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溶血性弧菌可在污染食品中大量繁殖 ,故其引起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危险性也会上升。建议在 7、

8、9 三个月加强海产品、生食水产品、熟食卤味等重

点食品的监测 ,并将相关监测结果及时和渔业、农业

等相关部门沟通以加强源头污染管理。

412 　积极开展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 　开展重点食

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定量监测 ,为副溶血性弧菌的

定量风险评估提供资料。

413 　适时发布消费预警 　在易发生副溶血性弧菌

致食物中毒的季节 ,特别是 7、8、9 三个月 ,对宾馆饭

店等餐饮业和消费者发布消费预警 ,提醒其采取正

确的加工方法和消费模式 ,预防和降低副溶血性弧

菌致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414 　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消费者的安全知识宣

传 　建议海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和消费者要做到以下

几点 : ①海产品在捕捞后和即时加工阶段用灭菌海

水或凉开水冲洗 ,在配送、销售和储藏阶段将温度保

持 4～10 ℃或更低温度。②对海蛰等生食水产品宜

用 40 %盐水 (饱和盐水) 浸渍保藏 ,食用前再用海水

反复冲洗 ;副溶血性弧菌对酸的抵抗力较弱 ,可用食

醋拌渍水产品。③非生食水产品食用前要烧熟煮

透 ,切勿生吃 ;动物性食品烹调时肉块要小 ,充分烧

熟煮透 ,防止外熟里生 ;烹调后食品应尽快吃完 ,隔

餐或过夜饭菜 ,食前要回锅烧透。④餐饮单位盛装

生、熟食品的容器、冰箱和加工刀具要分开 ,并注意

洗刷、消毒 ,防止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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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居民叶酸膳食摄入量的研究

刘玲玲1 　张 　正2 　薛 　颖2 　李可基1

(11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北京 　100083 ; 21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100013)

摘 　要 :目的 　评价北京地区居民叶酸膳食摄入现状 ,为今后的膳食干预指导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利用 2002

年北京市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 ,调查人数为3 664人 ,膳食调查采用连续 3 d 24 h 回顾法 ,结合中国食物成

分表 (2002)中的食物叶酸含量 ,计算北京地区人群的叶酸摄入量。结果 　北京地区居民平均叶酸摄入量为 24115 ±

12414μgΠ(标准人·日) ,主要来源于蔬菜、谷类和蛋类食物 ;城区居民高于郊区居民 ;男性高于女性 ;大多数人的叶

酸摄入水平只达到 RNI的 50 %～65 % ;7～10 岁组的叶酸摄入水平最高 ,18 岁及以上年龄组人群的摄入水平呈现下

降趋势。结论 　北京地区多数居民叶酸膳食摄入量不能满足 RNI ,建议更多关注 18 岁及以上人群 ,特别是郊区居

民和中老年人叶酸的膳食供给 ,必要时通过其他途径补充。

关键词 :叶酸 ;膳食调查 ;营养政策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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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etary Intake Levels of Folic Acid of Residents in Beijing

LIU Ling2ling , ZHANG Zheng , XUE Ying , LI Ke2ji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3 ,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etary intake levels of folic acid of residents in Beijing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ietary intervention. Method　The intake contents of folic acid of residents in Beijing we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Table of Food Composition in China (2002) and the investigation on nutrition and healthy condi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2002

with the method of 242hour recall for 3 consecutive days including 3 664 subjects. Results 　The average intake content of folic

acid was 24115 ±12414μgΠ (person·day) , in which it mainly originated from vegetables , cereals and eggs. The average intake

contents of folic acid of urban resi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suburban residents , while the intake levels of me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women. The average intake contents of folic acid of most persons could reach 50 %～65 % of RNI. Adolescents aged

7 to 10 years had the highest intake level , and the intake level declined in the persons older than 18 years. Conclusion 　The

deficiency of folic acid could be a common problem of residents in Beijing. It was suggested that people aged 55 or over ,

especially suburban persons and the middle2aged and elderly persons should eat more food rich in folic acid , or use other methods

of supplement if necessary.

Key word : Folic Acid ; Diet Surveys ; Nutrition Policy ; BEIJ ING

　　叶酸 (folic acid) 是一种 B 族维生素 ,其重要的

营养作用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即得到人们的重视。

近些年 ,叶酸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一直受到医学研究

的关注。已有研究证实 ,孕早期妇女叶酸缺乏是导

致神经管畸形的主要原因[1 ]
;低叶酸可导致血浆同

型半胱氨酸升高[2 ]
,与心脑血管疾病危险性增加有

关[3 ,4 ]
;叶酸缺乏还可能与肿瘤、消化系统疾病、老年

性痴呆及神经、精神疾病有关[5 - 7 ] 。针对上述问题

采取公共卫生对策的依据是人群膳食叶酸摄入水平

的监测数据及其评价结果 ,鉴于我国目前尚缺乏能

够反映全国或地区叶酸摄入全面情况的系统数据 ,

本研究利用“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查”北京地区居民的调查数据 ,分析评价叶酸膳食摄

