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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营养

我国 3 岁及以上城市居民焙烤食品消费量及其游离糖摄入评估

屈鹏峰 1,栾德春 2,张彤薇 1,潘峰 1,梁江 1,刘爱东 1,李建文 1

(1.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100022;
  

2.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辽宁
 

沈阳 　 110001)

摘 　 要:目的 　 了解我国 3 岁及以上城市居民焙烤食品消费量、来源于焙烤食品游离糖摄入量及其供能比。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我国 18 个省,采用非连续 3 天 24 小时回顾方法,收集

13
 

083 名 3 岁及以上城市居民的焙烤食物消费量。 焙烤食品糖含量数据来源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开展

的焙烤食品专项监测数据。 采用简单分布评估方法计算我国 3 岁及以上城市居民通过焙烤食品的糖摄入量及供

能比。 结果　 我国 3 岁及以上城市居民(一般人群)的焙烤食品消费率为 24. 11%,女性略高于男性,分别为 25. 69%
和 22. 42%。 随年龄增加,各年龄组焙烤食品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3 ~ 5 岁组最高为 39. 09%,60 岁以上组最低,为
17. 57%。 一般人群焙烤食品平均消费量为 10. 25

 

g / d,女性(10. 58
 

g / d)略高于男性(9. 92
 

g / d);各年龄组焙烤食品平

均消费量最高为 13 ~ 17 岁组(16. 36
 

g / d),6 ~ 12 岁组和 3 ~ 5 岁组次之,分别为 15. 22
 

g / d 和 13. 25
 

g / d。 一般人群通

过焙烤食品游离糖的平均摄入量为 1. 54
 

g / d,平均供能比为 0. 37%(0. 37% TE),女性(1. 60
 

g / d,0. 41% TE)高于男性

(1. 47
 

g / d,0. 33%TE);各年龄组,13 ~ 17 岁组游离糖摄入量最高,为 2. 21
 

g / d(0. 52%TE),6 ~ 12 岁组和 3 ~ 5 岁组摄入

量次之,分别为 2. 14
 

g / d(0. 59%TE)和 1. 94
 

g / d(0. 65%TE)。 焙烤食品消费人群平均供能比为 1. 53%TE(1. 43%TE ~
1. 67%TE),焙烤食品消费人群的高消费者(P 95)为 3. 86%。 一般人群,通过面包和糕点摄入的游离糖平均值分别为

0. 68
 

g / d 和 0. 73
 

g / d,远高于饼干(0. 13
 

g / d)。 结论　 我国 3 岁及以上城市居民一般人群,女性的焙烤食品消费率、
游离糖摄入量、游离糖供能比均高于男性,通过焙烤食品摄入的游离糖水平较低。 焙烤食品减糖时,建议重点关注

3 ~ 5 岁、6 ~ 12 岁、13 ~ 17 岁人群,重点关注面包和糕点这两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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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nsumption,
 

free
 

sugar
 

intake
 

and
 

its
 

energy
 

proportion
 

ration
 

of
 

baked
 

food
 

among
 

urban
 

residents
 

aged
 

3
 

and
 

above
 

in
 

China.
 

Methods　 According
 

to
 

stratified
 

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consumption
 

of
 

baked
 

food
 

of
 

13
 

083
 

people
 

aged
 

3
 

and
 

above
 

in
 

18
 

provinces
 

in
 

China
 

by
 

three
 

non-
consecutive

 

24
 

h
 

dietary
 

recalls.
 

The
 

data
 

of
 

sugar
 

content
 

in
 

baked
 

food
 

comes
 

from
 

the
 

special
 

monitoring
 

of
 

baked
 

food
 

carried
 

out
 

by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The
 

simple
 

distribution
 

model
 

was
 

used
 

to
 

calculate
 

individual
 

free
 

sugar
 

intake
 

and
 

its
 

energy
 

proportion
 

ratio
 

of
 

baked
 

food
 

per
 

day.
 

