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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评价厦门市乳母膳食营养状况% 方法#采用 -& 4 膳食回顾法调查厦门市 -"" 例乳母产后第
- 天"第 a 天"第 )" 天"第 ." 天的饮食状况% 参考中国食物成分表#-""&$计算营养素的摄入量!并用膳食营养参考

摄入量#_*<;$进行评价% 结果#厦门市乳母动物性食物#奶及奶制品除外$摄入偏高!豆及豆制品"薯类"蔬菜摄

入偏低&产后第 - 天"第 a 天"第 )" 天"第 ." 天能量平均摄入量分别为 - %&$/a"- -$%/-"- )"&/a"- -!-/. K2>S!乳母

蛋白质平均摄入量分别为 %%)/!"%-./%"%-$/)"%%-/! C!脂肪的供能比分别达到 )-/ah")!/&h")$/.h"&%/%h!碳

水化合物的供能比分别达到 &!/&h"&%/ah"&"/.h"),/ah&乳母膳食纤维"钙"碘"维生素 +"维生素 R"维生素 b%
的平均摄入量均低于营养素推荐摄入量% 结论#乳母膳食结构不合理!部分营养素摄入不足!应适当调整膳食结

构!保证营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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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期是指产后产妇开始哺乳到停止哺乳的
这段时间"一般长约 %" 个月至 % 年左右’ 此时期乳
母一方面要逐步补偿妊娠,分娩时所损耗的营养素
储备"促进各器官,系统功能的恢复&另一方面还要
分泌乳汁,哺育婴儿 * %+ ’ 若营养不足"将影响母体
健康"减少乳汁分泌量"降低乳汁质量"影响婴儿的
生长发育"因此哺乳期的合理营养和平衡膳食对乳
母至关重要’ 为了解厦门市乳母的膳食情况,营养
素摄入水平的变化趋势"分析存在的问题"随机抽

取厦门市两个区 -"" 例产妇进行调查’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随机抽取 -"%, 年 ! 月在厦门市分娩的产妇
-"" 例"本着自愿的原则"签订知情同意书"所有的
足月产产妇均健康且无家庭遗传病史等"并于产后
第 - 天,第 a 天,第 )" 天,第 ." 天对产妇进行跟踪
随访调查’
%/-#调查方法

膳食调查采用 -& 4 膳食回顾法"采用入户一对
一的问答形式"按要求记录过去 -& 4 所摄入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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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和数量’ 调查过程由受过专门训练的调查员
按照统一方式完成"并由质控人员以电话回访形式
再次核实补充’ 参照中国食物成分表 * -+计算每人
每天能量和各种营养素的摄入量"并依据中国居民
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_*<;$进行评价’
%/)#统计学分析

对调查问卷进行统一编码"用 XW:_>G>建立数
据库并录入数据"采用重复测量和秩和检验方法对
产后第 - 天,第 a 天,第 )" 天,第 ." 天的营养素摄
入量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 Wk"/"!$"统计软件使
用 F+F ,/-’

-#结果
-/%#乳母基本情况

被调查乳母的平均身高为 %!./. 2@"体重在产
后不同时间变化不大"平均为 !./% KC"身体质量指
数平均为 -)/%’
-/-#食物消费量及变化趋势

乳母在产后第 - 天,第 a 天,第 )" 天,第 ." 天
谷类平均摄入量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每天
&"" C比较" 分 别达 到 ,&/-h, ,,/,h, %""/&h,
%"-/$h&乳母产后豆及豆制品,蔬菜摄入虽逐渐增
加"但均远低于推荐摄入量每天 !" 与 !"" C&薯类
摄入量很低"见表 %’ 乳母的动物性食品摄入均超
过每日推荐摄入量#-""d)"" C$ "动物性食品的摄
入主要以畜肉类及水产品为主"奶类摄入偏低’

调查中也发现乳母摄入的纯能量食物"以油,红糖
为主’

表 %#乳母产褥期的食物平均消费情况#0k-"""C’E$

\>MSA%#+PAJ>CA3??E 2?B;N@WG:?B ?3WNAJWAJ>SV?@AB
食物 第 - 天 第 a 天 第 )" 天 第 ." 天
谷类 ))$/. )!!/) &"%/& &%"/-

豆及豆制品 %,/% -%/- )%/- ),/,

薯类 "/& "/& &/! %!/a

蔬菜 .,/& %-%/, %,)/. -%a/,

菌类 $/a a/) ./. %a/a

坚果 a/$ %-/. %%/$ %,/,

水果 %)!/. %%,/) %$!/- %!,/$

动物性食品 $"&/% !!./- $,!/a !,"/!

