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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中国成年居民肉类消费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 2018 年调

查数据，选取有完整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食数据和人口经济特征数据的 11 190 名 18 岁及以上成年居民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 Kruskal-Wallis 及 Wilcoxon rank-sum 非参数检验对不同特征研究对象的肉类消费量进行组间差异检验，

采用 χ2 检验比较不同特征研究对象的肉类消费率，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对象的肉类消费影响因

素，将肉类消费量低于或高于肉类推荐摄入量（40~75 g/d）者判定为肉类消费偏低或偏高。结果　研究对象肉类消

费量 P50（P25，P75）为 78. 4 g/d （30. 0 g/d，141. 7 g/d），在肉类的 4 个亚组中猪肉的消费率最高（81. 0%），其次是禽肉

（28. 3%）、其他畜肉类（23. 8%），消费率最低的为动物内脏（6. 0%）。年龄、性别、收入水平是肉类消费异常的影响

因素。与低收入水平组相比，中等和高收入水平的成年居民肉类消费异常的可能性分别降低 13% 和 17%，OR 值

分别为 0. 87（95%CI：0. 77~0. 98）和 0. 83（95%CI：0. 73~0. 95）。结论　我国成年居民肉类消费以猪肉为主，肉类消

费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应针对不同人群的肉类消费情况开展精准化指导，引导成年居民培养良好肉类消费观念，提

高居民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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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meat consumption situa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of Chinese adult residents. Methods　

The 2018 survey data of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project was used.  Eleven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ninety adult residents aged 18 and above with complete 3-day 24-hour dietary data and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data for three consecutive days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Kruskal-Wallis and Wilcoxon rank- the 
sum non-parametric test were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in the meat consumption of research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χ2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meat consumption rates of research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at consump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was analyzed by multi-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meat consumption lower or higher than the recommended meat intake （40-75 g/d） was judged as low 
or high meat consumption. Results　The meat consumption P50 （P25， P75）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was 78. 4 g/d （30. 0 g/d， 
141. 7 g/d）.  The consumption of pork rate was the highest （81. 0%）， followed by poultry （28. 3%） and other meat 
（23. 8%）.  The lowest consumption rate was animal offal （6. 0%）.  Age， gender and income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bnormal meat consumption in study population.  Compared with the low-income group， adult residents at the 
middle and high income levels are significantly less likely to consume high or low meat consumption by 13% and 17%， 
respectively， with OR of 0. 87 （95%CI： 0. 77-0. 98） and 0. 83 （95%CI： 0. 73-0. 95）. Conclusion　 The main meat 
consumed by Chinese adults is pork， and the problem of unreasonable meat consumption is relatively prominent.  Pre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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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meat consumption situ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to guide adult 
residents in developing good meat consumption concepts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Key words： Adult residents； meat； consumption level； consumption rate； related factors

近年来，我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人群膳食

结构和饮食行为的迅速改变，居民肉类消费量逐年

上升。肉类食物作为平衡膳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优质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矿物

质的良好来源［1］。肉类消费量过低会增加营养不

良、贫血等疾病的患病风险［2］，但肉类消费量过多，

特别是红肉与加工肉制品的过量消费也会导致心

血管疾病［3］和某些癌症［4-5］风险的增加。为掌握现

阶段我国成年居民日常肉类消费状况与消费特

征，本研究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18 年调

查数据，全面分析中国成年居民肉类食物消费状况

及其影响因素，为合理膳食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

所“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该项目首轮调查开

始于 1989 年，至 2018 年共进行了 11 轮调查，覆盖

黑龙江、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

州、北京、上海、重庆、陕西、浙江和云南 15 省（自治

区、直辖市）。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内容包括住户调查、社区调查、膳食调查和体格测