Results　 The
 

consumption
 

rate
 

of
 

baked
 

foods
 

of
 

urban
 

residents
 

aged
 

3
 

years
 

and
 

above
 

in
 

China
 

was
 

24. 11% ,
 

with
 

that
 

of
 

women
 

(25. 69% )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 22. 42% ) .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rate
 

of
 

baked
 

foods
 

in
 

all
 

age
 

groups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with
 

the
 

highest
 

consumption
 

rate
 

in
 

the
 

group
 

of
 

3-5
 

years
 

old
 

( 39. 09% ) ,
 

and
 

the
 

lowest
 

consumption
 

rate
 

in
 

the
 

group
 

of
 

over
 

60
 

years
 

old
 

( 17. 57% ) .
 

The
 

average
 

consumption
 

of
 

baked
 

foods
 

in
 

general
 

population
 

was
 

10. 25
 

g / d,
 

which
 

was
 

slightly
 

higher
 

in
 

women
 

than
 

that
 

in
 

men
 

( 10. 58
 

g / d
 

and
 

9. 92
 

g / d,
 

respectively) ; the
 

average
 

consumption
 

of
 

baked
 

foods
 

in
 

13-17
 

years
 

old
 

group
 

was
 

the
 

highest,
 

which
 

was
 

16. 36
 

g / d,
 



我国 3 岁及以上城市居民焙烤食品消费量及其游离糖摄入评估———屈鹏峰,等 —333　　 —

followed
 

by
 

6-12
 

years
 

old
 

group
 

and
 

3-5
 

years
 

old
 

group,
 

which
 

were
 

15. 22
 

g / d
 

and
 

13. 25
 

g / d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free
 

sugar
 

intake
 

via
 

baked
 

foods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
 

was
 

1. 54
 

g / d,
 

and
 

its
 

energy
 

proportion
 

ratio
 

was
 

0. 37%
 

(0. 37% TE) ,
 

which
 

was
 

higher
 

in
 

women
 

than
 

that
 

of
 

men
 

(1. 60
 

g / d,
 

0. 41% TE,
 

1. 47
 

g / d,
 

0. 33%
 

TE,
 

respectively) ;
The

 

highest
 

intake
 

of
 

free
 

sugar
 

was
 

2. 21
 

g / d
 

(0. 52%
 

TE)
 

in
 

13-17
 

years
 

old
 

group,
 

followed
 

by
 

2. 14
 

g / d
 

(0. 59% TE)
 

in
 

6-12
 

years
 

old
 

group
 

and
 

1. 94
 

g / d
 

(0. 65%
 

TE)
 

in
 

3-5
 

years
 

old
 

group.
 

The
 

average
 

energy
 

proportion
 

ratio
 

of
 

baked
 

foods
 

among
 

consumers
 

was
 

1. 53% TE
 

(1. 43% TE-1. 67% TE) ,
 

and
 

the
 

P 95
 value

 

of
 

consumers
 

was
 

3. 86% .
 

The
 

average
 

free
 

sugar
 

intake
 

of
 

general
 

population
 

via
 

bread
 

and
 

pastry
 

was
 

0. 68
 

g / d
 

and
 

0. 73
 

g / d
 

respectively,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biscuit
 

0. 13
 

g / d.
 

Conclusion 　 The
 

consumption
 

rate,
 

free
 

sugar
 

intake
 

and
 

free
 

sugar
 

energy
 

proportion
 

ratio
 

via
 

baked
 

foods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aged
 

3
 

and
 

above
 

were
 

all
 

higher
 

in
 

woman
 

than
 

men,
 

and
 

the
 

level
 

of
 

free
 

sugar
 

intake
 

through
 

baked
 

food
 

was
 

low.
 

