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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贫困农村中小学生早餐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李菁菁，彭飞，戴诗玙，刘爽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目的　了解 2019 年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开展农村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湖北省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

2 个重点监测县中，按照学校食堂供餐、企业（单位）供餐和家庭（个人）供餐 3 种供餐模式，从每个县抽取小学、初中

各 2 所，再从中抽取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共 7 个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选取 1~2 个班，每个班 40 人左右，进

行问卷调查。结果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每天吃早餐的比例为 79. 7%（1 273/1 598），小学生（83. 9%，

841/1 002）高于初中生（72. 5%，432/5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9. 860，P<0. 01）。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物种

类充足的比例为 18. 8%（301/1 598），小学生（21. 4%，214/1 002）高于初中生（14. 6%，87/596），男生（21. 3%，170/
800）高于女生（16. 4%，131/79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1. 171，P<0. 01；χ2=6. 106，P<0. 05）。贫困地区中小学

生早餐食用谷薯类、肉蛋类、奶豆类和果蔬类的比例分别为 89. 9%（1 436/1 598）、35. 4%（565/1 598）、28. 0%（448/
1 598）和 29. 7%（475/1 598），小学生早餐食用谷薯类和肉蛋类的比例均低于初中生，食用奶豆类和果蔬类的比例均

高于初中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32. 808、15. 405、19. 241 和 40. 400，P 均<0. 01）。多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走读生、女生、初中生早餐食物种类不充足的发生风险分别高于住校生、男生、小学生。结论　湖北省农村贫

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用频率较低，早餐营养质量较差，尤其需要关注走读生、女生和初中生早餐营养问题。应加

强早餐营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改善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用频率低、质量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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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fast behavior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poor 
rural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LI Jingjing， PENG Fei， DAI Shiyu， LIU Shuang
（Hubei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ubei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reakfast behavior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poor rural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carrying out nutrition improvement plan for 
rural students in 2019.  Methods　 Based on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2 primary and 2 secondary 
school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3 food supply modes （school， outsource， and family） in 2 key monitoring counties of Hubei 
Province covered by nutrition improvement program for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students.  One class with around 40 
students were randomly extracted from each Grade from Grade 3 to Grade 9.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breakfast 
behavior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having 
breakfast every day was 79. 7% （1 273/1 598）， and it was higher in the primarystudents than in the secondary students 
（83. 9%，841/1 002 vs.  72. 5%，432/596， P<0. 01）.  The proportion of breakfast food reaching 3 kinds or more was only 
18. 8% （301/1 598）， it was higher in the primary students than in the secondary students （21. 4%，214/1 002 vs.  14. 6%，

87/596， P<0. 01）， and it was higher in the boys than in the girls （21. 3%，170/800 vs.  16. 4%，131/798， P<0. 05）.  The 
propor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who consumed cereals and potato， meat and eggs， milk and bean， fruit and 
vegetables was respectively 89. 9% （1 436/1 598）， 35. 4% （565/1 598）， 28. 0% （448/1 598） and 29. 7% （475/1 598）.  
The proportion of breakfast having cereals and potato， meat and eggs in primary students was less than that in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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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χ2=32. 808 and 15. 405， P<0. 01）； and the proportion of breakfast having milk and bean， fruit and vegetables 
in primary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secondary students （χ2=19. 241 and 40. 400， P<0. 01）.  The results of multi-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day students， girls and primary students had a higher risk of insufficient breakfast food 
categories than resident students， boys and primary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breakfast consumption rat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in poor rural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wa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nutrition quality of breakfast was 
poor， especially for day students， girls and primary stud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breakfast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in poor areas.
Key words： Poor are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reakfast behaviors

儿童和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需

要充足的营养来满足生长发育的需求。因此，2011 年

国务院在全国 22 个省 699 个贫困县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湖北省在实施营养改善

计划过程中发现，2015—2017 年湖北省计划实施地

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用频率及质量呈下降趋势。早

餐作为一天中的第一餐，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对

儿童青少年的发育有着其他餐次无法替代的作

用［1］。不吃早餐或早餐质量较差不仅影响儿童青少

年的生长发育，还影响其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2-3］。

研究表明，我国中小学生普遍存在早餐食用频率

低、营养质量差及膳食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农村地

区尤为严重［4-5］。本文基于 2019 年湖北省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贫困县中的 2 个重点

