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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CPPI=[I[ >=Z<mI&NI<Z" I[>]VIC>V<=[ \<VZ9<[ IR7II[I[ Z9I Î7CPPI=[I[ ‘<VHI\<Z#-.%f" 2%.3f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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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
经济与社会发展’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
指标"也是公共卫生及疾病预防工作不可或缺的信
息基础*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为了解和评估国民总体健康和营
养状况都开展过或正在开展全国性调查研究* 美
国最早始于 #4 世纪 "- 年代开展全国健康和营养监
测调查"是对不同人群或不同健康项目进行调查*
从 #444 年开始"发展成为连续营养调查项目* 该调
查结合访谈调查和身体检查"每年调查具有全国代
表性的 #" 个地区约 " --- 人&日本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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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由加拿大统计中心和加拿大健康信
息院联合发起加拿大社区健康调查+营养调查"提供
人群健康影响因素’健康状况和卫生系统利用的信
息"目的是提供国家和地区水平的营养相关信息&
澳大利亚统计局于 #44" 年执行全国营养调查"目的
在于提供全国食物和营养素摄入模式的数据’膳食
习惯和关键身体测量数据 (#) *

我国曾于 #4"4’#41!’#44! 和 !--! 年先后 ’ 次
进行全国范围的营养调查工作"这对于了解不同地
区’年龄和性别人群的能量和营养素摄取情况’探
索营养相关疾病病因和干预策略’预测膳食结构变
迁’为国家或地区制定营养政策提供权威性营养与
健康数据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年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计委$
正式制定了0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工作方案
#试行$1 (!) "明确提出将现有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
监测’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进行整合及扩展"建立
适合我国国情的慢性病及危险因素和营养监测系
统* 而根据方案要求"!-#" 年完成了新一轮中国成
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

顺义区作为北京市的农村监测点"分别于
#414’!--! 和 !-## 年全程参与全国慢性病及其危
险因素监测’营养监测工作* 从最近一次营养监
测至今已经时隔近 " 年时间"因此"为掌握现阶段
顺义区居民慢性病与营养健康状况’" 年间顺义区
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状况变化趋势’对 " 年居民健
康教育和营养干预措施效果进行评估’为政府提
供改善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新策略和新对策"

!-#" 年与国家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同步"借助
国家及北京市资源"在全区范围内继续开展新一
轮监测工作*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
法"在考虑地域和城乡等分层因素的分布均衡性以
及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下"在全区 " 个乡镇’街道开
展* " 个监测点按城乡分为 ! 层"选取代表城区的
胜利街道和光明街道"以及代表农村的马坡镇’南
彩镇和张镇* 每个街道 #镇 $随机抽取 ! 个社区
#村$"每个社区#村$随机抽取 2- 户家庭#其中 %-
户为膳食调查户$"在取得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抽
中的家庭中所有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调查"其中排除
过去 #! 个月内在调查家庭居住 ,2 个月"或目前不
在家居住"或户籍在调查户但未在调查户居住的人
员* 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对本项目涉及人的
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最终"
本次监测共纳入户籍人口 # 2’3 人"其中城区
"32 人"农村 # -3# 人* 调查 2 岁以下儿童 %! 人"
2 c#3 岁儿童及青少年 #-! 人" #1 岁及以上人
群# "#% 人*
#.!$方法
#.!.#$样本量估计

样本量计算公式采用 ( O
7!"=## T=$

%!
"其中 "

取 -.-#"相对误差控制在 !-f以内&根据 !-## 年顺
义区成人糖尿病的患病率水平"=取 1.’f"%为
#.3f* 根据上述参数取值"失访率按 #-f计算"则
进行询问调查和医学体检人群所需的总体样本量
( i# #2’ 人* 由于膳食调查人群为总样本的一个
子样本* 参考全国营养调查的总样本量"按照全国
#44" 年 #f人口抽样调查 !- 岁及以上人口占
22f&失访率按 #-f计算"总样本量为%#’4 -"! y
-.22 y-.4-)!"- 4!4 人* 样本量以每日热量摄入
量’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标识* 经过对 #44! 年全国
营养调查的 #-! -!# 个样本资料进行抽样实验后发
现"2-f的样本就可以满足 4"f以上精确度和准确
度的要求* 所以 !--! 年全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实验室检测和膳食调查所需样本量为%##-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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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4-)3% %%% 人#失访率按 #-f计$"因此需
膳食调查人群与医学体检人群比例为 #n%#3% %%%n
!"- 4!4$ (%) * 顺义区 !-#" 年的人群膳食调查采用
全国调查的比例* 由于膳食调查不仅限于成人"因
此根据 !-#- 年顺义区人口普查资料"!- 岁及以上
人口 占 总 人 口 的 1"f" 最 终 确 定 样 本 量 为%
# #2’ y% y-&1")’"2 人*