纯能量 &!/" &./$ &"/" )!/"

-/)#能量和营养素摄入
乳母能量的平均摄入量分别达到每日推荐平

均摄入量#XX*$的 ,-/$h,,a/"h,,,/$h,,$/ah"
见表 -’ 乳母蛋白质平均摄入量分别为推荐摄入量
的 %))/!h,%!%/.h,%&,/$h,%)-/&h"碳水化合物
摄入均偏低&乳母产后不同时间点膳食纤维,钙,
碘,维生素 +,维生素 R,维生素 b% 的平均摄入量均
低于营养素推荐摄入量#*7<$"其中膳食纤维,钙,
碘的摄入量均低于 *7<的 !"h"维生素 b-,尼克酸,
维生素 X,铁,硒的平均摄入量均超过 *7<’ 经统计
分析"产后四次不同时间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 +,维生素 b%,维生素 b-,
尼克酸,钙,铁,锌,硒,碘,叶酸的摄入之间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小于 "/""" %’

表 -#乳母产褥期能量和营养素摄入情况#0k-""$

\>MSA-#XBAJCH>BE BNGJ:ABG:BG>KA?3WNAJWAJ>SV?@AB

指标
第 - 天 第 a 天 第 )" 天 第 ." 天

平均摄入量 *7<’h 平均摄入量 *7<’h 平均摄入量 *7<’h 平均摄入量 *7<’h

能量’K2>S - %&$/a ,-/$! - -$%/- ,a/"! - )"&/a ,,/$! - -!-/. ,$/a!

蛋白质’C %%)/! %))/! %-./% %!%/. %-$/) %&,/$ %%-/! %)-/&

脂肪’C a!/) ! ,,/$ ! .)/& ! %"-/" !

碳水化合物’C -)!/% ! -)!/) ! -)-/. ! -%$/) !

膳食纤维’C !/. %./! a/a -!/! ,/. -./! %-/. &-/a

维生素 +’+C*X $$./$ !!/, a&!/% $-/% $,%/$ !$/, !!a/, &$/!

维生素 b% ’@C %/) a-/- %/& aa/a %/$ ,,/. %/a ,./!
维生素 b- ’@C -/! %&a/% -/. %!-/$ -/& %&%/- -/) %)!/)

尼克酸’@C )!/% %.!/" &"/% ---/, ),/- -%-/- )%/. %aa/-

维生素 R’@C &"/a )"/, $%/" &$/. a"/) !&/% .%/a a"/$

维生素 X’@C,(\X )$/$ -$%/& &"/" -,!/a )./% -a./) )./) -,"/a

钙’@C )a$/$ )%/& &)a/% )$/& !$$/! &a/- !)$/, &&/a

铁’@C )-/, %)%/- )&/a %),/, ))/% %)-/& -,/. %%!/$

锌’+C %a/% a./! %./- ,./) %./. .-/$ %./, .-/%

硒’+C %%%/a %a%/, %&./. -)"/$ %%$/, %a./a ,%/! %-!/&

碘’+C %&a/! %&/, %a$/, %a/a %a-/$ %a/) %,"/% %,/"

叶酸’@C_DX ),,/! aa/a &-)/" ,&/$ &)!/) ,a/% )../& ,"/"

注%!能量的 XX*为 - $"" K2>S&!以供能比计算"脂肪的供能比为 -"hd)"h"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为 !!hd$!h

-/&#能量的营养素来源
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乳母产后不同时间的

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均低于推荐范围的 !!hd
$!h&脂肪的供能比均高于适宜的 -"hd)"h"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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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被调查乳母能量的营养素来源构成
D:CNJA%#7NGJ:ABG;?NJ2A?3ABAJCH?3WNAJWAJ>SV?@AB

-/!#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和提供蛋白质比例

由表 ) 可知"乳母摄入的动物性食品中"蛋白质
主要来源于畜肉类和鱼虾类"奶及奶制品提供的比
例逐渐增加’

