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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中国 18 岁及以上成年居民水果消费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评价成年居民水果的消费水平，为指

导中国成年居民水果合理消费和制定营养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长期追踪队列“中国健康与营养调

查”，将 1991、2000、2011、2018 年追访中有完整 3 天 24 小时膳食调查数据的 18 岁及以上成年居民作为研究对象，

共纳入 37 060 人。采用描述性分析和趋势性检验等方法分析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食回顾调查中的水果消费率、平

均每日水果消费量及水果消费的变化趋势，并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水果类推荐摄入量 200 g/d 进行比较，将其

作为评估消费量是否满足的标准。结果　中国成年居民水果消费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 1991 年的 11. 0% 增加至

2018 年的 47. 8%（P<0. 001）。水果消费人群的消费量中位数从 1991 年的 66. 7 g/d 增加至 2018 年的 88. 8 g/d。成

年居民人均每日水果的消费量从 1991 年的 10. 4 g 增加到 2018 年的 54. 0 g。水果消费具有城乡差异，以 2018 年

为例，城市和农村居民水果的平均消费量分别为 71. 6 g 和 41. 8 g，城市居民达到水果推荐量的占比高于农村居民

的两倍。结论　1991—2018 年中国成年居民水果消费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水果消费量有所增加，但仍远低于推

荐摄入量，城乡居民水果消费量存在明显差异。应进一步针对不同人群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增加水果的消费量，

树立均衡膳食的健康理念，改善居民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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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fruit consumption and its trends among Chinese adult residents 
aged 18 and above， an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fruit consumption among adult residents，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guiding the rational consumption of fruit among Chinese adult residents and formulating nutritional and health policies.
Methods　 Based on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 a long-term follow-up cohort of 37 060 adult 
residents aged 18 years and older with complete 3-day， 24-hour dietary survey data from the 1991， 2000， 2011 and 2018 
wave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Descriptive analyses and trend test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fruit consump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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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daily fruit consumption and the trend of fruit consumption in the consecutive 3-day 24-hour dietary review surveys， 
and to compare them with the recommended fruit intake of 200 g/d in the Dietary Guidelines for Chinese Residents.
Results　 The fruit consumption rate of adult residents in China generally showed an upward trend， increasing from 
11. 0% in 1991 to 47. 8% in 2018 （P<0. 001）.  The median consumption of the fruit-consuming population increased from 
66. 7 g/d in 1991 to 88. 8 g/d in 2018. The per capita daily fruit consumption of overall adult residents increased from 10. 4 g 
in 1991 to 54. 0 g in 2018.  Fruit consumption has urban-rural differences， the average fruit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2018 was 71. 6 and 41. 8 g， respectively， and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residents reaching the recommended amount of 
fruit was higher than twice that of rural residents. Conclusion　 Overall trend of fruit consumption rate among Chinese adult 
residents showed an upward trend during 1991 to 2018.  Fruit consumption has increased， but it is still far below the recommended 
intake with obvious urban-rural differences.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further targeted at different populations to increase 
fruit consumption， establish the health concept of a balanced diet， and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the population.
Key words： Fruit consumption； trends； adult residents

水果是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

（如多酚和类胡萝卜素）的重要来源［1］，水果中富含

的多种天然色素，具有强大和广谱的抗氧化作用，

在人体内可以起到多种有益作用，如清除自由基、

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抗癌和抗炎等［2］。研究表明经

常食用水果和其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患慢性病

的风险，摄入充足的水果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癌

症和全因死亡率［3］，高柑橘类水果的摄入可以有效

降低口腔癌和咽癌的患病风险［4］，浆果类水果中富

含的酚类化合物和有机酸对心血管疾病、癌症、阿

尔茨海默氏症等疾病的发生有预防的功效，还会对

心理健康产生有益影响［5］。

研究显示，世界范围内界定的 15 项不良饮食

习惯中，水果摄入不足是导致死亡的第三大膳食危

险因素［6］。研究显示，低水果摄入是我国居民心血

管代谢疾病死亡的第二大膳食危险因素，仅次于高

钠饮食［7］。《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指出，中国居

民应保证每天摄入 200~300 g 的新鲜水果，并且果

汁不能代替鲜果［8］。在 1991—2011 年期间，我国九

省（自治区）18~44 岁人群水果摄入量达到《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推荐摄入量的比例显著上升，但水果