实际膳食调查涉及顺义区 %-- 户 1#3 人"其中
男性 ’-# 人"女性 ’#2 人&城区 !3% 人"农村 "’’ 人&
2 岁以下 4 人"2 c#3 岁 "2 人"#1 c’’ 岁 !%- 人"
’" c"4 岁 !!4 人"2- 岁及以上 !4% 人* 城区人群分
别来自胜利街道的建新北区第一社区和怡馨家园
第二社区"以及光明街道的双兴东社区和东兴第三
社区"各社区户籍人口分别为 ! 14’’’ ’4-’% 123 和
! 13" 人* 从中分别抽取建新北区第一社区 2" 人’

怡馨家园第二社区 23 人’双兴东社区 3! 人和东兴
第三社区 24 人组成调查对象"抽样比例分别为
!.!f’#."f’#.4f和 !.’f* 农村人群来自马坡
镇的马卷村和衙门村’南彩镇的杜刘庄和东江头
村"以及张镇的西营村和驻马庄"户籍人口分别为
# !--’# 2"%’# !#-’# #!-’’%% 和 # -"3 人* 从中分
别抽取马卷村 11 人’衙门村 42 人’杜刘庄 41 人’东
江头村 4% 人’西营村 3! 人和驻马庄 43 人"抽样比
例 分 别 为 3.%f’ ".1f’ 1.#f’ 1.%f’ #2.2f

和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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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家庭中每人每日各类食物
摄入量* 以轻体力劳动的成年男子即标准人的能
量为标准"个人按不同年龄’性别’生理状况以及劳
动强度的能量推荐量与之比较"计算标准人系数*

最终"折算出某食物每标准人的日摄入量"并查阅
食物成分表 (’)进一步计算每标准人的日能量及各
种营养素的摄入量*
#.!.%$质量控制

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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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国家
统一制定的调查问卷开展询问调查"顺义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人员接受国家培训后"再次对区内
调查员#为区内高等院校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统一
进行二次培训’实习及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各
级监测项目组负责组织相应现场工作的检查与
督导*

#.!.’$数据整理
调查统一采用国家指定移动终端’系统进行"

数据经过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初审’复核后上
报至,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监测系统平台-"调查
录入时发现调查表中的缺项’错项或逻辑等错误退
回调查员进行修正后重新录入"以保证调查结果真
实’可信* 同时在样本量足够的基础上"对无法进
行修复和核实的数据进行删除* 膳食’营养素摄入
情况"依据食物成分表相关内容"通过 aR7IV计算得
到* 膳食’营养素消费水平比较"根据能量推荐摄
入量"以轻体力劳动的成年男子即标准人的能量
#- -’2 mL作为 #"其他各人对应的能量推荐量与之
进行比较"折合成相当的数值"即为标准人系数*

最终计算每标准人食物日消费量或营养素日摄入
量进行不同年份及区域比较*
#.%$统计学分析

依据第六次顺义区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对数据
进行复杂抽样加权处理* 不同性别’区域’年龄组
间营 养 素 摄 入 量 百 分 比 比 较 采 用 卡 方 检 验"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食物消费情况

!-#" 年顺义区居民仅谷类’肉类’蛋类摄入量
达到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推荐摄入量 (")%"薯类’蔬菜’

