7#?B7\$

性别

年龄7岁

城乡

地域

家庭年收入7元

男性 4 "(! !(*6 !)’*’ "’’*’ ! $)$*’

女性 4 )!% !$*4 4$*$ !((*5 ! "(5*’
$ -( (%! 6*) ((*5 !’(*5 $((*5
5 -!% ! %)" "%*( !((*5 "5(*5 4((*5
!) -!5 $5’ "4*( "’’*’ $$$*$ )!(*5
!4 -%% ( !!! ""*! !((*5 ")’*’ ! $)$*$
%) -)6 % 4)’ 5*$ ’*’ !!(*5 (’’*’

*(’ $ $)! "*5 ’*’ ’*’ %(’*’

城市 4 ’$$ "’*$ !((*5 "$$*$ ! $)$*’

农村 4 5%" 5*4 ((*5 !!’*’ ! ’’’*’

东部 4 %(( !"*" !’’*’ !((*5 4(5*’

中部 % 65! !5*6 !((*5 "’’*’ ! $)$*’

西部 $ $’% !!*( 5%*) !45*! 6’’*’
m!6 666 !’ 4!( !$*$ !’’*’ !((*5 ! $)$*$

"’ ’’’ -$6 666 $ %4) !)*! !!(*5 "’’*’ ! "((*5

*%’ ’’’ 4%4 !5*’ !)’*’ "%!*! 5’’*’

注%由于部分调查对象地域项和家庭年收入项缺失"故总人数分别为 !( 5%! 和 !) !%6)

表 "#"’!$ 年 6 省#市$饮用人群碳酸饮料消费量分布情况
/@CBG"#_AEHSACJHARF R:9@SCRF@HG\ CGaGS@TG9RFEJ?cHARF AF \SAF^AFTcRcJB@HARF AF FAFGcSRaAF9GEAF "’!$

分组 人数 均值7#?B7\$ 中位数7#?B7\$ ?6) 7#?B7\$ ?65 7#?B7\$ 最大值7#?B7\$

性别

年龄7岁

城乡

地域

家庭年收入7元

男性 5$’ !6!*$ !((*5 )’’*’ )("*! ! $)$*’

女性 (!! !)’*6 !!(*5 $%’*’ )’’*’ ! "(5*’
$ -( )6 !’$*" 4$*$ ")’*’ "4$*$ $((*5
5 -!% "") !)4*4 !!(*5 %’’*’ )’’*’ 4((*5
!) -!5 )6 !56*) !((*5 %’’*’ )’’*’ )!(*5
!4 -%% (6) !6%*( !((*5 )’’*’ )4$*$ ! $)$*$
%) -)6 ""4 !)$*5 !$$*$ $((*5 )’’*’ (’’*’

*(’ 5) !""*) !’’*’ "4$*$ $$$*$ %(’*’

城市 4!" "’!*" !((*5 )’’*’ (’’*’ ! $)$*’

农村 )"6 !"6*( !’’*’ $$$*$ $((*5 ! ’’’*’

东部 ()’ !)4*( !!(*5 $4’*" )’’*’ 4(5*’

中部 %6! !4!*$ !((*5 )’’*’ )((*5 ! $)$*’

西部 !6) !65*$ !((*5 %)$*$ (’’*’ 6’’*’
m!6 666 44$ !("*5 !$$*$ %’’*’ )’’*’ ! $)$*$

"’ ’’’ -$6 666 ")5 "’)*% !((*5 )’’*’ (’’*’ ! "((*5

*%’ ’’’ (6 "’6*$ !((*5 )’’*’ (’’*’ 5’’*’

最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不同家庭年收入的人群饮用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o’*’) $ ) 详见表 $ )
"*%#碳酸饮料消费相关影响因素的 MRTAEHA9回归
分析

以是否饮用碳酸饮料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

城乡*地域*家庭年收入*文化程度*职业等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MRTAEHA9回归分析) 采用逐步法选取
和剔除变量"引入水平为 ’*’)"剔除水平为 ’*!’)

