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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掌握深圳市居民膳食结构与食物消费量数据!为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营养教育及营养改善

工作提供科学数据$ 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 )22 户居民 3*, 人进行家庭膳食调查$ 采用连续
, 日称重记帐法收集家庭及所有成员各类食物%调味品和饮水量饮用水的摄入数据$ 结果"深圳市居民平均每

标准人日各类食物的摄入量共 ! 2%$G$ P!其中粮谷薯类 )%%G) P!蔬菜 ,2$G* P!水果 ),cG# P!禽畜肉 !c*G, P!鱼

虾类 !#)G$ P!奶及其制品 !!2G* P!蛋及其制品 ,%G% P!豆及其制品 2%Gc P!油脂类 2!G) P!食盐 3G# P$ 结论"深

圳市居民各类食物摄入量除粮谷薯类明显低于广东省及全国居民的平均摄入量外!其他的种类食物"如蔬菜%水

果%肉%禽%鱼虾%蛋及蛋制品%豆及豆制品%奶及奶制品%油脂类等#食物的摄入量均超过广东省及全国居民的平

均摄入量的平均水平$ 提示深圳市居民膳食结构及食物消费出现不良的偏离!导致-营养失衡. !应倡导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加强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宣传教育!以促进人体的健康和提高深圳市居民的健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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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对食品中各种危害的风
险高低进行科学评估的过程"是风险分析的基本环
节* 继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之后"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的第三个步骤是暴露评估* 暴露评估是对

通过食品或其他相关来源摄入的危害因素进行定

性和I或定量的评估"主要描述危害进入人体的途

径"估算不同人群摄入危害的水平* 根据危害因素

在膳食中的含量水平和人群中各类食物的消费量"

初步估算危害的膳食总摄入量 (! h)) "并与健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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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NO[’)O[’()Y[等%比较"评估人体受影响的程
度* 由此可见"开展食物消费量的调查是进行食品
安全暴露评估的基础* 深圳市毗邻香港"是我国主
要进出口岸之一"国际交往频繁"人员流动性大"如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势必对经济及旅游造成较大的
影响"因此适时对食物污染物开展暴露评估是很有
必要* 本课题组继 )##2 年至今开展深圳市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的基础上"又率先在市级城市开展深圳
市居民食物消费量的调查"为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了解深圳市居民从膳食中摄入食品污染物的暴
露量提供科学数据*

!"对象与方法
!G!"对象
!G!G!"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于 )##3 年 % j!# 月进行"参照中国居
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总体方案"采用多阶段分
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按照深圳市经济发展’地理
位置和人口分布分为城市区$特区内行政区%’城乡
龙岗区和城乡宝安区 , 个层"然后在每个区随机抽
取 2 个街道"每个街道随机抽取 ) 个居委会"最后在
每个样本居委会抽取 !# 户常住户籍居民的家庭"在
取得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抽中的调查户中的所有
成员进行入户调查*
!G!G)"样本量估计

本次调查对象为年龄在 !) 个月以上"深圳市
常 住 户 籍 居 民* 样 本 计 算 公 式 采 用 - k
7#

)/$! h/%
%)

"其中 #k#G#*"%为 k!G$R#根 据

)##c 年 深 圳 市 糖 尿 病 的 患 病 率 水 平"/取 k
$G#R (,) * 根据上述参数取值"计算样本量 - k
32c 人* 实际调查涉及全市 )22 户 3*, 人"其中男
性2#3 人"女性 22* 人*
!G)"方法
!G)G!"调查方法

按照.)##c 年中国总膳食研究工作方案/ $卫
办监督发0)##c 1 ,) 号% (2)中的统一的调查表格"

采用 ) 个工作日和 ! 个周末连续 , 天入户调查*

以所抽取到的住户为单位"对家庭所有成员进行
膳食调查* 在调查前 ! 天先行入户对所有库存的
生’熟食物’调味品’饮料及饮用水称重或称量"之
后 , 天由调查员每天入户对调查对象当天所食用
的全部食物’饮水量以及调味品的种类’数量和食
用方法等记录在调查表上 (2 h*) * 同时对家庭所有
成员进行膳食调查"收集个人食物摄入数据 (*) *

对深圳市居民膳食结构及平均食物摄入量进行分

析"结果以每标准人日摄入量表示*
!G)G)"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包括住户调查和家庭所有成员调查
两部分* 其中住户调查是与家庭成员单独调查同
时进行* 调查期间每天晚上入户详细询问当天家
庭每个成员所有食物的食用量"并记录在调查表上*
!G)G,"质量控制