入量。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调查”中 ,北京地区 9 个膳食调查区县 (海淀区、丰台

区、东城区、宣武区、朝阳区、密云县、昌平区、通州

区、顺义区) 的调查户中 2 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共

3 664人 ,其中男性1 755人 ,女性1 909人 (女性为非孕

妇、乳母) ;城区 (东城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和

丰台区) 1 992人 ,郊区 (通州区、昌平区、顺义区和密

云县) 1 672人。

112 　研究方法 　采用 24 h 回顾询问法 ,利用“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北京地区膳食调

查的已有数据 ,内容包括研究对象连续 3 d 24 h 食

用的所有食品及其年龄、性别、生理状况、劳动强度

情况等 ,再结合中国食物成分表 (2002) 中各类食物

叶酸的含量 ,计算人群的叶酸摄入量。参照中国居

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不同年龄人群的叶酸推

荐摄入量 (RNI) [8 ] ,评价不同人群叶酸摄入水平。

在计算不同性别、年龄组的叶酸摄入量时 ,计算

结果为原始值。在计算北京全人群和城郊地区人群

的叶酸摄入量时 ,综合考虑年龄、性别、劳动强度、生

理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引入了标准人系数的概念对

原始值进行标准化。标准人是指从事轻体力活动的

18 岁成年男子 ,能量需要量为2 400 cal。参照能量

RNI ,按照每个人的年龄、性别、劳动强度以及生理

状况所对应的 RNI值Π2400 ,得到的系数即为标准人

系数。

叶酸摄入量的分析考虑不同食物的影响 ,引入

了食物贡献率的概念。不同种类食物的贡献率是指

每类食物的叶酸摄入量占叶酸总摄入量的百分比。

计算时先得出个体每类食物的叶酸摄入量占其叶酸

总摄入量的比例 ,再得出总体的不同种类食物的贡

献率。

113 　统计分析 　统计软件采用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03 进行叶酸摄入量的计算 ,采用 SPSS 1110

进行统计结果的分析 ,统计方法为 t 检验和单因素

方差分析 ,统计结果以均数 ±标准差和百分比的形

式表示。

2 　结果

211 　北京地区人群叶酸膳食摄入量 　北京地区人

群平均叶酸摄入量为 24115 ±12414μgΠ(标准人·日) ,

由图 1 可以看出 ,多数居民的叶酸摄入量在 100～300

μgΠ(标准人·日)的范围内 ,呈正态分布 ,中位数为

21917μgΠ(标准人·日) ,四分位数间距为 13719μgΠ(标

准人·日) ,90 百分位数为 39016μgΠ(标准人·日)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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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地区人群叶酸膳食摄入量

百分位数为 67315μgΠ(标准人·日) 。

21111 　叶酸摄入量的城郊比较 　城区居民平均叶

酸膳食摄入量为 25314 ±13419μgΠ(标准人·日) ,郊

区居民为 22713 ±10911μgΠ(标准人·日) ,城区摄入

量高于郊区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t 检验 , P

< 0105) 。

21112 　叶酸摄入量的性别比较 　14 岁及以上各年

龄组中 ,男性叶酸摄入量均高于女性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t 检验 , P < 0105) 。

21113 　叶酸摄入量的年龄分布 　将不同年龄组中

个体的叶酸摄入量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相应年龄

组的 RNI进行比较 ,结果 (表 1) 显示 ,大多数人的叶

酸摄入水平只达到 RNI 的 50 %～65 % ;7～10 岁组

的叶酸摄入水平最高 , 男女分别达到 RNI 的

10719 %和 9116 % ;18 岁及以上年龄组人群的叶酸

摄入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

表 1 　叶酸摄入量的年龄分布

年龄

(岁)
人数

男性 女性

摄入量

(μgΠ日)

摄入量达

RNI ( %)

摄入量

(μgΠ日)

摄入量达

RNI ( %)

2～ 31 8813 5819 9310 6210

4～ 65 16215 8113 13117 6518

7～ 101 21518 10719 18311 9116

11～ 114 19114 6318 19114 6318

14～ 155 24017 6012 19610 4910

18～ 1645 23514 5818 21213 5311

50～ 1553 23018 5717 20615 5116

212 　叶酸膳食来源 　从表 2 可以看出 ,北京居民叶

酸膳食摄入 (每标准人 ·日 ) 主要来源于蔬菜

(3310 %) 、谷类及其制品 (2712 %)及蛋类 (1917 %) 。

21211 　食物类别的城郊比较 　对不同地区的叶酸

摄入量 (每标准人·日)进行食物分类分析结果发现 ,

城区居民摄入较多的是豆类、菌藻类、水果类、肉类、

蛋类和其他类食物 ,郊区居民摄入较多的是谷类食

物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t 检验 , P < 0105) 。

表 2 　叶酸膳食来源

种类 摄入量 (μgΠ(标准人·日) ) 贡献率 ( %)