赋值情况如下%饮用率"不喝 l’"喝 l!&性别"男 l
!"女 l"&城乡"城市 l!"农村 l"&家庭收入"每年
m!6 666 元 l!""’ ’’’ -$6 666 元 l""*%’ ’’’ 元
l$&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l!"高中或中专 l""大
专及以上 l$&职业"在校学生 l!"非在校学生 l")

对于非等级的分类变量进行哑变量化后分析"赋值

如下%地域"东部 l!"中部 l""西部 l$&年龄分组"
$ -!5 l!*!4 -)6 l"**(’ l$)

结果显示#见表 %$"性别*年龄*城乡*地域*文
化程度*职业是影响人群碳酸饮料消费的相关因
素) 男性人群消费碳酸饮料的可能性高于女性
#YDl’*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城市
人群消费碳酸饮料的可能性高于农村 #YDl
’*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中部人群消
费碳酸饮料的可能性高于东部#YDl!*")4$"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m’*’!$"东部人群消费碳酸饮料
的可能性高于西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

在校学生消费碳酸饮料的可能性高于其他人群
#YD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从年
龄结构看"儿童青少年人群消费碳酸饮料的可能性
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



!!6"##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ULO>]>ZeY2O3MeWWee_UQNL>O> "’!5 年第 "6 卷第 " 期

表 $#"’!$ 年 6 省#市$人群碳酸饮料饮用率
/@CBG$#.@SCRF@HG\ CGaGS@TG\SAF^AFTS@HGAF FAFGcSRaAF9GEAF "’!$

分组
饮用率7+

未饮用 ! -" 次7周 *$ 次7周
"" ?值

性别

年龄7岁

城乡

地域

家庭年收入7元

男 5$*(#) %(6 75 %$)$ !6*5#! %(4 75 %$)$ (*5#%65 75 %$)$

女 55*6#) 6$( 75 ("!$ !5*4#! $(’ 75 ("!$ %*$#$") 75 ("!$
$ -( 5!*’#%!$ 7)4$$ "!*(#!"( 7)4$$ 5*)#%% 7)4$$
5 -!% )4*"#555 7! $$%$ $!*$#%!5 7! $$%$ !’*)#!%’ 7! $$%$
!) -!5 )(*6#!6) 7$%$$ $!*4#!’6 7$%$$ !!*%#$6 7$%$$
!4 -%% (4*’#$ 5"! 7) %5!$ "%*5#! $%6 7) %5!$ 5*$#%’! 7) %5!$
%) -)6 4$*"#$ (%4 7% $4"$ !$*%#)4) 7% $4"$ $*%#!%6 7% $4"$

*(’ 6’*!#" ()! 7" 6%$$ 4*"#"%" 7" 6%$$ !*5#)’ 7" 6%$$

城市 5%*$#) $)$ 75 "’"$ !6*5#! %!( 75 "’"$ (*’#%$$ 75 "’"$

农村 55*!#( ’)" 75 4)%$ !4*’#! %!" 75 4)%$ )*’#$6’ 75 4)%$

东部 5(*5#) 5$’ 75 %5"$ !4*(#! $44 75 %5"$ %*5#$)% 75 %5"$

中部 5!*’#$ "!$ 7% )"4$ "’*6#6%5 7% )"4$ 4*!#$(4 7% )"4$

西部 4’*(#" %(" 7$ ’)($ !(*!#%6$ 7$ ’)($ $*$#!’! 7$ ’)($
m!6 666 5)*4#4 !4’ 7!’ 56"$ !4*5#" ’!% 7!’ 56"$ )*)#)64 7!’ 56"$

"’ ’’’ -$6 666 5(*’#" (’( 7$ %"6$ !6*’#()’ 7$ %"6$ )*’#!5$ 7$ %"6$

*%’ ’’’ 5%*!#(!6 74$)$ !6*(#!(% 74$)$ (*"#)" 74$)$

)(*6"$ ’*’’’

6%4*)(" ’*’’’

!5*’4% ’*’’’

!$5*()6 ’*’’’

"*4(6 ’*)4’

表 %#6 省#市$人群碳酸饮料饮用情况 MRTAEHA9回归分析
/@CBG%#‘GRcBG\SAF^AFT9@SCRF@HG\ CGaGS@TGEEAHJ@HARF MRTAEHA9SGTSGEEARF @F@B[EAE

变量 ! P@B\ 值 YD YD的 6)+’3 ?

性别#男$ g’*!46 !6*()) ’*4"5 ’*5(! -’*6’’ m’*’!

城乡#城市$ g’*’6! %*!$6 ’*6!$ ’*4$( -’*665 m’*’!

职业#在校学生$ g’*(4! $4*(%! ’*)’( ’*%’4 -’*("5 m’*’!

中部 aE东部 ’*"$’ "$*’6) !*")4 !*!%( -!*$4! m’*’!

西部 aE东部 g’*$65 %$*!5! ’*(5" ’*)65 -’*5)5 m’*’!

高中或中专 aE初中及以下 ’*!5( !!*!"5 !*!6$ !*’5) -!*$"$ m’*’!

大专及以上 aE初中及以下 ’*)%( "6*$(’ !*5"( !*%!5 -"*!’" m’*’!
!4 -)6 aE$ -!5 g’*$4$ !"*(54 ’*(4" ’*))$ -’*4%" m’*’!

