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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崔玉丰 1，许丽丽 2，张柔 1，刘钟梅 1，李建文 3，闫世春 2，栾德春 1

（1.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辽宁  沈阳  110172；2.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3.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100022）

摘 要：目的　了解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状况，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多

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东北两省（黑龙江省、辽宁省）选取 6~17 岁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

象。利用非连续 3 d 24 h 膳食回顾法收集研究对象含糖饮料的消费数据，分析含糖饮料的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率为 28. 13%，全人群消费量 P75 为 66. 67 mL/d，消费人群消

费量 P50 为 166. 67 mL/d。含糖饮料消费率最高的前 3 位分别为碳酸饮料（13. 19%）、果蔬汁饮料（7. 81%）和茶饮料

（6. 73%），其中男生碳酸饮料消费率高于女生（P<0. 05），女生含乳饮料消费率高于男生（P<0. 05）。多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15~17 岁年龄组（OR=2. 71，95%CI：1. 51~4. 85，P<0. 01）、农村地区（OR=1. 82，95%CI：1. 19~2. 77，P<0. 01）、

家庭年人均收入高（OR=1. 49，95%CI：1. 02~2. 19，P<0. 05）、父母喝含糖饮料（OR=2. 28、10. 29，95%CI：1. 36~3. 84、

6. 10~17. 37，P<0. 01）的儿童青少年消费含糖饮料的可能性更高。结论　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

料消费状况尚处于较低水平，但消费人群摄入水平较高，应加强对 15~17 岁年龄组、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及有含糖

饮料消费习惯的家长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普宣教，构建支持性环境，引导儿童青少年合理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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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ugar-sweetened beverage consumption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7 years in 2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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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sugar-sweetened beverage （SSB） consumption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7 years in 2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was used，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7 years in 2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were selected.  The data of SSB consumption were collected by non-consecutive 24-hour-dietary for 3 d.  Information 
including SSB consumption rate，consump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The SSB consumption rat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7 years in 2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was 28. 13%，the P75 consumption was 66. 67 mL/d and 
the P50 consumption of the consumer group was 166. 67 mL/d.  The top three selected SSB were carbonated beverages 
（13. 19%）， fruit and vegetable juice beverages （7. 81%） and tea beverages （6. 73%）.  Among them，the consumption rate 
of carbonated beverages in boy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irls.  The consumption rate of milk beverages in girl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boys.  Log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15-17 age group （OR=2. 71， 95%CI：1. 51-

4. 85， P<0. 01），rural areas（OR=1. 82， 95%CI： 1. 19-2. 77， P<0. 01）， high household income（OR=1. 49， 95%CI： 
1. 02-2. 19， P<0. 05） and parents who drank SSB were more likely to consume SSB （OR=2. 28、10. 29， 95%CI： 1. 36-

3. 84、6. 10-17. 37， P<0. 01）. Conclusion　The consumption of SSB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7 years 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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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崔玉丰，等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was still at a low level， but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consumer group was high.  Targete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 the 15-17 age group，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rural areas 
and parents with SSB consumption habits and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should be built to guid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o 
eat reasonably.
Key words： Sugar-sweetened beverage； consumption rate； consump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含糖饮料是指在制作饮料的过程中人工添加

糖，且糖含量在 5% 以上的饮品［1］，主要包括碳酸饮

料、果蔬汁饮料、茶饮料、含乳饮料、植物蛋白饮料

等。在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和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 年）推进过程中，儿童青少年的含