水果’奶类’水产品’大豆及坚果类均摄入不足* 其
中薯类’水果’蔬菜’大豆及坚果类分别达到每标准
人建议日摄入量下限的 2-.1f’"!.%f’1%.-f和
2%.!f* 奶类和水产品与推荐值差距更远"仅相当
于推荐值的 #2.1f和 %’.%f* 而肉类’食用油和盐
则摄入过高"分别超出推荐值的 #-.%f’ 2%.3f
和 #--.-f*

!-#" 年顺义区全区各类食物人均日摄入量与
!-## 年调查情况比较发现"膳食宝塔划分的几个主
要类别食品中除蔬菜’大豆及制品’烹调盐等食品
的摄入量有所下降外"其余各类食品摄入量均有所
增长"见表 #* 其中水产品增长最高为 2%.#f&食用
油#动物油和植物油$摄入量增长迅猛"与 !-## 年
比较增长 "".4f&奶类和肉类"分别增长 !#.’f和
#1.3f* 盐的摄入量得到控制"相较 !-## 年下
降 %"."f*

!-#" 年顺义区城乡居民膳食摄入情况比较显
示"城乡居民的肉类’蔬菜和水产品摄入量相当*

但农村居民在谷薯类 #米类’面类’其他谷类和薯
类$’植物油’烹调盐的摄入量较城区有所增加"分
别增长 #!.%f’#4.2f和 #3.1f* 大豆及坚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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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类’蛋类和水果城区高于农村"分别增长 ’".3f’
#!4.3f’#%.-f和 %4.4f"见表 #*

表 #$顺义区居民每标准人主要食物日摄入量变化

趋势#D5标准人$

@<]VI#$!-##"!-#" Z9I8CC[ 7C=\HPYZ>C= C8̂I\>[I=Z\

>= B9H=W>(>\Ẑ>7Z

食物类别
!-#" 年 !-## 年

全区 城区 农村 全区 城区 农村
米类 "’.3 "".- "’.2 ’%.1 ’3.# ’!.2

面类 !-%.# #21.4 !#4.4 #43.2 #24.# !-1.!

其他谷类 #4.2 !’.2 #3.# #2.’ !%.- #%.4

薯类 %-.’ %".4 !3.3 !".’ !4.1 !%.1

杂豆类 !.- !.1 #.2 %.2 ’.2 %.%

大豆类及制品 3.1 1.4 3.% #-.4 4.3 ##.’

深色蔬菜 3".1 2%.4 1#.2 41.1 43.’ 44.’

浅色蔬菜 #3%.! #14." #2".! #34.! #4-.4 #3’.4

腌菜 #.- #.# #.- -.2 -.1 -.2

水果 #-’.2 #!4.’ 4!." 4’." ###.4 11.#

坚果 1.- ##.! 2." 2.3 3.# 2."

猪肉 "-." "-.3 "-.’ ’!.2 ’".4 ’#.’

其他畜肉 #4.# #4.3 #1.1 #-.% #!.% 4."

动物内脏 #." #.1 #.’ %.3 %." %.1

禽肉 ##.2 #%.3 #-." #%.# #1.% ##.!

奶类 "-." 1#.% %".’ ’#.2 42.# !#.%

蛋类 ’#.2 ’".# %4.4 %".2 ’!.1 %!.4

水产品 #%.3 #%." #%.3 1.’ 3.4 1."

动物油 -.- -.- -.- -.! -.- -.!

植物油 ’4.# ’%.% "#.1 %#.% ’-.% !1.-

糕点类 ##.’ #-.# #!.- #3.1 #4.’ #3.!

糖5淀粉 %.3 ’.% %.’ !.! !.# !.%

烹调盐 #!.- #-.3 #!.2 #1.2 !2.% #".1

鸡精味精 -.2 -.3 -.2 #!.- #1.- 4.1

酱油 #4.2 #2.’ !#.# !".% !4.4 !%.2

酱类 %.- ".4 #.3 ".’ ".! "."

