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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 年北京市顺义区居民膳食营养摄入状况调查

陈东宛’!李勇’!李永进)

!’Y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Y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摘&要!目的&调查 )(’’ 年北京市顺义区居民膳食营养摄入状况$ 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按全区经

济发展程度和地理位置分为城区%经济发达农村%经济欠发达农村三层$ 每层随机选取两个社区或乡村!在每个社

区或乡村随机选取 #,+ 户 ’ .,’ 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每个调查户所有成员食物消费%营养素摄入以及营养素的食

物来源情况$ 结果&顺义区居民谷类%豆类%蛋类%蔬菜摄入较合理!水果%奶类和鱼虾类食物摄入偏低!分别为建

议摄入量的 %(-%’.-和 ’+-$ 肉类%油和盐的摄入量偏高!分别超出推荐值的 )-%$$-和 .$-$ 能量摄入下降

趋势明显!维生素 3%!’ %!) %钙的摄入量占推荐摄入量 "06I#的百分比偏低!分别为 .)1+-%,#1+-%%.1’-和
%(-!脂肪供能比偏高!蛋白质质量有待提高$ 结论&北京市顺义区居民部分营养素摄入不足!需优化膳食结构$

关键词!营养调查& 膳食结构& 食物来源& 营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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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合理的膳食营养摄入是维持人的生命和
健康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国民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状
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 因此"各国通
过一系列营养保健工作制度的制定"对国民营养和
健康进行监测"并采取相应的营养干预措施"这也
是一些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公共营养策略) 美国

卫生部于 ’^.# 年开设和实施综合性儿童保健营养
干预项目#日本自 ’^%) 年起"每年进行膳食调查"每
% 年进行人体营养状况调查并据此修订营养需要量
标准"每 ’( 年进行营养相关疾病调查 ’’( ) 我国于
’^%^ 年*’^$) 年*’^^) 年和 )(() 年分别开展了四
次全国性营养调查工作"旨在了解不同地区*年龄
和性别人群的能量和营养素摄取情况#了解与能量
和营养素摄入不足*过剩等有关营养问题的分布和
严重程度#探索营养相关疾病病因和干预策略#预
测膳食结构变迁及其发展趋势#提供权威性营养与
健康数据#为国家或地区制定营养政策提供信息)

近 ’( 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改变"居
民膳食结构和健康状况也相应变化"因此")(’(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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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中国建立了国家营养监测制度"对居民的膳食*
营养及慢性病进行动态监测"这些举措对于了解和
改善公众的营养与健康状况意义重大) )(’’ 年由
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组织了第五次.中国居民
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顺义区作为北京市选取的
两个调查点之一) 通过该地区的调查"为科学评价
当前居民的膳食营养摄入现状"为制定营养干预相
关政策和疾病防治措施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于 )(’’ 年 ^ c’’ 月间进行"调查采用
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按全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地理位
置分为城区*经济发达农村*经济欠发达农村三层"
每层随机抽取 ’ 个街道办$镇%"每个街道办$镇%随
机抽取两个社区$村%) 每个社区$村%随机选取调
查户) 在取得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抽中调查户中
的所有成员进行入户调查)

本次调查对象为年龄在 ’) 个月以上"顺义区常
住户籍居民"同时对调查对象进行知情同意后开始

调查) 样本计算公式采用 1 o
/#

))$’ j)%
%)

"其中 #

取 (1(’"%为 )-#根据 )((^ 年北京市糖尿病的患病
率水平")取 $1,-) 根据上述参数取值"计算样本
1 o’ +($ 人) 实际调查涉及全区 #,+ 户 ’ .,’ 人"其
中 男 性 $%+ 人"女性 ^($ 人#城区 ,%$ 人"农村
’ ’(+ 人) 城区人群分别来自建新北区第一社区和怡
馨家园第二社区"两社区户籍人口分别为 + )(+ 人和
+ ^,% 人"从中各抽取 +,+ 人和 )^% 人作为调查对象"