-/$#能量及营养素摄入的人群分布

乳母 产 后 不 同 时 间 能 量 摄 入 量 分 别 有
-)/"h,)"/"h, -%/!h, %"/!h的个体达到 XX*
#- $"" K2>S$ & 产 后 不 同 时 间 分 别 有 !$/!h,
a%/!h,,"/"h, ,,/"h的个体脂肪供能比超过
)"h"呈逐渐升高趋势"分别有 )-/"h, -$/"h,
%!/!h,./!h的个体脂肪供能比在适宜的 -"hd
)"h之间&产后 不同 时 间 分 别 有 高 达 a$/"h,
a,/"h,,,/!h,.$/"h的个体碳水化合物的供能
比 低 于 !!h& 分 别 有 a!/"h, ,,/"h, ,./"h,
,a/!h的个体蛋白质摄入量达到 *7<#,! C$ ’

表 )#乳母产褥期动物性食品摄入量及其提供蛋白质的比例#0k-""$

\>MSA)#+B:@>S3??E :BG>KAENJ:BCWNAJWAJ>SV?@AB >BE :G;WJ?W?JG:?B ?3WJ?GA:B ;NWWSH

食物
第 - 天 第 a 天 第 )" 天 第 ." 天

摄入量
’#C’E$

提供蛋白
质比例’h

摄入量
’#C’E$

提供蛋白
质比例’h

摄入量
’#C’E$

提供蛋白
质比例’h

摄入量
’#C’E$

提供蛋白
质比例’h

畜肉类 -&-/! )"/a --$/! -./" --!/! )"/" --a/% )&/,

禽肉类 ,./a $/a %)-/a %"/a %%"/) %"/% !-/a $/"

奶及奶制品 -,/a ./! &-/% %"/, .!/& --/- %%./- )%/,

蛋类 $./" a/! ,a/, ./& a,/" ,/- !,/& $/a

鱼虾类 %a!/) --/. %a"/. -%/% %a$/& -%/! %-)/, %./%

##由表 & 可知"产后不同时间乳母的膳食纤维,钙,
碘摄入量达到 *7<的个体比例均小于 !h"维生素+,
维生素 b%,维生素 R,锌的摄入达到 *7<的个体比例
均小于 !"h&第 -天,第 a天,第 )" 天中"均有 a"h以
上的个体维生素 R摄入不足"第 ."天为 !a/!h"摄入

量均低于平均需要量#X+*$&产后不同时间乳母的叶
酸均有 !"h以上的个体摄入不足"摄入量低于 X+*&
产后第 - 天,第 a 天,第 )" 天中"均有 !"h以上的个
体尼克酸摄入高于可耐受最高摄入量#T9$"第 ." 天
存在 )!/"h的个体摄入高于 T9’

表 &#乳母产褥期营养素摄入的人群分布#0k-"""h$

\>MSA&#_:;GJ:MNG:?B ?3BNGJ:ABG:BG>KA:B S>2G>G:BC?3WNAJWAJ>SV?@AB

营养素
第 - 天 第 a 天 第 )" 天 第 ." 天

$*7< mX+* iT9 $*7< mX+* iT9 $*7< mX+* iT9 $*7< mX+* iT9

膳食纤维’C )/" ! ! &/! ! ! "/! ! ! )/! ! !

维生素 +’+C*X )&/" ! -)/" -,/" ! %&/! -)/" ! ./! ./! ! !/!

维生素 b% ’@C -./! &a/" "/" )%/" &"/! "/" ),/" )"/" "/" &%/! -&/! "/"

维生素 b- ’@C a"/! --/" ! ,-/" %%/! ! a"/! %,/" ! $a/" -&/" !

尼克酸’@C ,&/! ! !%/" .!/" ! $!/! .)/" ! !!/! .!/" ! )!/"

维生素 R’@C a/" ,!/! "/" %"/" ,"/" "/" ./" a$/! "/" -"/! !a/! "/"

维生素 X’@C,(\X .,/" ! ! ../" ! ! .,/! ! ! .a/" ! !

钙’@C -/! ! "/" %/! ! "/" )/! ! "/" %/" ! "/"

铁’@C a%/" ! %)/! ,&/" ! %)/" ,%/! ! %"/! a!/" ! )/!

锌’+C -a/" !a/" a/" )&/" &)/" $/" )!/! ),/" -/! &-/" &%/! $/"

硒’+C a./! -"/! &/! ."/! ./! %/! ,)/" %a/" "/! $a/" ))/" "/"

碘’+C "/" ! "/" "/! ! "/! "/! ! "/! %/" ! %/"

叶酸’@C_DX )-/" $"/" &/! )"/! !$/! )/! ))/" !)/! -/! -%/" $a/! "/!