调查员全部经过统一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参
与调查* 使用统一表格"制定统一的填表说明* 调
查结束后"由各级质控人员对所有的调查表进行书
面复核并抽取 *g的调查表进行入户复核*
!G,"统计学分析

将调查结果换算成&标准人日食物消费量 k每
人每日食物消费量I标准人系数* 标准人系数是以
!3 岁 $# bP成年男子从事轻体力劳动者为标准人"
以其能量供给量 ) 2## bKTD作为 !* 统计分析结果
与 )##) 年广东省 ($)及全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查结果 (c h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c% (%)推荐的
每天摄入的食物量进行比较*

原始数据采用/YOVTBT软件建库并进行双重录入"
录入时对调查表中的缺项错误及逻辑错误一并退回进
行修正后重新录入"对无法修改和核对的数据进行删
除* 调查数据采用 8;88 !,G#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G!"一般情况

全市共调查 )22 户’居民 3*, 人"其中男性2#3人"
占 2cG3,g#女性 22* 人"占 *)G!cg* 调查城市区居民
3*户’)3%人#调查城乡龙岗区 c% 户’)%# 人#调查城乡
宝安区 3# 户’)c2人* 被调查人员中"年龄最小的 ) 月
龄"年龄最大的 3*岁"平均年龄 ,,G$岁*
)G)"膳食结构与食物消费量

深圳市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粮谷薯类摄入量
)%%G) P"蔬菜 ,2$G* P"水果 ),cG# P"禽畜肉 !c*G, P"
鱼虾类 !#)G$ P"奶及其制品 !!2G* P"蛋及其制品
,%G% P"豆及其制品 2%Gc P"油脂类 2!G) P"食盐
3G# P* 城市区粮谷薯类’禽畜肉类’食盐的摄入量
明显低于城乡区"但蔬菜水果类’鱼虾类’奶及其制
品’蛋及其制品’豆及豆制品’调味品的摄入量明显
高于城乡区"见表 !*
)G,"与广东省’全国居民食物摄入量比较

深圳市居民各类食物摄入量除粮谷薯类明显
低于广东省及全国居民的平均摄入量外"其他食物
的如蔬菜’水果’禽畜肉类肉’禽’鱼虾类’蛋及蛋其
制品’豆及豆制品’奶及奶制品其制品’豆及其制
品’油脂类等食物的摄入量均超过广东省 ($"!#)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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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深圳市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各类食物消费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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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类别 深圳市 城市区
城乡龙
岗区

城乡宝
安区

粮谷薯类

蔬菜类

水果类

禽畜肉类

鱼虾类
奶及其制品
蛋及其制品

豆及其制品

油脂类

食盐

调味品

其他类

合计

米及其制品 )!2G3 !%2Gc )!#G) )2#G3

面及其制品 2)G! *!G) )*G% 23G2

其他谷类 $G$ cG2 *Gc $G$

薯类 ,*Gc 2!G* ))G2 2)G$

深色蔬菜 !3%Gc !%$G! !2*G3 ))$G)

浅色蔬菜 !*$G3 !),G# !2%G3 !%%Gc

水果 ),cG# ,!%G) !%3G) !3cG%

猪肉 33Gc c)G* %3G, %$G,

其他畜肉 !$G2 !$G2 !)G* )#G#

动物内脏 #G2 #G2 #G# #G%

禽肉 $%G3 $%G$ 3!G! *%G#

鱼虾类 !#)G$ !!cG* !##G% 33G2

奶及其制品 !!2G* !$%G, %3G3 c!Gc

蛋及其制品 ,%G% 2,G! 2!G$ ,2G3

干豆类 2G* 2G$ *G2 ,G*

豆制品 2*G) *,G# ,cGc 22G,

植物油 2#G2 2#G* ,3G2 2)G2

动物油 #G3 !G# !G2 #G!

食盐 3G# cG$ 3G* 3G#

糖’淀粉 $G! !!G! ,Gc ,G,

酱及酱油 )#G# )$G$ !cG3 !*G!

其他调味品 )Gc )Gc )G* )G3

糕点类 !cG* )2G3 !!G3 !*G*

腌菜 cG* cG) $G! %G!

坚果 !)G, !)G% 3G3 !*G,

酒精 !$G# )$G$ !2G2 $G)

其他 #G$ #G* !G, #G)
! ! 2%$G$ ! $2!G# ! ,2%G# ! 23%G!