谷类及其制品 5813 2712

豆类及其制品 1512 515

蔬菜 (包括西瓜) 7918 3310

菌藻类 113 015

水果类 1218 418

坚果类 517 118

肉类 1110 413

蛋类 5013 1917

其他类 711 312

总计 24115 10010

21212 　食物类别的性别比较 　对不同性别的叶酸

摄入量进行食物分类分析 ,结果显示 ,男性摄入较多

的谷类、蔬菜 (包括西瓜) 、坚果类和其他类食物 ,女

性摄入较多的水果类食物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t 检验 , P < 0105) 。

21213 　食物类别的年龄比较 　对不同年龄组的叶

酸摄入量进行食物分类分析 ,结果表明 ,随着年龄的

增长 ,人群对谷类食物的叶酸摄入量呈现出增长的

趋势 ;18～49 岁年龄组的蔬菜摄入量最高 ,50 岁以

后有所减少 ;14～17 岁年龄组的水果和蛋类摄入量

最高 ,18 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2002 年北京居民营养和健康调

查”随机抽样样本的调查结果进行叶酸膳食摄入情

况的统计分析 ,该样本人群资料与国家统计局 2002

年人口学指标相近 ,有较好的代表性[9 ] 。结果显示 ,

北京居民叶酸膳食摄入量平均为 24115 ±12414

μgΠ(标准人·日) ,主要来源于蔬菜、谷类及蛋类 ;城

区居民摄入水平高于郊区 ;男性摄入水平高于女性 ;

大多数人的叶酸摄入水平只达到 RNI 的 50 %～

65 % ;7～10 岁组的叶酸摄入水平最高 ;18 岁及以上

年龄组人群的摄入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国内有研究发现叶酸营养状况存在着城乡差

异[10 - 12 ]
,城区人群叶酸营养状况好于农村 ,与本研

究中结果一致。本研究对城郊居民摄入的各类食物

进行分析可见 ,城区居民通过谷类摄入的叶酸量低

于郊区居民 ,形成了城区和郊区居民叶酸来源的

不同。

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 ,男性叶酸摄入水平高于

女性 ,这一结果与国外人群叶酸摄入情况[13 ,14 ] 相一

致 ,可能是由于男性摄入食物量较高所造成的。国

内外的研究[15 ,16 ]发现 ,女性血浆叶酸水平高于男性 ,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不一致。血浆叶酸水平可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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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叶酸营养状况 ,而后者不仅与叶酸膳食摄入

有关 ,还与其他因素有关。有研究发现 ,吸烟、酗酒

会导致继发性叶酸代谢障碍[17 ,18 ] 。男性中吸烟、饮

酒者居多 ,这会造成膳食供给和生理需要的更大

差距。

有研究认为 ,叶酸缺乏可导致血浆同型半胱氨

酸升高[2 ]
,与心脑血管疾病危险性增加有关[3 ,4 ]

;叶

酸缺乏还可能与肿瘤、老年性痴呆及神经、精神疾病

有关[5 ,7 ]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50 岁及以上年龄组

人群的叶酸摄入量男、女分别只达到 RNI 的 5717 %

和 5116 % ,提示中老年人目前的叶酸摄入水平很不

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等疾病 ,建议中老年

人应增加富含叶酸的蔬菜、水果类食物的摄入量 ,或

服用叶酸补充剂。

本研究的局限性首先表现为研究中的女性未包

括孕妇、乳母 ,尚不能获得这部分人群的叶酸摄入状

况。目前我国部分孕妇、乳母 (尤其是孕妇) 服用叶

酸补充剂 ,而本次调查没有记录营养补充剂的部分 ,

从而不能对孕妇、乳母进行全面的叶酸摄入分析。

其次 ,有研究发现 ,妇女叶酸缺乏率冬春季节高于夏

秋季节[10 ]
,提示叶酸的摄入可能存在季节差异。而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数据是在 9 - 11 月间收集的 ,可

能会存在季节偏差 ,但考虑到北京地区食物供应便

利 ,人们摄入的各类食物受季节因素的影响可能较

小。第三 ,中国食物成分表 (2002) 中食物叶酸含量

的数据有限 ,该限制可能会低估叶酸的摄入量。最

后 ,2～3 岁组样本量较小 ,其检验效能较低。

本研究结果表明 ,北京地区大多数居民叶酸膳

食摄入量不能满足 RNI ,建议更多关注 18 岁及以上

人群 ,特别是郊区居民和中老年人叶酸的膳食供给 ,

必要时通过其他途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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