饮料 #’.! ##.’ #".2 #"." #’.% #2.-

注%标准人为 #1 岁轻体力活动男子

!.!$主要营养素摄入情况
!-#" 年顺义区居民能量摄入量与 !-## 年相比呈

上升趋势"但每标准人的能量日摄入量 4 #’3.’ mL仍
低于能量需要量 #aa/$ 4 #’1 mL(2)2"!的水平"见表
!* #’.#f###’51-3$的被调查人员能量日摄入量
低于 aa/的 2-f"其中男性为 #".3f#2!5%42$"女
性为 #!.3f#"!5’##$&城区为 #"."f#’!5!3#$"农
村为 #%.’f#3!5"%2$&2 c#3 岁’#1 c’’ 岁’’" c"4

岁’2- 岁及以上各年龄阶段能量日摄入量低于 2-f
aa/的人员比例分别为 !#.’f # #!5"2 $’ #1.3f
# ’%5!%- $’ #!.!f # !15!!4 $’ #-.2f # %#5!4! $*
%’.%f#!3351-3$的被调查人员达到 aa/水平"其
中男 性 为 %!.%f # #!15%42 $" 女 性 为 %2.%f
# #’45’## $& 城 区 为 !1.-f # 325!3# $" 农 村 为
%3."f#!-#5"%2$&2 c#3 岁’#1 c’’ 岁’’" c"4 岁
和 2- 岁及以上各年龄阶段能量日摄入量达到 aa/

的 人 员 比 例 分 别 为 %%.4f # #45"2 $’ !4.2f

#215!%-$’%2.!f # 1%5!!4 $和 %2.2f ##-35!4! $*
详见表 %* 蛋白质摄入量较 !-## 年略有升高"每标
准人的蛋白质日摄入量仅为 2%.4 D"略高于平均需
要量#a0/$的 2- D(2)2"%水平""!.#f #’!251#3$的
被调查人员存在蛋白质日摄入量不足#低于 a0/人
员比例$"其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分别为 "!.#f
#!-45’-# $ 和 "!.!f # !#35’#2 $&城区为 "-.4f
##%45!3%$"农村为 "!.1f#!135"’’$&各年龄阶段
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比例分别为 !2.1f ##"5"2 $’
"#.%f # ##15!%- $’ "#."f # ##15!!4 $ 和 "1.’f
##3#5!4%$"2 c#3 岁年龄段与其他年龄段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i#".2#"!i-.--#$*

表 !$顺义区居民每标准人主要营养素日摄入量变化趋势
@<]VI!$!-##"!-#" Z9I<‘Î<DI=HẐ>I=Z\>=Z<mIC8̂I\>[I=Z\

>= B9H=W>(>\Ẑ>7Z

营养素类别
!-#" 年 !-## 年

全区 城区 农村 全区 城区 农村
能量5mL 4 #’3.’ 1 312." 4 %!%.# 3 3!%.! 1 -%4.- 3 2-2.!

蛋白质5D 2%.4 2’.- 2%.1 2-.# 2’.3 "1.’

脂肪5D 4%.3 4-." 4".! 3#.3 34.! 21.4

碳水化合物5D !24.3 !"1.2 !3".# !%1.2 !’-.’ !%3.4

膳食纤维5D #.- #.- #.- #.# #.! #.#

维生素05!D ’13.3 "-#." ’1#.- 2#!.3 2!3.2 2-3.#
维生素T# 5PD -.4 -.4 -.4 -.1 -.4 -.1
维生素T! 5PD -.1 -.4 -.1 -.1 -.4 -.1

维生素X5PD 4".3 4".1 4".2 4#.% ##!.2 1%.%

维生素a5PD ’%.1 %1.# ’2.2 %".’ %2.% %".-

钙5PD %14.1 ’%#." %24.! ’!#.4 ’43.- %4’.#

钾5PD # 3#%.# # 3’3.’ # 242.# # 33%.% # 13-.2 # 3%3.!