抽样比例分别为 ’’1+-*.1#-) 农村人群来自马坡
镇的马卷村和衙门村"以及张镇的西营村和驻马庄"

户籍人口分别为 ’ #^#*’ $+)*#(’ 和 ’ ’#^ 人) 从中
分别抽取马卷村 )%) 人*衙门村 )$’ 人*西营村
),% 人和驻马庄 +(% 人组成农村组调查对象"抽样比
例分别为 ’,1̂-*’%1+-*,,1’-和 ),1%-)
’1)&调查方法
’1)1’&调查内容

在所有调查点采用称重法连续 + / 收集调味品
和$或%食物消费量"记录用餐人日数) 按居民年
龄*性别*生理状况以及劳动强度"折算为平均每标
准人日食物"查阅食物成分表 )(() 版 ’)( *)((# 版 ’+(

计算其能量及各种营养素的摄入量)
’1)1)&质量控制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制定质量控制考核方案"

对监测点开展现场调查能力*实验室检测能力验

证*比对及考核)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食品安全所组织相应的培训工作"对相关人员进行
现场调查方法*检测等技术培训) 各级监测项目组
负责组织相应现场工作的检查与督导)
’1+&数据整理及统计分析

调查表经过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初审*复
审后上交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由北京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 O;9UMPV9CN"软件进行统一录
入"录入时发现调查表中的缺项*错项或逻辑等错
误退回进行修正后重新录入"以保证调查结果真
实*可信) 同时在样本足够的基础上"对无法进行
修复和核实的数据进行删除) 调查数据采用 OZOO
’+1(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营养素摄入情况"依据食
物成分表 )(() 版 ’)( * )((# 版 ’+( 相关内容"通过
8XVMF计算得到)

)&结果
)1’&食物消费情况

)(’’ 年顺义区居民谷类*豆类*蛋类*蔬菜摄入
量达到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推荐摄入量"但谷类和蔬菜
摄入水平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蔬菜摄入量仅略高
于膳食宝塔推荐摄入量下限) 水果*奶类*水产品摄
入量明显不足"水果摄入量不到每标准人日建议摄入
量的 %(-"奶类和水产品与推荐值差距更远"仅相当
于推荐值的 ’.-和 ’+-) 而肉类*食用油和盐则摄
入过高"分别超出推荐值的 )-*$$-和 .$-) )(’’
年顺义区人均每日各类食物消耗与区内 )(() 年调查
情况比较发现"除豆类*水果和奶类消耗增加外"其余
各类食品均消耗降低"其中水产品和薯类降低最多分
别为 %’1̂-和 %(1%-) 豆类和奶类消耗增加最多"
分别为 )$$1+-和 ’%^1%-"见表 ’)

表 ’&顺义区居民主要食物摄入量变化趋势$G‘标准人日%

*CJFM’&*:MN@@/ V@EQ;SW"<@E @N9MQ</ME"Q<E O:;EP<b<Q"9<V"

食物类别 ’^$^ )(() )(’’

粮谷 #,%1+ +^’1+ +,(1.

薯类 ! %+1+ ),1#

豆及豆制品 )(1) ’%1# %^1$

蔬菜 %’^1+ #+(1) +(^1%

水果 $+1. .’1% ’)%1’

畜禽肉 %^1’ ’(,1) .,1)

奶及奶制品 )1# ’^1% %(1,

蛋类 +)1) %)1$ #(1)

鱼虾类 %1# )’1( ’(1’

食用油 +,1, %%1’ #,1̂

食盐 ’#1% ’#1) ’(1.