监测县监测数据，对湖北省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地区

学生早餐现状进行分析，为下一步制定改善措施提

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湖北省实施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恩施市和罗田县

2 个重点监测县，按照学校食堂供餐、企业（单位）供

餐和家庭（个人）供餐 3 种供餐模式，各随机抽取

2 所小学和 2 所初中，共 8 所中小学作为监测学校。

再以年级（教学班）为单位，随机抽取小学三年级至

初中三年级（共 7 个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随机抽

取 1~2 个教学班，保证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均达到

40 人左右，男女生基本各半。调查学生共 1 598 人。

所有调查对象的监护人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 2　方法

1. 2. 1　调查方法

2019 年 4~8 月，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学生年级、性别、

是否寄宿、是否留守儿童等基本信息以及“你每周

有几天吃早餐”、“你昨天的早餐有下面哪些食物”

等早餐食用情况信息。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

的调查员发给被调查学生当场填写并收回，如发现

错误或漏填，当场进行更正和修改。本次共收回有

效问卷 1 598 份，应答率 100%。

1. 2. 2　评价标准

依据《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16）》［6］和《学

生餐营养指南》（WS/T554—2017）［7］，食物种类充足

的早餐至少应包括谷薯类、肉蛋类、奶豆类、果蔬类

4 类食物中的 3 类及以上。谷薯类包括馒头、粥、米

饭、米粉、面条、红薯等；鱼禽肉蛋类包括猪肉、牛

肉、鸡肉、鱼、虾、鸡蛋等；奶豆类包括牛奶、酸奶等

奶类和豆腐、豆浆等豆类；果蔬类包括西红柿、黄

瓜、菠菜等新鲜蔬菜和苹果、梨等水果。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一编制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健康

状况监测评估系统”对调查问卷进行录入和上报，

应用 SPSS22.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每天早餐是否食物种类充足（否=0；是=
1）为因变量，以是否为留守儿童、寄宿类型、性别、

年级和是否每天吃零食≥1 次 5 个因素为自变量纳

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探讨农村贫

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物种类是否充足与相关因

素的关系。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参加调查的学生共 1 598 人，其中小学生 1 002
人，占 62. 7%（1 002/1 598），初中生 596 人，占 37. 3%
（596/1 598）；男生 800 人，占 50. 1%（800/1 598），

女生 798 人，占 49. 9%（798/1 598）；留守儿童 948 人，

占 59. 3%（948/1 598），非留守儿童 650 人，占 40. 7%
（650/1 598）；住校生 820 人，占 51. 3%（820/1 598），

走读生 778 人，占 48. 7%（778/1 598）。年龄范围

8~17 岁，平均年龄（11. 7±2. 1）岁。

2. 2　早餐食用频率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从不吃早餐、每

周 1~2 d 吃早餐、每周 3~4 d 吃早餐、每周 5~6 d 吃

早餐和每天吃早餐的比例分别为 1. 5%（24/1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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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53/1 598）、6. 6%（106/1 598）、8. 9%（142/
1 598）和 79. 7%（1273/1 598）。其中，小学生与初中

生、住校生与走读生早餐食用频率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 值分别为 49. 860 和 28. 296，P 均<0. 01）；

男生与女生、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零食食用频

率每天≥1 次与每天<1 次的学生早餐食用频率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 5. 798、2. 159 和 3. 223，
P 均>0. 05）。结果见表 1。

2. 3　早餐质量及食物类别情况

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物种类充足的比例

为 18. 8%（301/1 598）。其中，小学生早餐食物种类

充 足 的 比 例 为 21. 4%（214/1 002），高 于 初 中 生

（14. 6%，87/5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 171，
P<0. 01）；男生早餐食物种类充足的比例为 21. 3%
（170/800），高于女生（16. 4%，131/798），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6. 106，P<0. 05）。留守儿童与非留守