糖饮料消费状况一直备受我国风险管理部门、营养

学界和业界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关注。《中国儿童含

糖饮料消费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饮料的生产量

和消费量呈上升趋势，儿童青少年消费饮料的现象

越来越普遍，且多为含糖饮料［2］。亦有多项研究指

出，过量摄入含糖饮料不仅会降低水、奶及奶制品

的饮用量，影响营养素的均衡摄入进而对生长发育

不利，并有可能增加龋齿、超重肥胖、2 型糖尿病、心

血管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风险［3-6］。

受生活习惯、地域差异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

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的消费状况不尽相同，美国

2003—2014 年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含

糖饮料的人群消费量整体处于较高水平［7］，毕小艺

等［8］报道我国中西部农村中小学生饮料消费普遍，

而目前我国东北地区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

2017—2020 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状况调查获得的

黑龙江、辽宁两省的食物消费状况数据为基础，分

析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状况及其影响

因素，明确重点消费人群和含糖饮料种类，为后续

开展糖摄入评估和有针对性的科普宣教和营养干

预等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7—2020 年中国居民食

物消费状况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

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东北两省（黑龙江省、辽宁

省）抽取 21 个县（市、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抽取

120 户，抽中的户中所有 3 岁及以上常住家庭成员

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确认为调查对象（学龄前儿童

由其父母或监护人签署）。剔除标准：（1）调查时抽

取的调查对象所在住址无人居住；（2）所在家庭拒绝

调查；（3）调查户家庭成员不在家；（4）调查对象因健

康原因不能接受调查。本研究选取调查对象中有

完整食物消费数据的 6~17 岁儿童青少年 743 人作

为研究对象。

1. 2　方法

1. 2. 1　人群分组

研究对象按照 6~8 岁、9~11 岁、12~14 岁、15~
17 岁分成 4 个年龄组；按照家庭年人均收入分为

2 万元以下、2 万元及以上；父母按照文化程度分为

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

1. 2. 2　调查内容

调查采用非连续 3 d 24 h 膳食回顾法（每个调

查对象进行 3 次 24 h 回顾调查，相邻两次调查时间

相隔至少 3 d，且 3 次调查中应包括 1 个休息日和

两个非休息日），了解研究对象各类含糖饮料的消

费状况。经培训合格的调查员按照调查方案的要

求，对住户家庭中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员进行入户面

对面询问调查（12 岁以下儿童可由家长或主要看护

人协助完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住户家庭和个人

基本信息及各类含糖饮料的消费状况等信息。调

查数据的记录与上报，全部在平板电脑端通过“中

国居民食物消费状况调查系统”完成，数据上传后

由国家、省、区县三级质控员对数据进行审核，再反

馈给调查员核实修改。

1. 2. 3　含糖饮料分类

调查数据中包括的含糖饮料有碳酸饮料、果蔬

汁饮料、茶饮料、含乳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功能饮

料、咖啡饮料和固体饮料，但因本研究对象的植物

蛋白饮料、功能饮料、咖啡饮料和固体饮料消费率

较低，故将四者合并为其他饮料。

1. 2. 4　含糖饮料消费人群及消费率

含糖饮料的消费人群定义为在非连续的 3 d 调

查时间内，喝过上述任何一种含糖饮料的调查对

象；含糖饮料的消费率为消费人群数与调查总人数

的比例。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R 4. 3. 2 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消费率的

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在年龄组间比较时，采用趋势

χ2 检验。消费量的两组间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

检验，多组间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因含糖饮

料消费量呈偏态分布，全人群消费量的中位数（P50）

为 0，故用第 75 百分位数（P75）表示，消费人群消费量

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P50（P25，P75）］表示。含糖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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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

将调查时间内是否喝过含糖饮料作为因变量，喝过

赋值为 1，未喝过赋值为 0。检验水准 α=0. 05。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本研究在 2017—2020 年东北两省开展的中国

居民食物消费状况调查中选取 6~17 岁儿童青少年

743 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 370 人（49. 80%）、

女生 373 人（50. 20%）。人群不同分组情况见表 1。

2. 2　含糖饮料的消费率

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率

为 28. 13%。其中，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率随年

龄增长呈现上升的趋势，15~17 岁年龄组最高（Z=
-3. 19，P<0. 01）；家庭年人均收入 2 万元及以上的儿

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率较高（χ2=5. 71，P<0. 05）；

父母喝含糖饮料的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率较

高（χ2=40. 07、123. 30，P<0. 01）；不同性别、城乡、父

母文化程度的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2。

2. 3　含糖饮料的消费量

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全人群含糖饮料

消费量 P75 为 66. 67 mL/d，父母喝含糖饮料的儿童

青少年全人群消费量较高（Z=5. 90、10. 95，P<0. 01）。

消费人群含糖饮料消费量 P50 为 166. 67（83. 33，
266. 67）mL/d，15~17 岁年龄组最高（χ2=20. 83，P<
0. 01），但父母是否喝含糖饮料的儿童青少年消费