注&标准人为 ’$ 岁轻体力活动男子# !表示未检测#表内 ’^$^ 年*
)(() 年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 年顺义区城乡居民膳食摄入情况比较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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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城市与农村对谷类*豆类*蔬菜*水果和水产品
的摄入量相当) 但在肉*蛋*奶几类食品城市居民
摄入量明显高过农村"其中分别增加 +(1.-*
#)1%-和 )^^1)-) 农村人群在食用油和盐的消耗
超过城市"分别增加 )^1+-和 ,#-"见表 ))

表 )&)(’’ 年顺义区城乡居民食物摄入量比较$G‘标准人日%

*CJFM)&*:MN@@/ V@EQ;SW"<@E JP;9JCE CE/ 9;9CFW@W;FC"<@E

<E O:;EP<b<Q"9<V"<E )(’’
食物类别 城市 农村
米及其制品 ’),1) ’’+1+
面及其制品 ’$’1( )#^1+
其他谷类 ’^1+ ’.1#
薯类 )$1+ )%1,
干豆类 +1, )1,
豆制品 %.1( %.1’
深色蔬菜 ’%^1# ’.#1’
浅色蔬菜 ’#+1, ’#(1#
腌菜 (1. (1$
水果 ’+%1% ’)(1,
坚果 $1̂ .1,
畜禽类 ^(1. ,^1#
奶及其制品 ’(’1# )%1#
蛋及其制品 %)1, +,1̂
鱼虾类 $1, ’’1(
植物油 +^1’ %(1,
动物油 (1’ (1’
糖*淀粉 )1’ )1(
食盐 .1% ’)1+
酱油 ’’1( ’$1(

注&标准人为 ’$ 岁轻体力活动男子

)1)&主要营养素摄入情况
)(’’ 年顺义区居民能量摄入量与全区 ’^$^

年*)(() 年调查的能量摄入水平相比下降趋势明
显) 能量摄入低于平均需要量 830的人数比例为
$’1’-"其中城市为 +’1)-"农村为 %(-) 各年龄
阶段均存在能量摄入不足的情况"男性达到 830的
人数比例仅为 ’^1%-"女性为 ’$1+-").-左右的
男性或女性能量摄入低于 830的 ,(-) 蛋白质摄
入量与区内前两次调查情况比较有所下降"达到推
荐摄入量 06I的 $+1.-"城市与农村摄入水平相
当) 维生素 3*!’*!) 摄入量分别达到推荐摄入量
06I的 .)1+-*,#1+-和 %.1’-"维生素 3城市人
群的摄入量高于农村"三种营养素摄入与本区 ’^$^
年*)(() 年调查情况比较显示变化趋势稳定) 钙摄
入量仅达到推荐摄入量 06I的 %(-"与区内 ’^$^
年*)(() 年调查情况比较呈下降趋势"城市居民摄
入水平高过农村) 铁的摄入量达到适宜摄入量 3I
水平"城市与农村摄入水平相当) 男性铁摄入量达
到 3I的人数比例为 ,)1,-"女性为 $^1$-) 不同
年龄段铁的摄入量存在差异"其中青少年人群铁的
摄入量较低尤其是男性"+^1̂-的男性青少年铁摄
入量低于 3I的 $(-"其中 ’.1%-的人低于 3I的
,(-"详见表 + c,)

表 +&顺义区居民主要营养素摄入量变化趋势$每标准人日%

*CJFM+&*:MCUM9CGME;"9<ME"Q<E"CRM@N9MQ</ME"Q<E O:;EP<b<Q"9<V"

营养素类别 ’^$^ )(() )(’’ 营养素类别 ’^$^ )(() )(’’ 营养素类别 ’^$^ )(() )(’’

能量‘Ra ’( ’’. ’’ ’(# . $’) 维生素 L‘SG ’’)1. ’)^1, ^#1+ 维生素 !’ ‘SG ’1̂ ’1’+ (1̂

蛋白质‘G ,^1# .^1̂ ,)1$ 尼克酸‘SG ’#1, ’.1̂ ’+1% 维生素 !) ‘SG (1. (1̂ (1$

脂肪‘G .’1. ’(,1, ,%1. 维生素 3‘!G ,(%1, %%)1. %.$1# 钙‘SG #%,1’ %+.1̂ #((1(

注&标准人为 ’$ 岁轻体力活动男子#表内 ’^$^ 年*)(() 年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表 #&)(’’ 年顺义区城乡居民营养素摄入情况比较$每标准人日%