钠5PD 2 4!!.’ 2 !!4.4 3 !"1.- ## 2-’.- #" 34%.1 #- -"#.-

铁5PD !!.! !!.2 !!.# !%.# !’.! !!.3

锌5PD #-.# #-.% #-.- 1.4 4.’ 1.1

硒5!D ’2.4 ’’.4 ’3.4 ’!.- ’’.3 ’#.-

铜5PD #.4 !.- #.4 #.1 #.3 #.1

注%标准人为 #1 岁轻体力活动男子

$$维生素 0摄入量较 !-## 年有所下降"每标准
人的维生素 0日摄入量仅为 ’13.3 !D"低于 a0/
的 "2- !D(2)2"2的水平* 3!.#f#"1451#3$的被调查
人员存在维生素 0摄入量不足"其中男性为 3’.#f
#!435’-# $" 女 性 为 3-.!f # !4!5’#2 $& 城 区 为
3#.1f##425!3%$"农村为 3!.!f #%4%5"’’$&各年
龄阶段维生素 0摄入不足的比例分别为 2-.3f
#%’5"2$’3".3f # #3’5!%- $’ 3%.1f # #245!!4 $ 和
3-.%f#!-25!4%$* 维生素 T#摄入量较 !-## 年基
本持平"每标准人维生素 T#日摄入量为 -.4 PD"低

于 a0/的 #.! PD(2)2"2水平* 1%.1f#21"51#3$的被
调查人员存在维生素 T#摄入量不足"其中男性为
1’.-f#%%35’-#$"女性为 1%.3f #%’15’#2$&城区
为 1".%f#!%%5!3%$"农村为 1%.#f#’"!5"’’$&各
年龄阶段维生素 T#摄入不足的比例分别为 31.2f
#’’5"2$’ 12.#f # #415!%- $’ 1%.1f # #4!5!!4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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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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百分比分布
@<]VI%$0‘Î<DI[<>VW:=Z<mIC8I=ÎDW<=[ YÎ7I=Z<DIC8\H]6I7Z\M9C[C Î<79 Z9Iaa/]W<DI<=[ \IR

性别 年龄5岁
能量摄入量占 aa/百分比5f

,2-f 2-f c1-f h1-f c#--f h#--f

男

女

2 c#3 !%.3#4 5%1$ #".1#2 5%1$ !#.##1 5%1$ %4."##" 5%1$
#1 c’’ !-."#!% 5##!$ %!.##%2 5##!$ #4.2#!! 5##!$ !3.3#%# 5##!$
’" c"4 #%.2##" 5##-$ !’."#!3 5##-$ !4.##%! 5##-$ %!.3#%2 5##-$

"2- ##.-##" 5#%2$ !3.!#%3 5#%2$ !3.4#%1 5#%2$ %%.1#’2 5#%2$

小计 #".3#2! 5%42$ !2.1##-2 5%42$ !".%##-- 5%42$ %!.%##!1 5%42$
2 c#3 #2.3#% 5#1$ #2.3#% 5#1$ ’’.’#1 5#1$ !!.!#’ 5#1$
#1 c’’ #2.4#!- 5##1$ !-.%#!’ 5##1$ %#.’#%3 5##1$ %#.’#%3 5##1$
’" c"4 #-.4##% 5##4$ #3.2#!# 5##4$ %#.4#%1 5##4$ %4."#’3 5##4$

"2- #-.%##2 5#"2$ !-."#%! 5#"2$ %-.##’3 5#"2$ %4.##2# 5#"2$

小计 #!.3#"! 5’##$ #4."#1- 5’##$ %#.2##%- 5’##$ %2.%##’4 5’##$

1’.-f#!’25!4%$* 维生素 T!摄入量较 !-## 年持
平"每标准人日摄入量为 -.1 PD"低于 a0/的
#.! PD(2)2"2水平* 11.2f #3!’51#3$的被调查人员
存在维生素 T! 摄入量不足"其中男性为 14.1f
#%2-5’-# $" 女 性 为 13."f # %2’5’#2 $& 城 区 为
12.1f#!%35!3%$"农村为 14."f #’135"’’$&各年
龄阶段摄入不足的比例分别为 23.4f # %15"2 $’
14.2f # !-25!%- $’ 4!.2f # !#!5!!4 $ 和 14.1f
#!2%5!4%$"2 c#3 岁年龄段与其他年龄段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i!3.’-"!i-.--#$*