人群消费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3。
2. 4　不同种类含糖饮料的消费状况

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不同种类含糖饮

料消费率分别为碳酸饮料（13. 19%）、果蔬汁饮料

（7. 81%）、茶饮料（6. 73%）、含乳饮料（2. 96%）、其

他饮料（2. 55%）。其中，男生碳酸饮料消费率高于

女生（χ2=4. 89，P<0. 05），女生含乳饮料消费率高于

男生（χ2=4. 60，P<0. 05）；15~17 岁年龄组碳酸饮料

和茶饮料消费率高于其他年龄组（χ2=8. 60、11. 22，
P<0. 05）；不同种类含糖饮料消费率在城乡、家庭收

入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4。
2. 5　含糖饮料消费的影响因素

对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

率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15~17 岁年

表 2　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率

Table 2　Consumption rate of SSB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7 years in 2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变量

性别

男生

女生

年龄（岁）

6~8
9~11
12~14
15~17

城乡

城市

农村

家庭年人均收入（万元）

<2
≥2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父亲是否喝饮料

不喝

喝

母亲是否喝饮料

不喝

喝

合计

消费率/%
29.19
27.08
22.07
26.61
31.55
38.14
27.52
29.21
24.19
32.08
26.98
29.17
29.06
25.37
27.61
32.24
23.99
54.46
20.78
73.79
28.13

X2/Z 值

0.41

-3.19*

0.24

5.71

0.41

3.33

40.07

123.30

P 值

0.522 2

0.001 4

0.622 5

0.016 9

0.813 6

0.188 9

<0.000 1

<0.000 1

注：*消费率在年龄组间比较时，采用趋势 χ2检验，为 Z 值

表 1　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n=743)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7 years in 2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n=743)

变量

性别

男生

女生

年龄（岁）

6~8
9~11
12~14
15~17

城乡

城市

农村

家庭年人均收入（万元）

<2
≥2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父亲是否喝饮料

不喝

喝

母亲是否喝饮料

不喝

喝

合计

人数

370
373
222
218
206

97
476
267
372
371
341
168
234
335
163
245
642
101
640
103
743

占比/%
49.80
50.20
29.88
29.34
27.73
13.06
64.06
35.94
50.07
49.93
45.90
22.61
31.49
45.09
21.94
32.97
86.41
13.59
86.14
13.8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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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组儿童青少年消费含糖饮料的可能性是 6~8 岁

年龄组的 2. 71 倍（95%CI：1. 51~4. 85，P<0. 01）；农

村儿童青少年消费含糖饮料的可能性是城市的

1. 82 倍（95%CI：1. 19~2. 77，P<0. 01）；家庭年人均

收入 2 万元及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消费含糖饮料的

可能性是家庭年人均收入 2 万元以下的 1. 49 倍

（95%CI：1. 02~2. 19，P<0. 05）；父亲喝含糖饮料的儿

童青少年消费含糖饮料的可能性是不喝的 2. 28 倍

（95%CI：1. 36~3. 84，P<0. 01）；母亲喝含糖饮料的儿

童青少年消费含糖饮料的可能性是不喝的 10. 29 倍

（95%CI：6. 10~17. 37，P<0. 01），见表 5。

3　讨论

含糖饮料是儿童青少年添加糖的主要来源，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9］提出“三减”，旨在减

少含糖饮料和添加糖摄入量，《中国学龄儿童膳食

指南（2022）》建议儿童青少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

料［10］。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

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率为 28. 13%，略高于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指出的儿童青

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率（25%）［11］。东北两省 6~17 岁

儿童青少年消费人群含糖饮料消费量中位数为

166. 67 mL/d，刘玉洁等［12］研究显示，我国市售饮料

中糖含量均值为 8. 4 g/100 mL，推算得出消费人群

通过含糖饮料摄入的添加糖在 14 g 左右，而《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2022）》［1］建议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