""注&!为无需统计数据

国居民的摄入量的平均水平 (c h3 " !! h!)) "见表 )*
)G2"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参考摄入量比较

深圳市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各类食物的摄入
量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c%推荐每天摄入的
食物量(以 !3 j*% 岁男子$) )## bKTD%计算) (%)进
行比较* 谷类’蛋类达到推荐量"蔬菜’水果’奶及
奶制品达不到推荐量要求"但肉’禽和鱼虾"豆及豆
制品"油脂类超过推荐量的要求"见图 !*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居民每标准人日膳食结构

及食物消费量与广东省和全国的摄入量比较有明显改
善"但营养缺乏与营养失衡的双重挑战仍然存在*

首先"部分食物消费构成不合理的情况仍然存
在"喜忧参半* 喜的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深圳市居民粮谷薯类食物的摄入趋于合理"已经达
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要求"每标准人日的摄
入粮谷薯类食物的摄入量明显低于广东省及全国
居民的摄入量"分别为广东省的 c$G2g和全国的
$$G,g#但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要求#

图 !"深圳市居民各类食物的摄入量与.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c%推荐量比较
‘OPSC’!"=’ADSBAELKEXYTCOAE( EL84’(a4’( C’AO0’(BAe

LEE0 KE(ASXYBOE( _OB4 C’KEXX’(0’0 O(BTb’O( 0O’BTC\

PSO0’DO(’A?4O(TC’AO0’(BA

$)%深圳市居民蔬菜食物摄入量尽管离膳食指南推
荐要求的 2## P还有一点距离"但已经居于较高水
平"为 ,2$G* P"明显超出广东省摄入量的 )#g
$)%# P%’超过全国摄入量的 )*g $)c$G) P%"但仍
然没有达到推荐要求的 2## P#根据.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c%推荐的每天摄入食物量及广东省’全
国各类食物的摄入量进行比较分析"深圳市居民膳
食结构及食物消费量显现如下特点&$!%粮谷薯类
食物的摄入符合推荐要求"低于广东省及全国居民
的平均摄入量# $ ) %深圳居民蔬菜食物摄入量为
,2$G* P"超出广东省的 )%# P’全国的平均摄入量的
)c$G) P"但仍没有达到推荐要求的 2## P#$,%尽管
深圳市居民水果食物摄入量为 ),cG# P"是广东省居
民摄入量的 ,G) 倍’是全国居民摄入量的 2G, 倍"但
仍没有达到推荐要求的 ,## P#$2%深圳市居民优质
蛋白$鱼虾类%摄入占的比重高于广东省及全国的
平均摄入量#$*%深圳市居民蛋类’豆及豆制品的摄
入量都明显高于广东省及全国的水平* 忧的是&
$!%深圳居民肉畜’禽畜肉类的摄入量过多"是全国
居民平均摄入量的 !G) 倍"超过推荐要求的 !*# P#
鱼虾的摄入量为 )ccG% P"超过推荐要求的 !*# P"但
以优质蛋白$鱼虾类%摄入占的比重高于广东省及
全国的平均摄入量#$)%膳食指南中尽管深圳居民
蛋类的摄入量超出广东省摄入量的 ! 倍’超出全国
摄入量的 #G$3 倍"但与推荐要求的 *# P仍有距离#
$,%豆及豆制品推荐摄入要求是 2# P"而深圳居民
已经达到 2%Gc P的量"高于广东省摄入量 ,*G) P及
全国居民摄入量 !$G# P#$2%奶及奶制品推荐要求
是 ,## P"深圳居民的摄入量是 !!2G* P’明显高于广
东省 !cG) P的摄入量’全国 )$G* P的摄入量"但只
是达到推荐量的 !I,#$*%油脂类推荐要求是 )* P"
而深圳居民植物油及动物油脂的摄入量达 2!G) P"
高于营养学会的推荐量’高于广东省及全国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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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深圳市居民食物摄入量与广东省及全国摄入量比较$P%

>T.D’)"=’ASDBAELKEXYTCOAE( EL84’(a4’( C’AO0’(BAeLEE0 KE(ASXYBOE( _OB4 B4EA’O(

&ST(P0E(P;CE[O(K’C’AO0’(BAT(0 ?4O(’A’C’AO0’(BA

食物类别
深圳市 广东省 全国

城市 城乡 平均值 城市 城乡 平均值 城市 城乡 平均值
米及其制品 !%2Gc ))*G$ )!2G3 )%#Gc ,c!Gc ,,%G# )!cG3 )2$G) ),3G,

面及其制品 *!G) ,cG) 2)G! 23G# !2G* )3G# !,!G% !2,G* !2#G)

其他谷类 cG2 $G! $G$ %G! !G3 2Gc !$G, )$G2 ),G$

薯类 2!G* ,)G$ ,*Gc !#G) )$G2 !%G3 ,!G% **Gc 2%G!