平均摄入量仍低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摄

入量［9］。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全人群每日

水果的平均摄入量为（36±3）g/d，不同年龄阶段城

市、农村居民水果消费达到膳食指南推荐量的比例

仅为 2%~5%、1%~2%［10］。目前关于我国成年居民

水果消费长期变化特征的分析，缺乏基于队伍研究

的证据。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1、
2000、2011、2018 年 4 轮调查数据，描述我国成年居

民水果消费状况，分析水果消费的长期变化趋势。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

开展的一项长期追踪调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

查”（CHNS）。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

样方法，为同一人群的纵向追踪调查，具体研究方

案参见相关文献［11］。

1. 2　调查对象

选取 1991、2000、2011 和 2018 年 4 轮调查资料

中，有完整 3 天 24 小时膳食调查资料的 18 岁及以

上成年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纳入 7 930、8 902、
10 782、9 446 人，共计 37 060 名研究对象。

1. 3　调查方法

通过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食回顾调查获得调查

对象的食物消费信息。由统一培训并考核合格的

调查员连续 3 天（包括 2 个工作日和 1 个周末）在同

一时间段入户询问该调查户中家庭成员过去 24 h 内

三餐及零食的食用情况，并详细记录包括水果在内

所有食物的具体名称、摄入量、烹调方法、进餐地点

等信息。

1. 4　相关指标及计算方法

本 研 究 依 据《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2007［12］、

2016［13］、和 2022 版［8］中建议水果的推荐摄入量应≥
200 g/d，作为评价水果消费量是否达到标准参数，

并计算达到推荐摄入量的比例。

水果消费率计算方法：在每轮调查的 3 d 饮食

中消费了水果的成年居民均被认为是水果的消费

人群，并计算消费率的百分比。“水果消费人群”是

指分析数据中实际水果摄入量>0 的人群。

1. 5　质量控制

进行现场调查工作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各调查点均使用统一购买、相同品牌及型号的测量

工具，调查问卷和工作手册统一发放。调查结束

后，所有数据经培训合格后的人员使用统一的录入

程序进行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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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应用 SAS 9. 4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清理

和分析。利用描述性分析得出每轮调查中研究

对象的基本特征，并利用 χ 2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

利用消费量及消费率描述不同调查年份成年居

民水果消费状况。使用 Cochran-Armitage 趋势检

验分析其变化趋势。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 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本研究共纳入 37 060 名成年居民，其中男性

18 134 人，女性 18 926 人；18~44 岁、45~49 岁及 60 岁

以上居民分别占 46. 4%、29. 8% 和 23. 8%；农村人

群占比（61. 7%）高于城市（38. 3%）；小学及以下、初

中和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分别占 38. 0%、31. 7%
和 30. 3%。见表 1。

2. 2　成年居民水果消费变化趋势及水果消费人群

的消费状况

1991—2018 年，我国成年居民水果消费量虽有

波动，但整体呈明显的上升趋势（P<0. 001），全人均

消费量从 1991 年的 10. 4 g/d 增加到 2018 年的

54. 0 g/d，仍远低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摄入量

（200 g/d）。从不同分组来看，女性的水果消费量明

显高于男性，城市居民的水果消费量明显高于农村居

民。不同年龄、性别、居住地成年居民的水果消费率

均呈现上升趋势（P<0. 001）。从年龄分组来看，历年

中各年龄组成年居民水果消费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在 2011 年和 2018 年，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水果消