注%!为未制定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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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妊娠后产妇需要充足的营养来补充生产过程

中的体力消耗"尤其是母乳喂养的产妇更应及时的
补充营养"保证乳汁的质和量’ -坐月子.是一种习
俗"大多民众在饮食上却错误的认为产妇补身子主
要吃鸡蛋,鸡汤,鱼汤,猪肝等畜肉类食物来 -下
奶.,补充营养"而这样的膳食结构是不合理的’ 调
查显示"厦门地区乳母的膳食结构与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 * %+比较"有一定的差距"主要呈现动物性食品
#奶类除外$,纯能量食品摄入偏高"豆及豆制品,奶
及奶制品,蔬菜,薯类摄入偏低’ 动物性食品固然
可以提供优质蛋白"然而摄入并非越多越好"食用
过多会导致脂肪的摄入量过高"增加消化系统和肾
脏的负担"也会造成肥胖 * )+ ’

能量的平均摄入量基本适宜"能量的营养素
来源显示脂肪的供能比较高,碳水化合物的供能
比较低"蛋白质摄入偏高"参照膳食指南 * %+有一定
的差距’ 各微量营养素中膳食纤维,钙,碘,维生
素 +,维生素 R,维生素 b% 的平均摄入量较低"维
生素 b-,尼克酸,维生素 X,铁,硒的平均摄入量较

高’ 研究 * &+表明"维生素 R可以促进铁的吸收"是
贫血的保护因素"因此乳母需要补充足量的维生
素 R"此次调查结果显示第 - 天,第 a 天,第)" 天,
第 ." 天中"分别有 ,!/!h,,"/"h,a$/!h,!a/!h
的个体维生素 R摄入处于缺乏状态"与蔬菜的摄
入量过少有关&乳母钙的摄入量不仅关系乳母本
身"也对乳汁的质量产生影响"研究 * )+表明"乳母
每天钙的消耗量为 % )"" d% &"" @C* !+ "且乳母每
天从乳汁中丢失 -""d)"" @C的钙"但四次不同时
间测量的钙平均摄入量均低于 *7<的 !"h"分析
得知"乳母豆及豆制品,奶及奶制品的摄入偏低是
其主要原因’

乳母能量的平均摄入量虽然接近 *7<"但产后
第 - 天,第 a 天,第 )" 天,第 ." 天"分别仅有
-)/"h,)"/"h,-%/!h,%"/!h的个体达到 *7<"说
明个体能量摄入差异较大&产后不同时间分别有
!$/!h,a%/!h,,"/"h,,,/"h的个体脂肪供能比超
过 )"h"乳母普遍存在脂肪摄入过多的现象&分别
有高达 a$/"h,a,/"h,,,/!h,.$/"h的个体碳水
化合物的供能比低于 !!h"谷类食物摄入较少是其
主要原因’ 产后不同时间乳母膳食纤维,钙,碘的

摄入量达到 *7<的个体比例均小于 !h"研究 * $+表
明"轻到中度的碘缺乏是婴儿认知障碍的主要原
因"孕妇体内的碘"除满足其自身需要外"还要向胎
儿输送以满足胎儿发育的需要"但此次调查结果显
示产后不同时间碘的摄入达到 *7<的个体比例分
别仅有 "/"h,"/!h,"/!h,%/"h"因此乳母需要重
视且增加富含碘的食物的摄入"如海带,紫菜等&也
有研究 * a+表明乳母锌缺乏易导致母乳喂养的婴幼
儿出现生长迟缓"调查显示锌的平均摄入量接近
*7<"而 产 后 不 同 时 间 分 别 有 !a/"h, &)/"h,
),/"h,&%/!h的个体处于锌缺乏状态"虽然乳母动
物性食品摄入过量"但动物性食品摄入的不合理"
如贝壳类食物摄入偏少"是导致锌缺乏的可能原因’

总之"本次调查显示"厦门市乳母的膳食结构
不合理"动物性食品摄入偏高,植物性食品摄入偏
少&营养素摄入不均衡"且部分微量营养素摄入偏
低’ 建议增加豆及豆制品,奶及奶制品,蔬菜,水
果,贝壳类食物的摄入"也可以选择营养补充剂的
摄入如碘,钙等"同时减少畜肉类,蛋类的摄入以达
到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目的’ 同时也需要临床工
作者对乳母进行宣教"告知乳母膳食摄入应遵循以
下原则%%$增加鱼,禽,蛋,瘦肉及海产品的摄入&
-$适当增饮奶类"多喝汤水&)$食物多样"不过量&
&$忌烟酒"避免喝浓茶和咖啡&!$科学运动和锻炼"
保持健康体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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