*CJFM#&*:MCUM9CGME;"9<ME"Q<E"CRMJP;9JCE CE/ 9;9CFW@W;FC"<@E <E O:;EP<b<Q"9<V"<E )(’’

地区
营养素类别

能量
‘Ra

蛋白质
‘G

脂肪
‘G

膳食纤维
‘G

视黄醇当量
‘!G

硫胺素
‘SG

核黄素
‘SG

抗坏血酸
‘SG

钙
‘SG

铁
‘SG

磷
‘SG

城市 . ,’$1# ,#1( ,%1. ’’1. ,($1) (1̂ (1̂ ’(.1( ###1+ ’^1% ^$’1,

农村 . ^%)1+ ,)1, ,,1( ’)1% %,,1, (1̂ (1$ $$1# +$(1( )(1( ^,+1#

注&标准人为 ’$ 岁轻体力活动男子

)1+&膳食结构
本次调查顺义区居民能量来源结果显示"作为

能量的食物来源构成以谷类膳食为主"谷类供能比
低于 )(() 年全国水平"但高于 )(() 年北京市
#%1%-的水平 ’%( ) 动物性食物和纯热能食物供能
比相对增大"均高过 )(() 年全国水平) 其中纯热能
食物供能构成也高于 )(() 年北京市 ’$1#-的水
平"详见表 .)

能量的营养素来源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供能比分别为 ’+1%-*+’1,-和 %+1̂-) 脂肪供能
比超过 5B]推荐的 +(-上限) 而在蛋白质构成当
中"鱼*肉*蛋*奶和大豆等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质
比例仅为 +^1$-"远低于 ,(- c.(-的合理范围)

+&讨论
在全国第五次营养调查背景下"开展的本次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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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年顺义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人群能量摄入量占 830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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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顺义区居民能量食物来源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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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食物来源
构成比‘-

)(() 年$全国% )(’’ 年顺义

谷类 %.1̂ %)1̂

薯类 )1( ’1+

豆类 )1, )1%

动物性食物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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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区居民膳食营养调查工作"全面分析区内居民近
’( 年间膳食营养状况及变化趋势) 调查结果显示"
顺义区居民近 ’( 年来膳食营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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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传统膳食主体的谷类及薯类食物"摄入量
呈逐年下降趋势) 与 ’^$^ 年摄入水平比较已降低
))1%-"达到 )(() 年全国每标准人日谷类及薯类摄
入量 ’,(的 $%1$-) 水果和奶类的摄入近几年虽有
较大提升"但仍远未达到膳食宝塔推荐摄入量"同
时这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相同问题也反应
在鱼虾类的摄入上"顺义区居民鱼虾类摄入量较

’^$^ 年有所增加"但低于 )(() 年调查的摄入量和
)(() 年全国水平"同时各年均远低于膳食宝塔推荐
摄入量"城市和农村无太大差异) 因此应适当改善
肉食结构"多食用鱼*禽肉"减少猪肉摄入) 全国食
用油主要是植物油的摄入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顺
义区居民食用油摄入量远高于全国"处于较高水
平"也高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 +( G限量上
限) 盐的摄入量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离 , G限量
标准仍存在一定距离) 农村居民油*盐的摄入量远
高于城市"说明城市居民在此方面健康意识更高"
清淡少盐饮食观念更为普及)

其次"顺义区居民能量摄入量呈逐年下降趋
势"这与我国居民在经济转型期大环境下的膳食特
点相符) 在过去的 %( 年里"中国的膳食变迁经历了
大约 + 个时期) ’^$% 年以前"由吃不饱向能吃饱转
变"这时的特征是各种食物 $包括谷类*蔬菜*动物
性食品 % 的摄入量都在增加"总能量也在增加)
’^$%!’^^( 年属于第二个阶段"膳食开始向多样化
转变"总能量和谷类不再增加"转而开始下降"动物
性食品继续增加"其中禽*蛋*奶的比重也在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