*(’ aE$ -!5 g!*"4% !!6*(6! ’*"55 ’*""’ -’*$%4 m’*’!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年我国 6 省#市$人群碳

酸饮料的消费率为 "%*"+"与 "’’" 年调查结果 ’%(

相比提高了 " 个百分点) 性别*年龄和城乡均为碳
酸饮料消费的影响因素"结论与 "’’" 年调查结果类
似) 男性人群的消费率高于女性"可能是因为女性
有爱美心态"考虑含糖饮料会导致体重的增加而较
为偏向含糖较少的无糖饮料 ’),(( ) 城市人群的消费
率高于农村"可能与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异有关) 本
研究显示碳酸饮料消费与年龄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低年龄组人群饮料饮用率高于高年龄组人群"
!) -!5 岁年龄组人群消费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
从每周饮用碳酸饮料 $ 次及以上的人群比例看"
!) -!5 岁年龄组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岁及以上年
龄组相对较低"与以往调查结果 ’5(相似"这可能是
由于此年龄组人群的饮食习惯和独立的消费意识
有关) 此外"还有研究 ’4(表明"青少年人群正处在
快速发育的时期"对饮品消费需求量增大"同时对
饮食的自主选择性变强"可能是导致此年龄组人群
碳酸饮料的消费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结果显示""’!$ 年我国 6 省#市$人群碳
酸饮料的平均消费量为 !$*4 ?B7\"饮用人群的平均
消费量为 !5"*6 ?B7\) 这与美国 OU3O>] !666!
"’’" 年调查数据 ’6(相比"消费量相对较低"对应年
龄组人群相差 6 -$’ 倍) 本研究显示 !4 -%% 岁年
龄组的饮料消费量最高"为 !6%*( ?B7\) 李冬华
等 ’!’(在 "’’%!"’’6 年对我国 6 省软饮料消费的研
究中发现"!4 -%% 岁年龄组为高消费人群"平均每
日来自软饮料的添加糖为 !$*! T) 根据以上推算"
本研究还可以得出 !4 -%% 岁年龄组人群每日碳酸
饮料添加糖摄入量为 "!*% T"折合能量为$)5*6 ^Z)
可以看出"我国人群饮料的添加糖摄入量逐渐增
加) 多项研究 ’!!(表明"不同人群长期大量饮用碳酸
饮料可能导致过多添加糖的摄入"进而引起体重增
加导致肥胖"也是导致后期相关慢性病的危险因
素 ’!",!$( "长时间*高频率饮用碳酸饮料会导致牙侵
蚀的患病率增加"而短时间内饮用碳酸饮料也会对
牙齿表面构成危害 ’!%( )

世界卫生组织 #PUe$研究 ’!)(发现"与含糖饮
料摄入量较低的儿童相比"含糖饮料摄入量最高的
儿童趋于超重或肥胖"建议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减少



我国 6 省#市$$ 岁以上人群碳酸饮料消费状况分析!!!刘飒娜"等 !!6$## !

游离糖摄入量"成人和儿童应保持其游离糖摄入量
低于摄入总能量的 !’+以下) 许多发达国家已有
法律规定"禁止对 !" 岁以下儿童宣传"在校园内销
售碳酸饮料等 ’!(( ) 碳酸饮料作为软饮料的主要饮
品之一"提供的添加糖占总摄入添加糖的 %’+以
上 ’!5( "我国人群膳食指南中还没有纳入糖及其推荐
量的相关内容&因此"尽早制定包括碳酸饮料在内
的含糖饮料消费指南或建议"指导人群饮料合理消
费"有效减少饮料中游离糖的摄入"对预防能量摄
入过多引起的肥胖以及其他相关疾病至关重要)
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人群消费状况"且调查内
容未涉及调查对象的健康信息"因此未能对碳酸饮
料消费状况和其健康状况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另
外"本研究尚不能对来自同一家庭的成员对碳酸饮
料消费量是否有影响进行评估"尚待后续研究做进
一步分析)

#志谢#北京%上海%广东%黑龙江%山东%湖北%江西%贵

州%甘肃 6 个省#市$疾控中心及全部调查点疾控中心的调

查工作人员对本项目的支持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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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批准乳糖醇作为新资源食品配料
##"’!5 年 $ 月 !$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法规_>.L]LeO#>Y$"’!57%)’!批准乳糖醇作为新资源食品配料!可
以用于胶囊或平板形式的成人膳食补充剂中!每日最大推荐剂量为 "’ T!该法规同时介绍了乳糖醇的规格标
准" 该法规将于 "’!5 年 $ 月 !) 日生效"

#来源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HHc’77ddd&:RR\?@HG&FGH7B@d7GJSRc@7!6’%66&;H?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