干豆类 2G$ 2G* 2G* ,G, cG# *G* )G$ 2G3 2G)

豆制品 *,G# 2!G# 2*G) )%G! ,#G) )%Gc !)G% !!G2 !!G3

深色蔬菜 !%$G! !3$G, !3%Gc !%2G$ !$3G# !c3G3 33G! %!G3 %#G3

浅色蔬菜 !),G# !c2G% !*$G3 !!%G) !#*G3 !!!G) !$,G3 !%,G3 !3*G2

腌菜 cG) cG$ cG* *G$ !*G) !!G, 3G2 !#G% !#G)

水果 ,!%G) !%,G# ),cG# c#G! 2*G* **G* $%G2 ,*G$ 2*G#

坚果 !)G% !)G# !)G, 2G3 ,G% 2G) *G2 ,G) ,G3

猪肉 c)G* %cG, 33Gc !))G* c3G% %$G* $#G, 2cG) *#G3

其他畜肉 !$G2 !$G, !$G2 !$G3 2G* %G* !*G* $G3 %G)

动物内脏 #G2 #G* #G2 !#G% 3G$ %G* $G# 2G! 2Gc

禽肉 $%G$ $%G% $%G3 *cG2 )2G, ,cGc ))G$ !#G$ !,G%

奶及其制品 !$%G, 3*G) !!2G* ,3G3 )G$ !cG) $*G3 !!G2 )$G*

蛋及其制品 2,G! ,3G! ,%G% )cG$ !2G# !%G* ,,G) )#G# ),Gc

鱼虾类 !!cG* %2G$ !#)G$ c#G3 ,%G# *!G3 22G% ),Gc )%G$

植物油 2#G* 2#G2 2#G2 ,cG* ))G2 )3G* 2#G) ,#G! ,)G%

动物油 !G# #Gc #G3 #G! !,G2 3G! ,G3 !#G$ 3Gc

糕点类 )2G3 !,Gc !cG* )*G) 2G) !)Gc !cG) $G) %G)

糖’淀粉 !!G! ,G* $G! cG2 ,G, *Gc *G) 2G! 2G2

食盐 cG$ 3G) 3G# 3Gc !!G! !#G! !#G% !)G2 !)G#

酱及酱油 )$G$ !$G* )#G# !2G2 %G3 !!Gc !!G2 !#G# !#G2

其他调味品 )Gc )Gc )Gc ! ! ! ! ! !

其他 #G* #Gc #G$ *,Gc !2G% ,#G$ ,)G! !)G* !3G#

酒精 )$G$ !#G, !$G# *G* *G# *G) ! ! !

合计 ! $2!G# ! 2!%G2 ! 2%$G$ ! )3)G# ! #2$G# ! !2)G# ! !!cG$ ! #,,G# ! #*$G2

""注&!为广东省及全国没有相关的数据

摄入量#$$%奶及其制品的摄入量尽管高于广东省及
全国的水平"但仍只占膳食指南推荐的 ,3g*

根据上述特点"提示深圳市居民膳食结构及食
物消费不尽合理*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
改善"作为中国传统膳食的主体的谷类食物摄入减
少"人们更倾向于摄入更多的动物性食物和纯热能
食物"出现不良的偏离"导致+营养失衡,"主要表现
在&$!%膳食中动物性食物和油脂消费的过度增加"
造成膳食中脂肪供能比上升"是导致肥胖’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患者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 (!# h!,) *
$)%奶是钙的良好来源"奶及其制品的摄入不足造
成机体的缺钙"不论是对婴幼儿’青少年"还是中老
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及危害* 膳食结构趋向
+高能量密度,"偏离了平衡膳食的要求"势必造成
居民慢性病风险的增加*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整体医疗水平的提升"人
口老龄化也将日趋严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健康
的威胁将更为突出* 今后 !# j)# 年"是改善国民营
养健康的关键时期"应抓住机遇"适时干预"提高居
民的健康意识* 否则"不仅要影响几代人的健康素

质"也会因不堪重负的疾病负担"消耗社会经济发
展的成果* 建议政府从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
高生活水平的+民生工程,为出发点"倡导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大力推广和运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采取综合措施"科学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素质"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体的健康而不懈努力*

本次调查只选取深圳常住户口人员"但由于本
地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可达到 !m!G,"因
此调查数据有局限性"并不能代表深圳所有人群的
各类食物的摄入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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