量等，具体抽样方法、调查方案和内容详见文献［6］。

1. 2　调查对象

选取参加 2018 年调查且有完整连续 3 天 24 小时

膳食数据和人口经济特征数据的 11 413 名 18 岁及

以上成年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排除了孕妇、乳母及

能量摄入异常（>5 000 kcal 或<500 kcal）者 223 人，

最终纳入 11 190 人。

1. 3　肉类消费情况的评价方法

本研究采用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食回顾法收集

被调查者每日所有食物的消费情况。根据《中国食

物成分表》将肉类分为猪肉、其他畜肉类（牛肉、羊

肉）、动物内脏和禽肉 4 个亚组，其中猪肉、其他畜

肉类和动物内脏合称为畜肉［7］。将在膳食调查 3 天

中任意一天消费肉类的研究对象定义为肉类食物

消费者。

肉类食物的消费率（%）=肉类消费人数/调查对

象人数×10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版）》中肉类推

荐摄入量（40~75 g/d），将研究人群的肉类消费量分为

偏低（<40 g/d）、正常（40~74 g/d）、偏高（75~149 g/d）、

过高（≥150 g/d）4 组。肉类消费量低于或高于肉类

推荐摄入量（40~75 g/d）即判为肉类消费偏低或

偏高。

1. 4　人口经济特征

采用一般问卷调查收集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收入和居住信息，本研究将年龄分为 18~44 岁、45~
64 岁和 65 岁及以上 3 组，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

下、初中、高中及以上 3 组，家庭人均年收入按三分

位数分为低、中、高 3 组，居住地分为城市和农村

两组。

1. 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R4. 2. 1 进行统计分析。不同特征成年居

民肉类食物消费率表示为 n（%），消费量表示为 P50 
（P25，P75）。采用 χ2 检验比较不同特征成年居民的各

种肉类消费率之间的差异。采用 Kruskal-Wallis 或

Wilcoxon rank-sum 非参数检验对成年居民肉类消费

量的组间差异进行检验。将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和居住地作为自变量，肉类消费量是否达

到推荐摄入量作为因变量，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模型分析调查对象肉类消费的影响因素。检验

水准 α=0. 05（双侧）。

2　结果

2.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成年居民 11 190 人，其中男、女

性分别为 5 041 人（45. 0%）和 6 149 人（55. 0%）；

18~44 岁、45~64 岁和 65 岁及以上年龄组分别为

2 703 人（24. 2%）、5 353 人（47. 8%）和 3 134 人

（28. 0%），详见表 1。
2. 2　肉类消费率

成年居民肉类消费率为 86. 8%；在各肉类亚组

中，猪肉的消费率最高，为 81. 0%；其次是禽肉为

28. 3%；其他畜肉类的消费率为 23. 8%；消费率最低

的为动物内脏，为 6. 0%。不同性别、居住地的成年

居民的内脏消费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18~44 岁、男性、高中及以上、高收入水平和城市成

年居民的猪肉、禽肉、其他畜肉类消费率和肉类总

消费率高，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详

见表 1。
2. 3　肉类消费量现状

成年居民肉类消费量 P50 （P25，P75）为 78. 4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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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0 g/d，141. 7 g/d），其中猪肉的消费量 P50（P25，

P75）为 50. 0 g/d（15. 0 g/d，100. 0 g/d），禽肉的消费

量 P50（P25，P75）为 0. 0 g/d（0. 0 g/d，16. 7 g/d）。不同

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居住地的成年居

民猪肉、其他畜肉类、禽肉和肉类的总消费量分布

存在显著差异（P<0. 05），详见表 2。

2. 4　人群肉类消费量与推荐摄入量比较

2018 年 我 国 成 年 居 民 肉 类 消 费 量 为 偏 低

（<40 g/d）、正常（40~74 g/d）、偏高（75~149 g/d）、过

高（≥150 g/d）的比例分别为 30. 5%、18. 0%、28. 5%
和 23. 0%。18~44 岁、男性、高中及以上、高收入水平

和城市成年居民的肉类消费量偏高的人群比例较高，

表  2　2018 年中国成年居民肉类消费量现状[P50(P25，P75)，g/d]
Table 2　Current status of meat consumption level among Chinese adults in 2018 [P50(P25，P75), g/d]

年龄/岁

P
性别

P
教育程度

P
收入水平

P
居住地

P
合计

18~44
45~64

≥65

男

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低

中

高

城市

农村

猪肉

60.7(20.8,113.3)
50.0(15.0,100.0)
43.3(7.7,86.6)

<0.01
59.0(16.7,114.7)
45.0(12.0,91.7)