不超过 50 g，最好控制在 25 g 以下，显然，消费人群

通过含糖饮料摄入的添加糖处于较高水平。

从含糖饮料消费种类来看，东北两省 6~17 岁

儿童青少年消费率最高的前 3 位含糖饮料依次为

碳酸饮料、果蔬汁饮料和茶饮料，与河北省中小学

生（植物蛋白饮料、碳酸饮料、果蔬汁饮料）［13］、浙江

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14］（碳酸饮料、含乳饮料、其他

饮料）消费率较高的前 3 位含糖饮料不完全一致，由

于碳酸饮料（9. 2 g/100 mL）、果蔬汁饮料（10. 6 g/
100 mL）糖含量较高［12］，因此在引导儿童青少年合理

消费饮料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选择此类含糖饮料，

尽量选择含糖量较低的饮品。此外，本研究发现，

男生碳酸饮料消费率高于女生，并随年龄增长呈现

升高的趋势，15~17 岁年龄组最高，与刘飒娜等［15］研

究结果相似，可能是由于碳酸饮料更符合男生口味，

加上各种媒体宣传，深受青年男性认可。而女生选

表 3　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量

Table 3　Consumption of SSB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7 years in 2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变量

性别

男生

女生

年龄（岁）

6~8
9~11
12~14
15~17

城乡

城市

农村

家庭年人均收入（万元）

<2
≥2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父亲是否喝饮料

不喝

喝

母亲是否喝饮料

不喝

喝

合计

全人群

P75/(mL/d)

66.67
33.33

0.00
33.33
83.33

166.67
66.67
66.67

0.00
80.00
66.67
66.67
66.67
13.33
50.00
83.33

0.00
150.00

0.00
200.00

66.67

Z/χ2值

0.90*

15.80**

0.24*

2.40*

0.75**

3.65**

5.90*

10.95*

P 值

0.365 5

0.001 2

0.81

0.016 4

0.687 7

0.161 4

<0.000 1

<0.000 1

消费人群

P50(P25，P75)/(mL/d)

166.67(100.00，287.50)
160.00(66.67，233.33)
150.00(66.67，200.00)
126.67(66.67，183.33)
166.67(100.00，233.33)
251.67(166.67，400.00)
166.67(83.33，316.67)
166.67(83.33，200.00)
166.67(83.33，210.00)
166.67(83.33，300.00)
166.67(83.33，196.67)
175.00(100.00，333.33)
163.33(81.67，275.83)
166.67(83.33，251.67)
150.00(83.33，183.33)
166.67(83.33，333.33)
166.67(83.33，275.00)
133.33(80.00，213.33)
166.67(83.33，233.33)
163.33(83.33，290.33)
166.67(83.33，266.67)

Z/χ2值

-1.47*

20.83**

-1.30*

-0.29*

3.00**

1.66**

-1.31*

0.21*

P 值

0.140 4

0.000 1

0.19

0.770 1

0.223 1

0.436 4

0.190 9 

0.836 4

注：*两组间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为 Z 值。**多组间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检验，为 χ2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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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含乳饮料的比例高于男生，可能因为女生有爱美