When
 

it
 

comes
 

to
 

reducing
 

the
 

sugar
 

content
 

of
 

baked
 

foods,
 

it
 

is
 

suggested
 

to
 

focus
 

on
 

the
 

people
 

aged
 

3-5,
 

6-12
 

and
 

13-17,
 

and
 

focus
 

on
 

bread
 

and
 

pa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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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离糖是指食品生产加工、食品餐饮制作或消

费者在家烹调过程中添加到食品和饮料中的单糖

和二糖,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和果汁浓

缩物中 的 糖 类 [ 1] , 广 泛 用 于 烹 调 和 食 品 生 产 加

工 [ 2] ,因过量摄入糖与肥胖、2 型糖尿病、龋齿等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受到世界卫生组织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和各国专业领域高度关

注 [ 3-7] 。 WHO 推荐儿童和成年人的游离糖摄入量

应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 10%以下,有条件时最好低

于总能量的 5% [ 3] ; 欧洲一些国家 [ 8] 、 美国 [ 9] 、 日

本 [ 10] 等都制定了相应糖的推荐摄入量,《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 2016 年) 》 [ 2] 推荐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

超过总能量的 10%,最好不超过总能量的 5%。
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对糖摄入量进行了评

估, 结 果 表 明, 焙 烤 食 品 是 糖 的 重 要 来 源 之

一 [ 9,11-13] 。 在我国,焙烤食品是市售产品中总糖含

量较多的食品之一 [ 14] ,但焙烤食品游离糖的摄入系

统评估研究甚少。 本文对我国 3 岁及以上城市居民

的焙烤食品消费情况,以及通过焙烤食品摄入糖的

量及相应供能比进行分析,旨在为我国全民健康政

策有效实施和减糖精准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1. 1. 1　 数据来源

焙烤食品消费量数据来源于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 “ 2018 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
3 岁及以上人群消费量数据。 焙烤食品游离糖的含

量数据来源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开展的

焙烤食品专项监测数据 [ 14] 。
1. 1. 2　 调查对象

“2018 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 采用多阶

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北京

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黑龙江省、江苏

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

省、广东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

省 18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抽取 32 个城市调查

点,每个调查点抽取 120 户,抽中户中所有 3 岁及以

上居民,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确定为调查对象。 采用

非连续 3 天 24 小时回顾方法收集 13
 

083 名调查对

象的焙烤食物消费量。
1. 2　 方法

1. 2. 1　 数据处理与分析

焙烤食品消费量异常值采用按年龄分组,以中

位数±3 倍四分位间距作为离群值辅助判断标准,结
合地域消费习惯进行识别。 调查对象分成 3 ~ 5 岁、
6 ~ 12 岁、13 ~ 17 岁、18 ~ 29 岁、30 ~ 44 岁、45 ~ 59
岁、≥60 岁 7 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分男性和女性。
1. 2. 2　 焙烤食品的消费率

非连续 3
 

d 中吃过任何一种焙烤食品,即纳入

消费率计算。 计算公式为:焙烤食品的消费率 = 吃

过任何一种焙烤食品的人数 / 总人数。
1. 2. 3　 焙烤食品糖的摄入量及供能比的计算

根据焙烤食品中糖含量结果 [ 14] ,采用简单分布

评估方法计算个体通过焙烤食品的糖摄入量 ( 公

式 1)及提供的能量比( 公式 2) 。 个体摄入的总能

量采用“2018 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 13
 

083
名调查对象的个体食物消费量和《中国食物成分表

2002》 [ 15] (杨月欣等,2002,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
《中国食物成分表 2004》 [ 15] ( 杨月欣,2004,北京大

学医学出版社)中食物能量数据计算得出。
焙烤食品中游离糖摄入量公式为

焙烤食品糖摄入量 = ∑
n

i = 1
(F i × C i) (1)

　 　 焙烤食品游离糖的供能比,公式为

TE% =
∑

n

i = 1
(F i × C i) × 4

 

kcal / g

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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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E%为个体供能比,F i 为第 i 种焙烤食品消费

量,C i 为第 i 种焙烤食品的糖含量,TE 为个体摄入

总能量。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 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描述采用均值、 中位数 ( P 50 ) 、 第 95 百分位数

( P 95 ) ;不同性别、年龄组焙烤食品消费量、糖摄入量

和糖供能比的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018 年调查对象共 13
 

083 人,其中男性 6
 

326
人,占比 48. 35%,女性 6

 

757 人,占比 51. 65%。 基

本情况见表 1。

表 1　 2018 年中国城市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Table

 