儿童、住校生与走读生、零食食用频率每天≥1 次与

每天<1 次的学生早餐食物种类是否充足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2. 623、1. 493 和 0. 003，P

均>0. 05）。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用谷薯类、肉

蛋类、奶豆类和果蔬类的比例分别为 89. 9%（1 436/
1 598）、35. 4%（565/1 598）、28. 0%（448/1 598）和

29. 7%（475/1598）。其中，小学生早餐食用谷薯类

和肉蛋类的比例均低于初中生，食用奶豆类和果蔬

类的比例均高于初中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

分别为 32. 808、15. 405、19. 241 和 40. 400，P 均 <

0. 01）。男生早餐食用肉蛋类的比例高于女生，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 953，P<0. 01），男生与女生

在早餐食用谷薯类、奶豆类和果蔬类食物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1. 308、0. 065 和 3. 146，
P 均>0. 05）。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早餐食用食

物 类 别 方 面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χ2 值 分 别 为

0. 239、1. 864、0. 040 和 0. 837，P 均>0. 05）。住校生

早餐食用谷薯类和肉蛋类的比例高于走读生，食用

奶豆类的比例低于走读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28. 383、15. 064 和 29. 673，P 均<0. 01）；

在食用果蔬类食物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 286，P>0. 05）。零食食用频率每天≥1 次的学生

早餐食用奶豆类的比例低于零食食用频率每天<1
次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 919，P<0. 05）；在

食用谷薯类、肉蛋类和果蔬类食物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0. 974、0. 117 和 0. 009，P 均>
0. 05）。结果见表 2、表 3。

表 1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频率比较[n/N(%)]
Table 1　Comparison of breakfast frequency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rural poor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n/N(%)]
组别

年级

性别

是否留守儿童

寄宿类型

零食食用频率

合计

小学

初中

男

女

是

否

住校生

走读生

每天≥1 次

每天<1 次

每周食用早餐频率

从不吃

19/1 002（1.9）
5/596（0.8）

11/800（1.4）
13/798（1.6）
14/948（1.5）
10/650（1.5）

8/820（1.0）
16/778（2.1）

8/549（1.5）
16/1 049（1.5）
24/1 598（1.5）

每周 1~2 天

35/1 002（3.5）
18/596（3.0）
27/800（3.4）
26/798（3.3）
27/948（2.8）
26/650（4.0）
20/820（2.4）
33/778（4.2）
15/549（2.7）

38/1 049（3.6）
53/1 598（3.3）

每周 3~4 天

47/1 002（4.7）
59/596（9.9）
43/800（5.4）
63/798（7.9）
66/948（7.0）
40/650（6.2）
68/820（8.3）
38/778（4.9）
40/549（7.3）

66/1 049（6.3）
106/1 598（6.6）

每周 5~6 天

60/1 002（6.0）
82/596（13.8）
79/800（9.9）
63/798（7.9）
87/948（9.2）
55/650（8.5）
94/820（11.5）
48/778（6.2）
56/549（10.2）

86/1 049（8.2）
142/1 598（8.9）

每天吃

841/1 002（83.9）
432/596（72.5）
640/800（80.0）
633/798（79.3）
754/948（79.5）
519/650（79.8）
630/820（76.8）
643/778（82.6）
430/549（78.3）

843/1 049（80.4）
1 273/1 598（79.7）

χ2值

49.860
5.798
2.159

28.296
3.223

P 值

0.000
0.125
0.707
0.000
0.521

表 2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质量比较[n/N(%)]
Table 2　Comparison of breakfast quality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rural poor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n/N(%)]
组别

年级

性别

是否留守儿童

寄宿类型

零食食用频率

合计

小学

初中

男

女

是

否

住校生

走读生

每天≥1 次

每天<1 次

早餐质量

食物种类充足

214/1 002（21.4）
87/596（14.6）

170/800（21.3）
131/798（16.4）
191/948（20.1）
110/650（16.9）
164/820（20.0）
137/778（17.6）
103/549（18.8）
198/1 049（18.9）
301/1 598（18.8）