<0.01
45.0(8.3,93.3)
50.0(13.3,103.3)
53.3(16.7,103.3)

<0.01
43.3(0,96.6)
50.8(16.7,103.3)
53.3(20.0,101.3)

<0.01
53.6(16.7,103.3)
50.0(11.3,100.0)

<0.01
50.0(15.0,100.0)

其他畜肉类

0.0(0.0,16.7)
0.0(0.0,0.0)
0.0(0.0,0.0)

<0.01
0.0(0.0,8.3)
0.0(0.0,0.0)

<0.01
0.0(0.0,0.0)
0.0(0.0,0.0)
0.0(0.0,20.0)

<0.01
0.0(0.0,0.0)
0.0(0.0,0.0)
0.0(0.0,18.1)

<0.01
0.0(0.0,18.0)
0.0(0.0,0.0)

<0.01
0.0(0.0,0.0)

动物内脏

0.0(0.0,0.0)
0.0(0.0,0.0)
0.0(0.0,0.0)

<0.01
0.0(0.0,0.0)
0.0(0.0,0.0)

0.04
0.0(0.0,0.0)
0.0(0.0,0.0)
0.0(0.0,0.0)

0.03
0.0(0.0,0.0)
0.0(0.0,0.0)
0.0(0.0,0.0)

<0.01
0.0(0.0,0.0)
0.0(0.0,0.0)

0.15
0.0(0.0,0.0)

禽肉

0.0(0.0,33.0)
0.0(0.0,16.7)
0.0(0.0,0.0)

<0.01
0.0(0.0,18.5)
0.0(0.0,13.6)

<0.01
0.0(0.0,0.0)
0.0(0.0,11.0)
0.0(0.0,26.8)

<0.01
0.0(0.0,0.0)
0.0(0.0,18.5)
0.0(0.0,24.3)

<0.01
0.0(0.0,25.0)
0.0(0.0,9.8)

<0.01
0.0(0.0,16.7)

肉类

100.0(45.8,165.0)
79.5(31.8,143.3)
60.0(19.8,116.7)

<0.01
92.7(33.7,161.7)
66.7(26.7,125.9)

<0.01
64.3(18.3,123.3)
76.6(28.3,142.7)
93.9(43.3,155.1)

<0.01
60.7(13.3,123.7)
81.0(33.3,143.3)
91.7(43.2,150.8)

<0.01
93.3(41.7,150.7)
70.0(23.6,135.1)

<0.01
78.4(30.0,141.7)

表  1　2018 年中国成年居民不同肉类消费率[n(%)]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meat consumption of Chinese adults in 2018 [n (%)]

年龄/岁

P
性别

P
教育程度

P
收入水平

P
居住地

P
合计

18~44
45~64

≥65

男

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低

中

高

城市

农村

人数

2 703(24.2)
5 353(47.8)
3 134(28.0)

5 041(45.0)
6 149(55.0)

3 505(36.7)
3 606(30.3)
4 079(33.0)

3 629(33.3)
3 697(33.3)
3 864(33.4)

3554(31.1)
7 636(68.9)

11 190(100.0)

消费率

猪肉

2 331(86.2)
4 326(80.8)
2 411(76.9)

<0.01
4 151(82.3)
4 917(80.0)

<0.01
2 705(77.2)
2 894(80.3)
3 469(85.0)

<0.01
2 679(73.8)
3 057(82.7)
3 332(86.2)

<0.01
3 033(85.3)
6 035(79.0)

<0.01
9 068(81.0)

其他畜肉类

880(32.6)
1 256(23.5)

526(16.8)
<0.01

1 320(26.2)
1 342(21.8)

<0.01
485(13.8)
773(21.4)

1 404(34.4)
<0.01

522(14.4)
837(22.6)

1 303(33.7)
<0.01

1 164(32.8)
1 498(19.6)

<0.01
2 662(23.8)

动物内脏

216(8.0)
314(5.9)
129(4.1)

<0.01
320(6.3)
339(5.5)

0.07
176(5.0)
226(6.3)
257(6.3)

0.03
170(4.7)
238(6.4)
251(6.5)

<0.01
227(6.4)
432(5.7)

0.14
750(6.0)