1　 Basic
 

composition
 

of
 

survey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in
 

2018 / %
年龄组
/ 岁

男 女 合计

3 ~ 5 303 ( 4. 79) 270 ( 4. 00) 573 ( 4. 38)
6 ~ 12 692 ( 10. 94) 595 ( 8. 81) 1

 

287 ( 9. 84)
13 ~ 17 269 ( 4. 25) 242 ( 3. 58) 511 ( 3. 91)
18 ~ 29 637 ( 10. 07) 800 ( 11. 84) 1

 

437 ( 10. 98)
30 ~ 44 1

 

676 ( 26. 49) 1
 

908 ( 28. 24) 3
 

584 ( 27. 39)
45 ~ 59 1

 

821 ( 28. 79) 1
 

986 ( 29. 39) 3
 

807 ( 29. 10)
≥60 928 ( 14. 67) 956 ( 14. 15) 1

 

884 ( 14. 40)
合计 6

 

326 ( 100. 00) 6
 

757 ( 100. 00) 13
 

083 ( 100. 00)

2. 2　 焙烤食品消费率

如表 2 所示,2018 年我国 3 岁以上城市居民的

焙烤食品消费率为 24. 11%,女性略高于男性,分别

为 25. 59%和 22. 42%。 随着年龄增加,各年龄组焙

烤食品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3 ~ 5 岁组最高为

39. 09%,60 岁以上组最低,为 17. 57%;各年龄组,
女性焙烤食品消费率均略高于男性。
2. 3　 焙烤食品的消费量

如表 3 所示,2018 年我国 3 岁以上城市居民的

焙 烤 食 品 平 均 消 费 量 为 10. 25
 

g / d, 女 性

(10. 58
 

g / d)显著高于男性(9. 92
 

g / d) ,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H = 14. 66,P< 0. 05) ;各年龄组焙烤食品

消费量均值, 13 ~ 17 岁组最高, 为 16. 36
 

g / d; 6 ~
12 岁组和 3 ~ 5 岁 组 次 之, 分 别 为 15. 22

 

g / d 和

13. 25
 

g / d;60 岁及以上组最低,为 6. 97
 

g / d,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H = 271. 62,P<0. 05) 。
2. 4　 不同类型焙烤食品的消费量

2018 年一般人群面包、饼干和糕点的消费量分

别为 5. 96、 0. 78、 3. 51
 

g / d,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943. 02,P< 0. 05) ( 表 4) ;2018 年消费人群面

包、饼 干 和 糕 点 的 消 费 量 分 别 为 24. 73、 3. 23、

　 　 　 　表 2　 2018 年中国城市一般人群的焙烤食品消费率

Table
 

2　 Consumption
 

rate
 

of
 

baked
 

foods
 

among
 

general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8

人群组 性别 n
面包
/ %

饼干
/ %

糕点
/ %

焙烤食品
合计 / %

一般人群

3 ~ 5 岁

6 ~ 12 岁

13 ~ 17 岁

18 ~ 29 岁

30 ~ 44 岁

45 ~ 59 岁

≥60 岁

合计 13
 

083 13. 54 3. 15 10. 60 24. 11
男性 6

 

326 12. 74 3. 10 9. 50 22. 42
女性 6

 

757 14. 30 3. 20 11. 63 25. 69
小计 573 20. 59 11. 52 17. 10 39. 09
男性 303 20. 46 12. 21 13. 86 36. 96
女性 270 20. 74 10. 74 20. 74 41. 48
小计 1

 

287 24. 09 5. 59 13. 60 35. 66
男性 692 23. 99 6. 21 12. 43 34. 83
女性 595 24. 20 4. 87 14. 96 36. 64
小计 511 23. 68 3. 91 10. 96 33. 66
男性 269 21. 19 3. 72 9. 29 29. 74
女性 242 26. 45 4. 13 12. 81 38. 02
小计 1

 

437 15. 24 3. 13 9. 53 24. 91
男性 637 13. 97 2. 20 8. 95 22. 61
女性 800 16. 25 3. 88 10. 00 26. 75
小计 3

