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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中小学生饮料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乔晓芳，罗晓燕，周园园，田美娜，苗润晓，梁勇，刘长青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21）

摘 要：目的　了解河北省中小学生饮料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指导河北省中小学生饮料合理消费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河北省抽取 3 259 名中小学生，使用食物频率表对其过去 1 个

月饮料消费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河北省中小学生饮料消费率为 66. 62%（2 171/3 259），最常见消费的饮料依

次为：植物蛋白饮料（28. 60%）、碳酸饮料（24. 70%）、非 100% 果蔬汁（24. 09%）。小学生植物蛋白饮料、非 100% 果

蔬汁饮料、碳酸饮料、含乳饮料消费率均高于中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中学生茶饮料消费率高于小

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地区、学段、母亲文化程度对中小学生饮料消费

率有影响（P<0. 05）。结论　河北省中小学生饮料消费普遍，应开展针对性宣教，促使其科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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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beverage consumption statu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ebei Province

QIAO Xiaofang， LUO Xiaoyan， ZHOU Yuanyuan， TIAN Meina， MIAO Runxiao， 
LIANG Yong， LIU Changqing

（He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ebei Shijiazhuang 05002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beverage consump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guiding the reasonable consumption of beverages for middle and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Hebei Province. Methods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applied to 
sample participants， and 3 259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enrolled.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was 
employed to collect beverage consumption situation in the last month. Results　The beverage consumption rat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ebei Province was 66. 62% （2 171/3 259）.  And the most common beverages were： 
vegetable protein beverages （28. 60%）， carbonated beverages （24. 70%）， non-100% fruit and vegetable juices 
（24. 09%）.  The consumption rates of plant protein beverages， non-100% fruit and vegetable juice beverages， carbonated 
beverages， and milk-containing beverage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0. 05）； and the consumption rate of tea beverag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0. 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region， school stage and mother’s 
degree of education had an impact on the beverage consumption rat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0. 05）.
Conclusion　 The beverage consump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ebei Province is common ， and 
targeted education should be adopted to promote their scientific consumption.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everage； consumption rate； influencing factors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

升，饮料消费呈上升趋势。饮料企业为摆脱同质化

竞争不断改善口感、拓展新品，当代饮料在满足消

费者即时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与健康，因而深

受年轻消费者追捧［1］。多项研究表明，经常过量饮

用饮料（尤其含糖饮料）可增加龋齿、高血压、2 型糖

尿病、肥胖、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等慢性疾病的发生

风险［2-7］。据估计，目前我国饮料市场中含糖饮料超

过半数［8］。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选择

饮品时往往存在盲目性与偏嗜性，过多饮用含糖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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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仅影响其体格发育，还会对其一生的健康带来

不利影响。本研究通过分析河北省中小学生饮料

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掌握饮料消费特征，为各

级卫生部门和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小学生饮料

相关营养知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6—2017 年中国儿童与

乳母营养健康监测项目河北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

营养监测数据，调查对象为中小学生。采用多阶段

分 层 随 机 整 群 抽 样 和 与 人 口 成 比 的 抽 样 方 法

（PPS），2016—2017 年选取河北省 12 个区（县）为监

测点。每个监测点调查 6~17 岁儿童青少年 280
名，即在小学 1~6 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 10
个年级中各随机抽取 1 个班，每个班内随机抽取 28
人，男女各半。本调查经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伦理评审委员会审查通过［IRB2016-008，IRB（函）

2017-052］，被抽中的 6~11 岁学生由监护人签署知

情同意书，12~17 岁学生由监护人和本人签署知情

同意书。

1. 2　内容及方法

采用统一调查问卷，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入户

进行面对面调查，并做好现场质控。问卷内容包括

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年龄、性别、年级等）；过去一

个月内的饮料消费情况（是否饮用、饮用频率）。饮

料消费状况调查采用食物频率法。参照饮料通则［9］

将本研究数据中的饮料分为：100% 果蔬汁饮料、非

100% 果蔬汁饮料、碳酸饮料、茶饮料、含乳饮料、植

物蛋白饮料、功能饮料、咖啡、其他含糖饮料。但因

河北省中小学生对功能饮料、咖啡和其他含糖饮料

饮用率较低，故将三者合并为其他饮料。本研究将

过去一个月中饮用任意一种饮料一次及以上定义

为饮料消费。共发放问卷 3 3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 259 份，问卷合格率 96. 99%。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WPS 2019 和 R 4. 1. 0 进行数据整理和分