食物种类不足

788/1 002（78.6）
509/596（85.4）
630/800（78.8）
667/798（83.6）
757/948（79.9）
540/650（83.1）
656/820（80.0）
641/778（82.4）
446/549（81.2）
851/1049（81.1）

1 297/1 598（81.2）

χ2值

11.171
6.106
2.623
1.493
0.003

P 值

0.001
0.013
0.105
0.222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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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每天早餐是否食物种类充

足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每天早餐食物种类是否充足为因变量（是=
1；否=0），以是否为留守儿童、寄宿类型、性别、年级

和是否每天吃零食 ≥1 次 5 个因素为自变量纳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走读

生、女生、初中生早餐食物种类不充足的发生风险

相 对 较 高（OR=0. 653，95%CI：0. 491~0. 869；OR=
0. 734，95%CI：0. 569~0. 947；OR=0. 516，95%CI：

0. 379~0. 701；P 均<0. 05）。结果见表 4、表 5。

3　讨论

每天吃早餐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促进健康

的行为，可改善学生认知能力、记忆力、学习成绩和

出勤［8］。本调查结果显示，2019 年湖北省农村贫困

地区中小学生每天吃早餐的比例为 79. 7%（1 273/
1 598），高于吉林省 2017 年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

每天吃早餐的比例 65. 92%［9］，低于 2010—2012 年

全国农村贫困地区 6~17 岁学龄儿童每天吃早餐的

比例 88. 8%［10］，与 2017 年山东省城市中小学生每

天吃早餐的比例 79. 29%［11］基本持平。2015—2017
年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每天吃早餐的比

例分别为 64. 9%、65. 4% 和 57. 8%，2019 年中小学

生每天吃早餐的比例虽较往年有所提高，但早餐食

用频率仍较低。调查还发现，小学生每天吃早餐的

比 例（83. 9%，841/1002）高于初中生（72. 5%，432/
596），与段军伟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小学

生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大多数父母会为孩子准备早

餐有关［13］。

早餐营养质量的好坏不仅会影响中小学生体

表 5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物种类是否充

足的多因素分析（n=1 598）
Table 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sufficiency of 

breakfast food categories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rural poor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n=1 598）

影响因素

留守儿童

是

否*

寄宿类型

住校生

走读生*

性别

男

女*

年级

小学

初中*

每天吃零食≥1 次

是

否*

β

0.142

0.426

0.309

-0.662

0.060

S.E.

0.135

0.146

0.130

0.157

0.137

Waldχ2

1.099

8.577

5.662

17.874

0.194

P 值

0.295

0.003

0.017

0.000

0.660

OR 值

0.868

0.653

0.734

0.516

1.062

95%CI

0.666~1.131

0.491~0.869

0.569~0.947

0.379~0.701

0.812~1.391

注：*为对照组

表 3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物种类比较[n/N(%)]
Table 3　Comparison of breakfast food categories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rural poor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n/N(%)]
组别

年级

性别

是否留守
儿童

寄宿类型

零食食用
频率

合计

小学

初中

χ2值
P 值

男

女

χ2值
P 值

是

否

χ2值
P 值

住校生

走读生

χ2值
P 值

每天≥1 次

每天<1 次

χ2值
P 值

食物种类

谷薯类

867/1 002（86.5）
569/596（95.5）

32.808
<0.001

712/800（89.0）
724/798（90.7）

1.308
0.253

849/948（89.6）
587/650（90.3）

0.239
0.625

769/820（93.8）
667/778（85.7）

28.383
<0.001

499/549（90.9）
937/1 049（89.3）

0.974
0.324

1 436/1 598（89.9）

肉蛋类

318/1 002（31.7）
247/596（41.4）

15.405
<0.001

313/800（39.1）
252/798（31.6）

9.953
0.002

348/948（36.7）
217650（33.4）

1.864
0.172

327/820（39.9）
238/778（30.6）

15.064
<0.001

191/549（34.8）
374/1 049（35.7）

0.117
0.732

565/1 598（35.4）

奶豆类

319/1 002（31.8）
129/596（21.6）

19.241
<0.001

222/800（27.8）
226/798（28.3）

0.065
0.799

264/948（27.8）
184/650（28.3）

0.040
0.841

181/820（22.1）
267/778（34.3）

29.673
<0.001

135/549（24.6）
313/1 049（29.8）

4.919
0.027

448/1 598（28.0）

果蔬类

354/1 002（35.3）
121/596（20.3）

40.400
<0.001

254/800（31.8）
221/798（27.7）

3.146
0.076

290/948（30.6）
185/650（28.5）

0.837
0.360

234/820（28.5）
241/778（31.0）

1.138
0.286

164/549（29.9）
311/1 049（29.6）

0.009
0.925

475/1 598（29.7）

表 4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编码及变量赋值

Table 4　Assignment of encoding and variable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编码