 

584 14. 54 2. 51 10. 30 24. 50
男性 1

 

676 13. 01 2. 09 9. 07 21. 96
女性 1

 

908 15. 88 2. 88 11. 37 26. 73
小计 3

 

807 9. 72 1. 92 9. 32 19. 23
男性 1

 

821 9. 17 1. 81 8. 24 17. 85
女性 1

 

986 10. 22 2. 01 10. 32 20. 49
小计 1

 

884 6. 00 2. 44 10. 46 17. 57
男性 928 5. 06 2. 59 9. 59 15. 95
女性 956 6. 90 2. 30 11. 30 19. 14

表 3　 2018 年中国城市一般人群的焙烤食品消费量

Table
 

3　 Consumption
 

of
 

baked
 

foods
 

among
 

general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8
 

类别 人群分组
一般人群( g / d)

均值 P 50 P 95
H 值 P 值

性别

年龄 / 岁

合计

男性 9. 92 0. 00 60. 00
女性 10. 58 0. 00 60. 00
3 ~ 5

 

13. 25 0. 00 66. 67
6 ~ 12

 

15. 22 0. 00 66. 67
13 ~ 17

 

16. 36 0. 00 83. 33
18 ~ 29

 

11. 26 0. 00 66. 67
30 ~ 44

 

10. 79 0. 00 60. 00
45 ~ 59

 

8. 07 0. 00 50. 00
≥60

 

6. 97 0. 00 46. 67
— 10. 25 0. 00 60. 00

14. 66 0. 00

271. 62 0. 00

— —

表 4　 2018 中国城市一般人群不同类型焙烤食品消费量

Table
 

4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baked
 

foods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8

焙烤食品
一般人群消费量( g / d)

均值 P 50 P 95

面包 5. 96 0. 00 43. 33

饼干 0. 78 0. 00 0. 00

糕点 3. 51 0. 00 30. 00

H = 943. 02,P = 0. 00

14. 59
 

g / d,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 = 1
 

456. 05,P<

0. 05) (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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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8 中国城市消费人群不同类型焙烤食品消费量

Table
 

5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baked
 

foods
 

among
 

consumers
 

in
 

China
 

in
 

2018

焙烤食品
消费人群消费量( g / d)

均值 P 50 P 95

面包 24. 73 16. 66 86. 66

饼干 3. 23 0. 00 26. 66

糕点 14. 59 0. 00 60. 00
H = 1

 

456. 05,P = 0. 00

2. 5　 焙烤食品游离糖的摄入量

2018 年一般人群通过焙烤食品的游离糖摄入量

为 1. 54
 

g / d,女性(1. 60
 

g / d)高于男性(1. 47
 

g / d),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 = 15. 93,P<0. 05);各年龄组,
13 ~ 17 岁 组 游 离 糖 摄 入 量 最 高, 为 2. 21

 

g / d;
6 ~ 12 岁组和 3 ~ 5 岁组次之,分别为 2. 14

 

g / d 和

1. 94
 

g / d;45 ~ 59 岁组和 60 岁及以上组最低,分别

为 1. 27
 

g / d 和 1. 19
 

g / d,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 =
253. 75,P<0. 05) (表 6) 。

表 6　 2018 年一般人群焙烤食品游离糖摄入量

Table
 

6　 Free
 

sugar
 

intake
 

via
 

baked
 

foods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
 

in
 

2018
 

类别 分组
游离糖摄入量( g / d)

均值 P 50 P 95
H 值 P 值

性别

年龄 / 岁

合计

男性 1. 47 0. 00 8. 61
女性 1. 60 0. 00 9. 36
3 ~ 5 1. 94 0. 00 8. 94

6 ~ 12
 

2. 14 0. 00 10. 16
13 ~ 17

 

2. 21 0. 00 10. 57
18 ~ 29

 

1. 59 0. 00 8. 61
30 ~ 44

 

1. 60 0. 00 9. 14
45 ~ 59

 

1. 27 0. 00 8. 61
≥60

 