析。分类资料用频数描述，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

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逐步回归，检验水准双侧

α=0. 05， P<0. 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中小学生过去一个月饮料总消费率

中小学生过去一个月中有饮料消费史者 2 171 人，

饮料总消费率为 66. 62%（2 171/3 259）。不同性

别、地区、学段、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父母

是否外出打工、是否住校等因素与中小学生过去一

个月饮料总消费率有关（P<0. 05）。见表 1。

2. 2　中小学生对不同类别饮料的消费状况

中小学生消费率最高的前三位饮料为植物蛋

白饮料（28. 60%）、碳酸饮料（24. 70%）和非 100%
果蔬汁（24. 09%）。其中，小学生消费率最高的饮料

为植物蛋白饮料，中学生消费率最高的为茶饮料。

城市学生所有饮料种类消费率均高于农村学生，男

生碳酸饮料和 100% 果蔬汁消费率均高于女生，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详见表 2。
2. 3　中小学生饮料总消费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过去一个月饮料总的消费率做单因素分析

（表 1），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各变量赋值情况见表 3。结

果显示，女性（OR=0. 82，95%CI：0. 71~0. 95）、中学

生（OR=0. 45，95%CI：0. 39~0. 52）过去一个月喝一次

及以上饮料的可能性更低，城市地区（OR=1. 49，
95%CI：1. 27~1. 76）、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OR=
1. 36，95%CI：1. 05~1. 77）的学生过去一个月喝一次

及以上饮料的可能性更高。见表 4。

3　讨论

我国是饮料生产和销售大国，近年来中小学生

饮用饮料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中小学生正处于生

表 1　不同组别中小学生饮料消费率

Table1　The total beverage consumption rat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oups

组别

性别

地区

学段

父亲文化

程度

母亲文化

程度

父母是否

外出打工

主要

照顾人

是否住校

合计

男

女

农村

城市

小学生

中学生

高中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高中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父母均未在外打工

母亲在外打工

父亲在外打工

父母均在外打工

母亲

父亲

祖父母/外祖父母

其他

否

是

消费率/%
68.72(1 118/1 627)
64.52(1 053/1 632)
62.39(1 171/1 877)
72.36(1 000/1 382)
73.92(1 437/1 944)
55.82(734/1 315)
65.49(1 900/2 901)
75.70(271/358)
65.14(1 861/2 857)
77.11(310/402)
68.66(1 595/2 323)
59.18(29/49)
61.90(398/643)
61.07(149/244)
66.17(1 715/2 592)
73.51(111/151)
66.67(324/486)
70.00(21/30)
71.52(1 527/2 135)
57.30(644/1 124)
66.62(2 171/3 259)

χ2值

6.44

35.59

115.58

14.92

22.73

15.40

3.62

67.02

P 值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3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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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良好饮食习惯养成的重要

阶段。过多饮用含糖饮料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尤其是增加肥胖和龋齿的发生风险［10-12］，因

而控制其饮料的消费已达成社会共识。调查发现，

2016—2017 年河北省中小学生过去一个月饮料总

体消费率为 66. 62%。虽然低于 2015 年北京密云

区中小学生每周饮料消费率（80. 3%）［13］，略低于

2015—2016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含糖饮料饮用率

（73. 01%）［14］和 2016—2017 年中国中学生饮料总的

消费率（72%）［15］，但河北省中小学生饮料消费率仍

然很高。

不同类别饮料消费状况调查显示，在河北省中

小学生消费率较高的前三位饮料依次为：植物蛋白

饮料、碳酸饮料、非 100% 果蔬汁。与北京市 6~15 岁

学生［16］和山东省 6~14 岁儿童［17］消费率较高的饮料

相比，前 3 位基本一致但顺序有所不同。植物蛋白

饮料以一种或多种含有一定蛋白质的植物果实、种

子、果仁等为原料经加工或发酵制成。本项目调查

的植物蛋白饮料主要指豆奶、杏仁露、核桃露等。

研究显示，河北省小学生消费率最高的饮料为植物

蛋白饮料，推测可能原因为一是植物蛋白饮料可热

饮；二是河北省是规模较大的某品牌植物蛋白饮料

表 2　中小学生对不同类别饮料的消费状况[n(%)]
Table 2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beverage categories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n(%)]

性别

男

女

χ2值

P 值

地区

城市

农村

χ2值

P 值

学段

小学生

中学生

χ2值

P 值

合计

植物蛋白饮料

450(27.66)
482(29.53)