费率较高（P<0. 001）；与农村地区居民相比，城市地

区居民的水果消费率较高（P<0. 001）。见表 2~3。

在水果消费人群中，2018 年成年居民水果消费

量 中 位 数 为 88. 8 g/d，与 1991 年 相 比 增 加 了 约

22. 0 g/d（χ2=880. 8，P<0. 05）（表 4）。在 2018 年，从

年龄分组来看，45~59 岁水果消费人群的消费量较

高（P<0. 05）；与男性相比，女性水果消费人群的消

费量较高（P<0. 05）；与农村地区居民相比，城市地区

水果消费人群的消费量较高（P<0. 05）。见表 4。
2. 3　成年居民水果消费量与最低推荐量比较

按照 2007 年、2016 年和 2022 年《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推荐适宜水果摄入量（≥200 g/d）来看，1991—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n/(%)]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n/(%)]

特征

年龄/岁

性别

居住地

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度

合计

18~44
45~59
60~
男

女

城市

农村

低

中

高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1991 年

5 116（64.5）
1 644（20.7）
1 170（14.8）
3 783（47.7）
4 147（52.3）
2 770（34.9）
5 160（65.1）
2 643（33.3）
2 645（33.4）
2 642（33.3）
4 323（54.5）
2 269（28.6）
1 338（16.9）
7 930（100.0）

2000 年

4 832（54.3）
2 524（28.3）
1 546（17.4）
4 309（48.4）
4 593（51.6）
2 860（32.1）
6 042（67.9）
2 968（33.3）
2 968（33.3）
2 966（33.3）
4 079（45.8）
2 775（31.2）
2 048（23.0）
8 902（100.0）

2011 年

4 593（42.6）
3 683（34.2）
2 506（23.2）
5 487（50.9）
5 295（49.1）
4 692（43.5）
6 090（56.5）
3 593（33.3）
3 596（33.4）
3 593（33.3）
2 627（24.4）
3 720（34.5）
4 435（41.1）

10 782（100.0）

2018 年

2 667（28.2）
3 175（33.6）
3 604（38.2）
4 555（48.2）
4 891（51.8）
3 874（41.0）
5 572（59.0）
3 148（33.3）
3 150（33.4）
3 148（33.3）
3 043（32.2）
2 985（31.6）
3 418（36.2）
9 446（100.0）

合计

17 208（46.4）
11 026（29.8）

8 826（23.8）
18 134（48.9）
18 926（51.1）
14 196（38.3）
22 864（61.7）
12 352（33.3）
12 359（33.3）
12 349（33.3）
14 072（38.0）
11 749（31.7）
11 239（30.3）
37 060（100.0）

P
<0.001

<0.001
<0.001

1.000

<0.001

注：不同年份调查对象构成比较，年龄：χ2=2 970.5，P<0.001；性别：χ2=24.2，P<0.001；居住地：χ2=335.2，P<0.001；收入水平：χ2=0.000 9，P=1.000；
受教育程度：χ2=2 528.3，P<0.001

表 2　1991—2018 年中国成年居民水果消费量/（g/d）
Table 2　Fruit consumption by adult residents of China from 1991 to 2018/（g/d）

特征

年龄/岁

性别

居住地

18~44
45~59
60~
男

女

城市

农村

合计

1991 年

均数

10.7
10.8

8.6
9.7

11.1
17.3

6.7
10.4

中位数

0
0
0
0
0
0
0
0

2000 年

均数

17.7
18.7
20.0
17.5
19.3
28.0
13.9
18.4

中位数

0
0
0
0
0
0
0
0

2011 年

均数

92.8
84.4
85.4
78.6
98.2

105.4
75.0
88.2

中位数

33.3
0

25.8
0

50.0
66.7

0
20.0

2018 年

均数

50.3
57.8
53.5
45.0
62.4
71.6
41.8
54.0

中位数

0
0
0
0

23.1
36.8

0
0

β

2.7
2.4
2.0
2.0
2.7
2.8
2.0
2.4

P-trend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利用每轮调查中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食回顾法收集食物消费数据，分别计算个体平均每日水果摄入量（g/d）,文中描述的水果消费量与水果