1. 19 0. 00 8. 43
— 1. 54 0. 00 8. 95

15. 93 0. 00

253. 75 0. 00

— —

　 　 2018 年一般人群通过焙烤食品的游离糖平均

供 能 比 为 0. 37%, 女 性 ( 0. 41%) 高 于 男 性

(0. 33%) ,差异具有统 计 学 意 义 ( H = 22. 76, P <
0. 05) ;不同年龄组游离糖供能比范围为 0. 28% ~
0. 65%, 其 中 3 ~ 5 岁 组 游 离 糖 供 能 比 最 高

(0. 65%) ,6 ~ 12 岁组和 13 ~ 17 岁组次之,分别为

0. 59%和 0. 52%,各年龄组游离糖供能比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H = 291. 63,P<0. 05) (表 7) 。
消费人群焙烤食品的游离糖平均供能比为

1. 53%,女性(1. 59%)高于男性( 1. 46%)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H = 8. 12,P<0. 05) ;不同年龄组游离糖

平均供能比范围在 1. 43% ~ 1. 67%,组间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H = 12. 23,P = 0. 06) (表 8) 。
2. 6　 不同类型焙烤食品游离糖摄入量

2018 年一般人群通过糕点摄入的游离糖最高

( 0. 73
 

g / d ) , 面 包 次 之 ( 0. 68
 

g / d ) , 饼 干 最 低

(0. 13
 

g / d)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H = 2
 

685. 50,

　 　 　 　表 7　 2018 年一般人群焙烤食品游离糖供能比

Table
 

7　 Energy
 

proportion
 

ration
 

of
 

free
 

sugar
 

via
 

baked
 

foods
 

in
 

general
 

population
 

in
 

2018
 

类别 分组
供能比( TE% )

均值 P 50 P 95
H 值 P 值

性别

年龄 / 岁

合计

男性 0. 33 0. 00 1. 97
女性 0. 41 0. 00 2. 40
3 ~ 5

 

0. 65 0. 00 3. 12
6 ~ 12

 

0. 59 0. 00 2. 75
13 ~ 17

  

0. 52 0. 00 2. 68
18 ~ 29

 

0. 36 0. 00 2. 05
30 ~ 44

 

0. 36 0. 00 2. 10
45 ~ 59

 

0. 28 0. 00 1. 91
≥60

 

0. 29 0. 00 2. 01
— 0. 37 0. 00 2. 21

22. 76 0. 00

291. 63 0. 00

— —

表 8　 消费人群各年龄组焙烤食品游离糖供能比

Table
 

8　 Energy
 

proportion
 

ration
 

of
 

free
 

sugar
 

via
 

baked
 

food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consumers
 

in
 

2018
 

类别 分组
消费人群供能比( TE% )
均值 P 50 P 95

H 值 P 值

性别

年龄 / 岁

合计

男性 1. 46 1. 17 3. 60
女性 1. 59 1. 27 3. 97
3 ~ 5

 

1. 66 1. 33 4. 11
6 ~ 12

 

1. 65 1. 31 4. 24
13 ~ 17

 

1. 55 1. 31 3. 49
18 ~ 29

 

1. 43 1. 17 3. 63
30 ~ 44

 

1. 47 1. 19 3. 59
45 ~ 59

 

1. 48 1. 22 3. 57
≥60

 

1. 67 1. 23 4. 54
— 1. 53 1. 23 3. 86

8. 12 0. 00

12. 23 0. 06

— —

P<0. 05) ,详见表 9。 一般人群不同类型焙烤食品

游离糖供能比,糕点和面包最高,分别为 0. 17% 和

0. 16%,饼干最低 ( 0. 0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912. 75,P<0. 05) ,详见表 10。

表 9　 2018 年一般人群不同类型焙烤食品游离糖摄入量

Table
 

9　 Free
 

sugar
 

intake
 

via
 

different
 

baked
 

foods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
 

in
 

2018

焙烤食品
游离糖摄入量( g / d)