禽肉

986(36.5)
1 487(27.8)

690(22.0)
<0.01

1 468(29.1)
1 695(27.6)

0.07
818(23.3)
944(26.2)

1 401(34.3)
<0.01

767(21.1)
1 087(29.4)
1 309(33.9)

<0.01
1 188(33.4)
1 975(25.9)

<0.01
3 163(28.3)

肉类

2 472(91.5)
4 641(86.7)
2 600(83.0)

<0.01
4 428(87.8)
5 285(85.9)

<0.01
2 873(82.0)
3 090(85.7)
3 750(91.9)

<0.01
2 854(78.6)
3 267(88.4)
3 592(93.0)

<0.01
3 284(92.4)
6 429(84.2)

<0.01
9 71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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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 为 30. 5%、29. 0%、27. 2%、26. 2% 和 26. 1%。

65 岁及以上、女性、小学及以下、低收入水平和农村

成年居民肉类消费量偏低的人群比例较高，分别为

37. 5%、33. 6%、36. 9%、39. 4% 和 33. 5%，详见表 3。

2. 5　肉类消费构成比的城乡分布

2018 年我国成年居民肉类消费构成比存在一

定的城乡差异。城乡居民的肉类消费虽均以畜肉

消费为主，但城市居民畜肉中猪肉消费占全部肉类

消费的比例（67. 1%）要低于农村居民（72. 1%），而

城市居民其他畜肉类消费占全部肉类消费的比例

（14. 9%）则高于农村居民（9. 7%）。此外，城乡居民

的禽肉与动物内脏消费占比差异不大，详见图 1。
2. 6　肉类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性别、收入水平是成年居民肉类消费的重要影响因

素。与 18~44 岁成年居民相比，45~64 岁与 65 岁及

以上年龄组成年居民的肉类消费异常风险分别下

降 19%（95%CI：0. 71~0. 92）和 33%（95%CI：0. 58~
0. 78）。与成年男性居民相比，成年女性居民肉类消

费异常风险显著降低，OR 值为 0. 75（95%CI：0. 68~
0. 83）。与低收入水平的成年居民相比，中等收入

水平和高收入水平的成年居民肉类消费异常的风

险更低，OR 值分别为 0. 87（95%CI：0. 77~0. 98）和

0. 83（95%CI：0. 73~0. 95），详见表 4。

表 3　2018 年中国成年居民不同水平肉类消费量与推荐摄入量比较情况[n(%)]
Table 3　Comparison of meat consumption and recommended intake among Chinese adult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2018 [n (%)]

年龄/岁

性别

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

居住地

合计

18~44
45~64

≥65
男

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低

中

高

城市

农村

肉类消费量

偏低

<40 g/d
615(22.7)

1 617(30.2)
1 176(37.5)
1 339(26.6)
2 069(33.6)
1 295(36.9)
1 151(31.9)

962(23.6)
1 430(39.4)
1 080(29.2)

898(23.2)
848(23.9)

2 560(33.5)
3 408(30.5)

正常

40~74 g/d
413(15.3)
957(17.9)
647(20.6)
797(15.8)

1 220(19.8)
670(19.1)
632(17.5)
715(17.5)
612(16.9)
679(18.4)
726(18.8)
633(17.8)

1 384(18.1)
2 017(18.0)

偏高

75~149 g/d
851(31.5)

1 525(28.5)
811(25.9)

1 444(28.6)
1 743(28.4)

913(26.1)
983(27.3)

1 291(31.7)
898(24.7)

1 061(28.7)
1 228(31.8)
1 144(32.2)
2 043(26.8)
3 187(28.5)

过高

≥150 g/d
824(30.5)

1 254(23.4)
500(16.0)

1 461(29.0)
1 117(18.2)

627(17.9)
840(23.3)

1 111(27.2)
689(19.0)
877(23.7)

1 012(26.2)
929(26.1)

1 649(21.6)
2 578(23.0)

P值

<0.01

<0.01

<0.01

<0.01

<0.01

表 4　2018 年中国成年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of meat consumption in Chinese adults in 2018