钠摄入量与 !-## 年相比呈下降趋势"但每标准
人的钠日摄入量 2 4!!.’ PD仍远高于适宜摄入量
#0:$的 ! !-- PD(2)2"3水平"见表 !* 4#.2f#3’151#3$
的被调查人员达到钠的 0:水平"其中男性为 4%.%f
#%3’5’-# $" 女 性 为 14.4f # %3’5’#2 $& 城 区 为
4-."f#!’35!3%$"农村为 4!.#f #"-#5"’’$&各年
龄阶段钠摄入量达到 0:的人员比例分别为 42.’f
#"’5"2$’ 13.-f # !--5!%- $’ 4-.-f # !-25!!4 $ 和
4".2f#!1-5!4%$* 钙摄入量较 !-## 年有所下降"
每标准人日摄入量仅为 %14.1 PD"远低于 a0/的
2"- PD水平* 43.!f#34’51#3$的被调查人员存在
钙摄入量不足"其中男性为 43.-f#%145’-#$"女性
为 43.’f#’-"5’#2$&城区为 43.’f#!225!3%$"农
村为 43.#f#"!15"’’$&各年龄阶段钙摄入不足的
比例分别为 41.!f # ""5"2 $’ 43.-f # !!%5!%- $’
44.#f#!!35!!4$和 4".4f #!1#5!4%$* 铁摄入量
较 !-## 年基本持平"每标准人的日摄入量为
!!.! PD"略高于 a0/的 4 PD(2)2"2的水平* #-.-f
#1!51#3$的被调查人员存在铁摄入量不足"其中男
性为 !.3f ###5’-#$"女性为 #3.#f #3#5’#2$"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i’2.’-"!i-.--# $&城区为
1.1f#!’5!3%$"农村为 #-.3f#"15"’’$&各年龄阶
段铁摄入不足的比例分别为 #4.2f # ##5"2 $’
!#.%f # ’45!%- $’ ".!f # #!5!!4 $ 和 !.3f
#15!4%$* 锌摄入量较 !-## 年略有升高"每标准人

的锌日摄入量为 #-.# PD"低于a0/的 #-.’ PD(2)2"2

水平* ’".4f#%3"51#3$的被调查人员存在锌摄入
量不足"其中男性为 22.#f # !2"5’-# $"女性为
!2.’f###-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4.!!"
!i-.--# $& 城区为 ’".1f # #!"5!3% $" 农村为
’2.-f#!"-5"’’$&各年龄阶段锌摄入不足的比例
分别为 %3."f #!#5"2$’’2."f ##-35!%-$’’3.!f
##-15!!4$和 ’2.’f##%25!4%$*
!.%$膳食结构

!-#" 年顺义区居民能量的主要食物来源中"以
谷类食物为主占 ’%.#f"动物性食物 #包括肉’禽’
奶’蛋’鱼$占 #2."f"城区和农村居民能量的食物
来源相近* 与 !-## 年比较"全区居民谷类食物提供
的能量减少"动物性食物’纯热能食物提供能量的
比例增加"见表 ’*

能量营养素来源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
供能比分别为 ##."f’%4."f和 ’1."f"脂肪供能
比远超过膳食指南推荐的 %-f上限 (")#-3"城区与农
村供能比相近* 与 !-## 年比较"城区和农村的脂肪
供能比均有所上升* 顺义区居民脂肪的食物来源
主要 是 植 物 性 食 物 # 3#.2f$ 和 动 物 性 食 物
#!1.’f$* 其中农村居民脂肪源自植物性食物的
比例为 3%.3f"略高于城区居民#23.#f$* 与 !-##
年比较"城区和农村脂肪的食物来源比例相近*

在蛋白质构成当中"顺义区居民蛋白质的食物
来源主要是谷类和动物性食物"分别占 ’#.1f和
%".’f"大豆类仅占 ’.%f* 而作为鱼’肉’蛋’奶和
大豆等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质的比例仅为 %4.3f"
略高于 !-## 年的 %3."f水平"但远未达到膳食指
南推荐的 "-f以上合理范围 (")!42*

%$讨论
在全国第六次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监测背景下"

顺义区与国家监测同步"依托北京市资源"开展了
区内居民膳食营养调查工作"全面分析区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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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顺义区居民膳食构成比较#f$

@<]VI’$_CC[ \CH 7̂I\C8I=ÎDW>= !-## <=[ !-#"

膳食来源 膳食构成
!-#" 年 !-## 年

全区 城区 农村 全区 城区 农村

能量食物

能量营养素

蛋白质食物

脂肪食物

谷类 ’%.# ’-.’ ’’.’ ’3.3 ’!.’ ’4.3

薯类 #.% #.2 #.# #.! #.’ #.#

豆类 #.2 !.- #.’ !.2 !." !.2

动物性食物 #2." #4.! #".! #"." #1.- #’."