均值 P 50 P 95

面包 0. 68 0. 00 4. 89
饼干 0. 13 0. 00 0. 00
糕点 0. 73 0. 00 5. 59

H = 2
 

685. 50,P = 0. 00

表 10　 2018 年一般人群不同类型焙烤食品游离糖供能比

Table
 

10　 Energy
 

proportion
 

ration
 

of
 

free
 

sugar
 

via
 

different
 

baked
 

foods
 

in
 

general
 

population
 

in
 

2018

焙烤食品
供能比( TE% )

均值 P 50 P 95

面包 0. 16 0. 00 1. 23
饼干 0. 03 0. 00 0. 00
糕点 0. 17 0. 00 1. 39

H = 912. 75,P = 0. 00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 2018 年我国 3 岁及以上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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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消费量调查数据,首次对一般人群和各年龄

性别组人群的焙烤食品的消费率、消费量,以及焙

烤食品游离糖的摄入量进行了系统评估。 研究表

明,一般人群及各年龄性别组的焙烤食品消费率,
女性均高于男性,提示女性较男性更偏爱焙烤食

品。 3 ~ 5 岁组、6 ~ 12 岁组、13 ~ 17 岁组焙烤食品消

费率高于 18 岁及以上各组,提示焙烤食品可能更受

青少年组喜爱。 本研究 18 ~ 59 岁居民,焙烤食品平

均消费率为 22. 28% ( 1
 

967 / 8
 

828) ,与张继国等 [ 17]

研究的我国 2015 年 18 ~ 59 岁成人居民焙烤食品消

费率 ( 18. 2%) 相比,焙烤食品消费率有所上升,可

能与烘焙食品口味不断丰富及居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升,焙烤食品作为休闲类食品消费比重不断提升

有关。
各年龄组焙烤食品消费量均值,13 ~ 17 岁、6 ~

12 岁两个年龄组消费量值接近,高于其他年龄组,
结果与李建文等 [ 18] 2014 年研究结果相似。 一般人

群焙烤食品游离糖无论是摄入量还是供能比,3 ~
5 岁、6 ~ 12 岁、13 ~ 17 岁组均位列前三,结合焙烤食

品是游离糖 / 添加糖的重要来源 [ 9,11-12] ,提示在今后

的焙烤食品减糖行动中,未成年人应重点关注。 此

外,无论游离糖平均摄入量还是供能比,面包和糕

点均远高于饼干,提示若焙烤食品考虑减糖,相对

于饼干,面包和糕点是更应关注的种类。 以上结

果,可为今后我国业界开展相应减糖行动提供一定

的参考。
尽管本研究中一般人群各年龄组焙烤食品游

离糖供能均未超过 0. 70%,一般人群的高消费者供

能比为 2. 21%,但消费人群的高消费者, 3 ~ 5 岁、
6 ~ 12 岁组及≥60 岁组已接近 5%,即 WHO 提出的

倡议推荐值 [ 3] 。 在美国,添加糖主要来源的前 10 类

食物中,焙烤食品是添加糖主要来源之一;在 2 ~
8 岁组,焙烤食品添加糖供能比占这 10 类食物中添

加糖供能比的第 2 位(供能比范围为 13% ~ 17%) ;
而在 9 ~ 18 岁组中,焙烤食品添加糖供能比占这 10
类食物中添加糖供能比的范围为 8% ~ 14% [ 9] 。 需

要说明的是,美国把焙烤食品和面包分成 2 个食品

类别,如果把面包也列入焙烤食品类别,则添加糖

能供能高于现在的供能百分比。 欧盟 11 个国家,总
糖占 膳 食 供 能 比, 儿 童 组 高 于 成 年 组 ( 儿 童 组

15. 6% ~ 25. 8%,成人组 16. 7% ~ 20. 5%) ,其中甜制

品(包括蛋糕、饼干、面包及冰激凌等) 是总糖摄入

的主要来源;其中,在成人组中,甜制品中的总糖含

量占含糖食品中总糖的范围为 27% ~ 38%,而在儿

童中,其范围为 31% ~ 38% [ 17] 。 因此,如果我国焙

烤食品消费率持续上升,3 ~ 5 岁组、6 ~ 12 岁组这一

群体的焙烤食品游离糖摄入状况值得持续关注。
通过本研究,基本了解了我国 3 岁以上城市居

民焙烤食品消费量、游离糖摄入量及其供能比,但

本次评估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例如,游离糖含

量数据未能覆盖所有焙烤食品小类,含量数据和消

费量数据存在一定时效性差异等,均可能对评估结

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本研究未考虑其他食物

来源的游离糖,下一步将对其他含糖食品进行详细

分析和评估。
志谢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

相关单位全部调查员及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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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营养