Y
X1X2X3X4X5

变量

早餐食物种类是否充足

留守儿童

寄宿类型

性别

年级

每天吃零食≥1 次

赋值

是=1；否=0
是=1；否=2

住校生=1；走读生=2
男=1；女=2

小学=1；初中=2
是=1；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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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智力发育，而且对其罹患肥胖、糖尿病、高血压

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也有影响［14-16］。《中国学龄儿童

膳食指南（2016）》建议［6］，早餐至少应包括谷薯类、

肉蛋类、奶豆类、果蔬类中 3 类及以上食物才能保

证营养充足，满足学生整个上午学习和工作效率。

本调查结果显示，2019 年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

学生早餐营养质量较差，仅 18. 8%（301/1598）的中

小学生早餐食物种类充足，低于李荔等［17］对 2010~
2012 年中国 6~17 岁学龄儿童早餐食物种类调查的

结果（29. 6%），低于 2019 年贵州某农村贫困地区中

小学生早餐营养充足和营养良好的比例（21. 04%
和 7. 09%）［18］。2015~2017 年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

中小学生早餐食物种类充足的比例分别为 32. 4%、

34. 9% 和 28. 1%，2019 年中小学生早餐食物种类充

足的比例较往年进一步降低，需引起重视。调查还

发现，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以食用谷薯类食物为

主，食用比例达到 89. 9%（1 436/1 598）；而肉蛋类、

奶豆类和果蔬类食用较少，食用比例仅 30% 左右，

与张倩［19］等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贫困地区中

小学生及家长营养知识匮乏、食物有限、不会合理

搭配早餐有关［20］。

分析影响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是否食物种

类充足的因素发现，走读生早餐食物种类充足的比

例低于住宿生，与徐海泉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

可能与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地区学校加强对寄宿生

的管理以及食堂供餐情况较好有关。另外，女生早

餐食物种类充足的比例低于男生，这可能与女生普

遍存在偏食、挑食及节食减肥等不良饮食行为有

关，也可能与农村地区更关注男生有关。同时，本

调查还发现初中生早餐食物种类充足的比例低于

小学生，与魏霞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初

中生自主性较强，对早餐有一定的选择性，家长对

其衣食方面关注减少有关［22］。有研究发现，每天吃

零食≥1 次会降低农村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每天早餐

营养充足的比例［23］，本调查未发现每天吃零食≥1 次

对贫困地区中小学早餐营养质量有影响，这可能与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地区中小学生每天吃零食的比

例不高有关［24］。

本调查尚存在不足之处。本文是基于湖北省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贫困县中 2
个重点监测县数据进行分析，样本具有局限性。另

外，早餐质量好坏不仅与食物种类有关，还与食物

数量及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所占全天的比例有

关。本调查未对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物摄入

量进行调查，因而不能全面评价中小学生早餐质量

好坏。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

食用频率较低、营养质量较差，尤其需要关注走读

生、女生和初中生早餐营养问题。早餐质量关系到

学生健康状况，而学生时期不吃早餐的习惯很可能

持续到成人时期。因此，建议加强对农村贫困地区

学生和家长早餐相关营养知识教育，提高中小学生

和家长合理搭配早餐的能力，引导学生和家长形成

每天吃早餐、早餐食物多样化的科学早餐行为；提

高学校管理人员对早餐重要性的认识，为食堂配备

专（兼）职营养指导人员，指导食堂工作人员合理搭

配食物，保证早餐营养。改善中小学生早餐质量，

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参与和努力，养成健康

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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