年龄/岁

性别

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

居住地

18~44(ref)
45~64

≥65
男(ref)
女

小学及以下(ref)
初中

高中及以上

低(ref)
中

高

城市(ref)
农村

β

-0.21
-0.40

-0.29

-0.01
-0.04

-0.14
-0.18

-0.08

SE

0.07
0.08

0.05

0.07
0.07

0.06
0.07

0.06

Wald

10.02
28.24

31.74

0.04
0.35

5.32
7.59

1.93

P值

<0.01
<0.01

<0.01

0.84
0.55

0.02
<0.05

0.16

OR（95%CI）
1.00

0.81（0.71~0.92）
0.67（0.58~0.78）

1.00
0.75（0.68~0.83）

1.00
0.99（0.87~1.12）
0.96（0.83~1.10）

1.00
0.87（0.77~0.98）
0.83（0.73~0.95）

1.00
0.92（0.8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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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带来了膳食结构的变

迁。本研究利用 2018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

目数据，分析我国不同人口学特征下的成年居民肉

类消费现状，发现我国成年居民肉类消费量 P50 为

78. 4 g/d，肉类消费率为 86. 8%，其中猪肉消费率最

高（81. 0%），其次为禽肉（28. 3%）。年龄、性别和收

入水平是成年居民肉类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显示，2015 年

中国城乡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畜禽肉的消费量为

87. 9 g，其中畜肉消费量 72. 0 g。城市居民畜禽肉消费

量为 98. 0 g/d，农村居民畜禽肉消费量为 81. 1 g/d［8］，

均高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版）》推荐摄入

量［1］，这与本研究结果保持一致。研究结果显示，相

较于 18~44 岁人群，65 岁及以上年龄组人群的肉类

消费率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消化功能减

弱，由营养不良而导致的贫血、肌少症等不良结局

的风险大大增加［9］。新鲜肉类富含蛋白质、脂肪及

能量，保证肉类的适量摄入有助于增进健康，提高

机体免疫力，增加身体营养，减少患贫血的风险［10］。

但肉类消费过高则可能引起糖尿病及肥胖的发病

风险［8，11］。因此倡导居民保持合理的肉类消费量对

健康的影响至关重要。

本研究发现我国成年居民肉类消费量较高，肉

类选择品种相对丰富，但猪肉仍是主要的肉类消费

产品。畜肉类包括猪、牛、羊等家畜的肌肉及内脏，

由于畜肉肌色较深，又称为“红肉”。相关 Meta 分析

显示，较高的红肉摄入量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有

关，RR 值为 1. 10（95%CI：1. 04~1. 18）［12］。因此适

量减少红肉摄入增加禽肉摄入是满足蛋白质需求

并减少饱和脂肪酸摄入的良好膳食改善措施。同

时，鉴于红肉对健康的潜在影响不同于白肉，建议

未来针对红肉制定相应的推荐摄入量。

据世界粮农组织 2021 年的数据显示，肉类的

人均消费量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上升，发达国家居民

肉类消费量高但增长趋势放缓，而许多发展中国家

居民肉类消费量低但上升速度快［13］。肉类消费量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而上升，与本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14-15］。此外，城市居民的肉类消费率较农村

居民更高，收入水平、食物环境和饮食行为都是影

响肉类食品消费的重要因素［16］。

综上所述，我国成年居民肉类消费存在一定的

不合理情况，消费不足和过量的问题同时存在，这

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7］。目前我国成年居民

肉类消费以富含饱和脂肪酸的猪肉为主，禽肉摄入

较少。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对健康不利，应当丰富

肉类食品的种类，完善居民的肉类消费结构。65 岁

及以上、农村和低收入水平的成年居民肉类消费未

达到推荐摄入量（<40 g/d）的比例较高，提示需对我

国老年居民、农村居民和低收入家庭加强营养干

预，避免营养不良等疾病的发生。性别、年龄、收入

水平与成年居民肉类消费量异常显著相关，应当开

展精准干预措施，引导居民树立良好饮食观念，提

高居民健康水平。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对研究对象的民族

及地域进行针对性描述；采用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

食回顾的数据评价肉类消费情况，在评价不同地

域、民族肉类消费习惯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

时，因调查主要在夏秋两季，调查对象的肉类消费

情况并不能完全代表其全年的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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