的心态，对身材的要求更高，因此选择糖含量相对较

低的含乳饮料（6. 3 g/100 mL），与毕小艺等［8］研究结

果一致，抑或是对含乳饮料的成分不十分清楚，未

能区分含乳饮料和乳制品，因而将含乳饮料代替乳

制品饮用［16］。

多种因素可影响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的消费，

本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是否消费含糖饮料与年

龄、城乡、家庭经济水平和家长是否有含糖饮料消

费行为有关，与丁彩翠等［17］报道的我国 4 城市中小

学生饮料消费影响因素相似。原因可能是相较于

其他年龄组，15~17 岁青少年处在快速发育的时期，

对饮料消费的需求量增大，同时与该群体饮食习惯

和独立的消费意识有关，潘峰等［18］的研究结果也验

证了这一点。而农村地区居民营养健康知识存在

一定程度的缺乏［19］，因此这部分人群无论是儿童或

其家长，可能对含糖饮料的认识不十分清楚。家庭

年人均收入 2 万元及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消费含糖

饮料的可能性更高，可能与购买力有关，相较于低

收入家庭，选择性更多，更容易购买到品类繁多的

饮料，与汪云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显示，

家长（尤其是母亲）喝含糖饮料的儿童青少年消费

含糖饮料的可能性更高，分析其可能原因，一是增

加了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的可获得性，二是向其传

递了不健康饮食的信息，社会生态模型研究发现，

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与个人、家庭及社会等因

素有关［21］，提示从家庭和父母的角度进行干预可能

比针对个人和社会因素更有效［22］。

综上，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

饮料消费现况不容乐观，应对重点消费人群开展有

针对性的科普宣教及制定相关干预措施。一是加

强 15~17 岁年龄组、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

分类、营养价值等相关营养知识教育，并考虑性别

差异；二是提高父母营养知识素养，改善家庭含糖

饮料环境，通过“言传身教”“言行一致”等实际行动

为子女树立榜样，指导子女合理选择饮料；三是建

议相关部门参照有关规定加强对学校和周围环境

的管控，禁止张贴含糖饮料广告，杜绝各种形式的

宣传和推销，以减少儿童青少年对于含糖饮料的接

触，共同构建支持性环境，引导儿童青少年合理膳

食，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同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

表 5　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影响

因素的回归分析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SB 
consumption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7 years in 

2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变量

性别

男生*

女生

年龄（岁）

6~8*

9~11
12~14
15~17

城乡

城市*

农村

家庭年人均

收入（万元）

<2*

≥2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父亲是否喝饮料

否*

是

母亲是否喝饮料

否*

是

β

0.00

-0.18
0.17
0.50

0.30

0.20

0.08
-0.28

-0.04
0.33

0.41

1.17

S.E.

0.09

0.16
0.15
0.19

0.11

0.10

0.16
0.19

0.17
0.19

0.13

0.13

Wald χ2

0.00

1.26
1.25
6.92

7.63

4.13

0.26
2.15

0.06
3.16

9.67

76.25

P 值

0.974 6

0.261 8
0.263 1
0.008 5

0.005 7

0.042 0

0.609 5
0.142 8

0.814 5
0.075 6

0.001 9

<0.000 1

OR 值

0.99

1.38
1.95
2.71

1.82

1.49

0.89
0.62

1.29
1.86

2.28

10.29

95%CI

(0.69~1.43)

(0.84~2.26)
(1.19~3.17)
(1.51~4.85)

(1.19~2.77)

(1.02~2.19)

(0.51~1.58)
(0.32~1.20)

(0.72~2.31)
(0.97~3.56)

(1.36~3.84)

(6.10~17.37)
注：*为参照组

表 4　中国东北两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不同种类含糖饮料

消费状况

Table 4　Consump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SSB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17 years in 2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变量

性别

男生

女生

χ2值
P 值

年龄（岁）

6~8
9~11
12~14
15~17
χ2值
P 值

城乡

城市

农村

χ2值
P 值

家庭年人均

收入（万元）

<2
≥2
χ2值
P 值

合计

碳酸饮料

/%
15.95
10.46

4.89
0.027 0
9.01

11.93
16.02
19.59

8.60
0.035 1

13.45
12.73

0.08
0.783 4

11.83
14.56

1.21
0.272 0

13.19

果蔬汁

饮料/%
7.30
8.31
0.27
0.606 6
5.41
8.72

10.19
6.19
4.01
0.259 9
7.98
7.49
0.06
0.810 2

5.91
9.70
3.71
0.054 2
7.81

茶饮料

/%
7.03
6.43
0.10
0.747 1
4.50
6.42
5.83

14.43
11.22
0.010 6
6.93
6.37
0.09
0.767 7

5.65
7.82
1.40
0.237 5
6.73

含乳饮料

/%
1.62
4.29
4.60
0.031 9
3.15
3.67
2.91
1.03
2.06
0.561 0
2.10
4.49
3.41
0.064 8

2.15
3.77
1.70
0.191 9
2.96

其他

饮料/%
2.70
2.41
0.06
0.802 4
3.15
1.38
1.94
5.15
4.14
0.247 0
2.31
2.98
0.32
0.570 2

2.69
2.43
0.05
0.820 8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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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横断面调查，不能验证因果关系；其次，采用 3 d 
24 h 膳食回顾法收集的数据只能反映调查期间的

情况，对于消费频率不是特别高的食物来说，会低估

其消费率。此外，儿童青少年糖摄入评估及如何高

效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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