摄入量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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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城市和农村居民达到最低推荐摄入量的比

例分别从 2. 1% 和 0. 7% 增加到 10. 5% 和 4. 8%，呈

显著上升趋势（P<0. 001），城市居民达到水果推荐

摄入量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但成年居民的水果

平均摄入量仍远低于推荐摄入量的最低值。见图 1。

3　讨论

饮食中水果摄入量低是造成中国成年人缺血

性脑卒中及出血和其他脑卒中伤残调整寿命年的

首要膳食风险因素，2018 年因水果摄入不足导致的

人群归因危险分数分别为 18. 1% 和 25. 2%［14］，对

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为家庭和社会

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既往研究表明，水果的足量

摄入，对其他心血管疾病具有保护作用［15］。相关研

究表明个体水果消费与 2 型糖尿病患病存在关联。

食用特定水果，尤其是蓝莓、葡萄和苹果，与较低的

2 型糖尿病患病风险显著相关［16］。

本研究发现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成年居民水

果消费率和消费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8 年成年居

民平均水果消费量为 54. 0 g/d，但仍低于膳食推荐

量。2015—2017 年中国居民营养监测数据显示，中

国城乡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水果的摄入量为 38. 1 g，
与 2010—2012 年相比（41. 0 g），城乡居民水果平均

摄入量略有下降［17］。队列研究数据与营养监测结果

均提示我国居民水果摄入量明显偏低。自 1990 年

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居民各类食物资源供应

充足，但在此背景下，2018 年针对调查对象的研究

结果显示，水果消费量相比于 2011 年有一定程度

上的降低，可能受到居民的消费习惯、食物价格、饮

食偏好、供给结构、宣传教育等各方面的综合影

响［18］。居民对于就餐方式的选择可能对营养摄入、

饮食结构产生直接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以及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我国居民在外

就餐的比例逐渐升高，而在外就餐居民更倾向于消

费禽畜肉、甜点和面制品等食物，水果的消费量则

较低［19］，这可能也对水果的整体消费量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其次，农村居民水果消费量低于城市居

民，而在本研究中 2018 年参与调查的农村居民比

例相较于 2011 年有所增加，且各类水果价格的增

长也可能是农村居民摄入量减少的主要原因［10］。

此外，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我国预包装食品的消费量不断增加，可能也

会造成居民水果消费比例的下降［20］。

水果虽然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

和其他国家研究均显示，水果摄入不达标的问题普

遍存在。本研究结果显示，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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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18 年中国成年居民水果消费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吴晓宇，等

果最低推荐摄入量（200 g/d）为标准，2018 年成年居

民 水 果 消 费 达 到 最 低 推 荐 摄 入 量 的 比 例 仅 为

7. 1%。不同性别、居住地居民的水果消费率存在显

著差异，农村地区居民和成年男性水果摄入量偏低

的问题尤为明显，可能与生活方式、购买途径、饮食

结构等相关。美国《国家水果蔬菜指标报告（2018）》
中指出，只有 12. 2% 的美国成年人达到了每日水果

摄入的推荐量［21］。世界各国的膳食指南中也均有

提出增加水果摄入量的建议，在 2020—2025 美国

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水果是健康饮食模式的核心

要素之一，并强调摄入完整水果［22］。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的最新膳食指南中也指出，强烈建议成年人每

天应至少摄入 400 g 的蔬菜和水果［23］。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水果摄入评估采用

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食回顾法，可能存在回忆偏倚，

并且无法反映个体的长期食物消费情况。此外，本

研究调查项目的调查时间主要集中在夏秋季，可能

存在季节消费差异。

综上所述，我国成年居民水果消费量仍处于较

低水平，在相关膳食干预和健康促进行动中，应更

加关注农村居民和男性居民，对居民水果消费进行

科学指导，改善居民的膳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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