1.40
0.24

450(32.56)
482(25.68)

18.46
<0.01

777(39.97)
155(11.79)

305.10
  <0.01

932(28.60)

100% 果蔬汁

351(21.57)
271(16.61)

13.02
<0.01

376(27.21)
246(13.11)

102.48
  <0.01

369(18.98)
253(19.24)

0.03
0.85

622(19.09)

非 100% 果蔬汁

384(23.60)
401(24.57)

0.42
0.52

422(30.54)
363(19.34)

54.57
<0.01

670(34.47)
115(8.75)
283.77
  <0.01

785(24.09)

碳酸饮料

434(26.67)
371(22.73)

6.81
<0.01

409(29.59)
396(21.10)

30.90
<0.01

668(34.36)
137(10.42)

241.78
  <0.01

805(24.70)

茶饮料

397(24.4)
380(23.28)

0.56
0.45

368(26.63)
409(21.79)

10.26
<0.01

401(20.63)
376(28.59)

27.41
<0.01

777(23.84)

含乳饮料

350(21.51)
334(20.47)

0.54
0.46

398(28.80)
286(15.24)

88.28
<0.01

463(23.82)
221(16.81)

23.25
<0.01

684(20.99)

其他饮料

252(15.49)
214(13.11)

3.75
0.05

273(19.75)
193(10.28)

58.27
<0.01

350(18.00)
116(8.82)

53.98
<0.01

466(14.30)
表 3　变量赋值情况

Table 3　Variable assignment
变量

性别

地区

年级

父亲文化程度

母亲文化程度

父母是否外出打工

是否住校

是否消费饮料

变量赋值

男=1；女=2
农村=1；城市=2；
小学生=1；中学生=2
高中及以下=1；大专及以上=2
高中及以下=1；大专及以上=2
父母均未在外打工=1；母亲在外打工=2；父亲在外打工=3；父母均在外打工=4
否=0；是=1
否=0；是=1

表 4　中小学生饮料总消费率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4　Multiple 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total beverage consumption rate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影响因素

性别

男*

女

地区

农村*

城市

学段

小学生*

中学生

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β

-0.20

0.40

-0.80

0.31

S.E.

0.08

0.08

0.08

0.13

Wald χ2

6.76

24.07

107.89

5.37

P 值

<0.01

<0.01

<0.01

0.02

OR 值

0.82

1.49

0.45

1.36

95%CI

0.71~0.95

1.27~1.76

0.39~0.52

1.05~1.77
注：*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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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销地；三是植物蛋白饮料的宣传理念更能满足

家长对孩子聪明健康的追求。碳酸饮料是含糖饮

料的代表性饮品，经常饮用易引起肥胖，还会影响

其他营养素的摄入［18］。本次研究发现，男生碳酸饮

料消费率高于女生，与刘国聪等［19］研究一致，可能

与男生平时运动量大，习惯将碳酸饮料作为运动后

饮用水的替代品有关。

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城市地区学生、母亲文化

程度高的学生有较高的饮料消费倾向。这提示家

庭收入或学生生活费可能是影响饮料消费的一个

重要因素［20］，具有此类特征的中小学生家庭饮料购

买力强，生活中各类饮料可获得性高［21］。值得注意

的是，母亲文化程度与营养知识不成正比，因而未

能给孩子正确的饮食指导，与程祎明等［20］研究结果

一致。本研究也发现小学生较中学生饮料消费率

高，与毕小艺等［22］的结论类似，这可能与小学生自

制力差、营养意识低、课余时间多消费饮料机会多

有关。另外，男生各类饮料的饮用率高于女生。原

因可能是男生在选择消费零食时首选口感同时会

受广告宣传及同伴影响，女生在选择零食时更关注

卫生、健康、营养［23］，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注重身

材从而控制饮料的摄入［14］。

《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2018）》建议，6~12
岁学龄儿童和 13~17 岁青少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

料［24］。鉴于目前河北省中小学生饮料消费现状，需

要重点开展学生和家长饮料分类、营养价值及如何

科学消费饮料等相关营养知识教育，促使中小学生

养成健康科学消费饮料的行为，保障学生身体健康

发展。本研究样本量较大且抽样方法科学，调查过

程中质控严格，研究结果能为河北省中小学生饮料

消费指导提供一定依据。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饮料消费率调查是回顾过去一个月的消费情

况，存在回忆偏倚；同时膳食摄入存在季节特征［25］，

因此有待对不同季节的饮料的消费情况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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