6 省餐馆菜品盐等调味品使用现况分析

魏楠 1,杜文雯 1,张继国 1,欧阳一非 1,李园 2,丁靖敏 2,张普洪 2,王惠君 1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北京 　 100050;
 

2. 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北京 　 100600)

摘 　 要:目的　 分析 6 省餐馆菜品中盐等调味品的使用现况,包括盐等调味品在餐馆菜品中的使用率、使用量及其

钠贡献率。 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英减盐行动-餐馆减盐项目”基线调查中 192 家餐馆 8
 

127 道菜品的成分信息,使用

中位数及四分位数描述菜品中盐等调味品的使用量及其钠含量。 采用 χ2 检验比较盐等调味品在菜品中使用率的差

异,采用 Kruskal-Wallis 非参数检验比较使用量的差异。 结果　 6 省调查餐馆菜品中盐等调味品的使用率达到 50%和

25%以上,菜 品 中 盐、鸡 精 / 味 精、鸡 粉、酱 油、其 他 调 味 品 用 量 的 中 位 数 分 别 为 0. 82
 

g / 100
 

g、 0. 86
 

g / 100
 

g、
1. 42

 

g / 100
 

g、3. 66
 

g / 100
 

g。 菜品总钠和盐、鸡精 / 味精 / 鸡粉、酱油、其他调味品的钠含量中位数分别为 505. 89
 

mg /

100
 

g、322. 22
 

mg / 100
 

g、106. 72
 

mg / 100
 

g、86. 46
 

mg / 100
 

g、2. 57
 

mg / 100
 

g。 餐馆菜品钠主要来源于调味品 (85% ~

90%),其中盐为调味品中钠贡献率最高的调味品,占比为 32% ~ 58%。 不同省份盐等调味品的使用率和用量皆有差

异。 结论　 不同省份餐馆菜品盐等调味品使用情况不同,应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减盐同时兼顾减少其他调味品使

用,从而控制餐馆菜品总钠量。

关键词:餐馆菜品;
 

调味品;
 

钠含量;
 

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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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use
 

of
 

salt
 

and
 

condiments
 

in
 

restaurant
 

dishes
 

in
 

6
 

provinces,
 

including
 

the
 

use
 

rate,
 

usage
 

amount
 

and
 

sodium
 

contribution
 

rate
 

of
 

salt
 

and
 

condiments.
 

Methods　 The
 

data
 

is
 

from
 

the
 

composition
 

information
 

of
 

8127
 

dishes
 

in
 

192
 

restaurants
 

in
 

the
 

baseline
 

survey
 

of
 

“ Action
 

on
 

Salt
 

China-Restaurant
 

Salt
 

Reduction
 

Project” .
 

The
 

median
 

and
 

quartiles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use
 

of
 

salt
 

and
 

condiments
 

in
 

dishes
 

and
 

its
 

sodium
 

content.
 

The
 

usage
 

rates
 

of
 

salt
 

and
 

condiments
 

in
 

dishes
 

were
 

compared
 

by
 

chi-square
 

test,
 

and
 

the
 

usage
 

was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using
 

Kruskal-Wallis
 

nonparametric
 

test.
 

Results　 The
 

usage
 

rates
 

of
 

salt
 

and
 

condiments
 

in
 

the
 

surveyed
 

dishes
 

exceed
 

50%
 

and
 

25%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amounts
 

of
 

salt,
 

chicken
 

essence / MSG,
 

chicken
 

powder,
 

so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