纯热能食物 !%.3 !#." !’.3 #1.1 !#." #3.3

蛋白质 ##." #!.- ##.! #%.- #%." #!.1

脂肪 %4." %4.2 %4." %".- %3.# %’.#

碳水化合物 ’1." ’1.2 ’1." "#.3 "-.- "!.%

谷类 ’#.1 %3.2 ’%.1 ’#." %".% ’’.-

大豆类 ’.% ’.4 ’.- 2.’ ".% 2.1

动物性食物 %".’ %3.1 %’.# %#.# %".4 !4.#

其他 #1.- #1.1 #3." !-.- !!.! #4.#

动物性食物 !1.’ %!.4 !2.% !4.% %#.- !1.2

植物性食物 3#.2 23.# 3%.3 3-.3 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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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营养素缺乏与膳食结构不合理的双重挑战仍
然存在*

首先"部分食物消费构成不合理的情况仍然存
在* 大部分食品存在摄入不足"如奶及奶制品’大
豆及坚果类’水产品’蔬菜’水果和薯类"摄入量均
低于膳食宝塔推荐摄入量的下限"其中奶类和水产
品摄入不足情况最为严重"而食用油’盐和肉类则
摄入过量* 与 !-## 年比较"水产品增长最高但与膳
食宝塔推荐每日 ’- D(")%的最低限值仍有一段距离&

其次食用油增长迅猛"说明控油工作仍然任重道
远* 下降最多食品为食盐"虽离膳食指南推荐的 2 D

限量标准 (")#-4仍存在一定距离"但清淡少盐饮食理
念渐渐深入人心* 不同饮食结构的形成"究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域经济水平’地理位置’生活习
惯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饮食习惯差异* 如北方经
济水平较南方欠发达"且多数地区不沿海"因此接
触水产品机会有限&再有北方四季分明"造成某些
季节新鲜果蔬匮乏&同时从事高强度体力活动人员
密集"以及人员生活水平极大改善后"势必造成过
多肉类’油脂和盐的摄入量增加等*

其次"!-#" 年顺义区居民能量摄入量较 !-##
年呈上升趋势"基本满足顺义区居民能量需要* 但
多种微量营养素’维生素仍存在摄入不足情况"如
维生素 0’维生素 T#’维生素 T!’钙’铁’锌等* 根据
我国居民膳食结构特点"对于这些营养素的摄入多
来自植物性食物或精细加食品"而源自植物性食物
的这些营养素普遍吸收较差或经过精细加工而丢
失* 如由于钙的最佳来源乳及乳制品摄入过低"造
成钙的缺乏* 铁的摄入本次调查虽达到适宜摄入
量水平"但在部分人群仍然存在摄入不足的情况"

而女性’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人群相较其他人群更加
严重"再加之女性月经导致铁流失’青春期对铁需
求量增加等因素 (2)!!%+!!’"因此容易造成该部分人群
缺铁* 而男性锌摄入不足的情况明显高于女性"除
男性和女性均会从皮肤’尿液’肠道等途径流失锌
外"男性还存在精液中锌流失的情况"而女性由月
经导致的锌流失量可以忽略不计 (2)!’%"因此男性较
女性更容易引起锌的缺乏*

最后"居民膳食结构不尽合理* 作为中国传统膳
食主体的谷类食物较 !-## 年摄入量减少"动物性食
物和纯热能食物摄入更多* 与 !-## 年比较"!-#" 年
顺义区脂肪的供能比上升趋势明显"已超过世界卫生
组织限量上限* 膳食结构趋向,高能量密度-"偏离
了平衡膳食的要求"造成居民慢性病风险的增加(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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