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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全面了解丽水市城区居民膳食摄入状况及人们的膳食结构与饮食习惯 ,以此来评定本市居民的营

养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方法 　以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 ,抽取城区 3 个街道 165 户居民作为调查对象 ,入户调查 3

d 个人食物摄入量。结果 　被调查居民膳食结构中主食、蔬菜类、水产、蛋类平均摄入量与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07)》[1 ]相符 ,畜禽肉类摄入量是《指南》建议量的 2 倍 ,乳类及水果分别是《指南》建议量的 20 %～25 %。油、盐分

别超出《指南》建议量的 1148 倍和 1134 倍。结论 　该市被调查居民膳食结构明显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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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etary pattern and evaluate the nutrition intake status of residents in Lishui city ,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nutrition assessment. Method 　165 house residents were chosen randomly , and our diet intake recall

method for 3 days in succession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diet intake of these subjects. Results 　The average quantity

intakes of cereals、aquatic products、vegetable、and eggs were equated to reference of China Food Ingredient Table 2007 , while

the quantity of the poultry、oil and salt intake were 2 times、1148 times and 1134 times of the reference respectively. But the

quantities intake of milk product and fruits was only 1Π5 - 1Π4 of the reference. Conclusion 　The diet structure of residents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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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以食为天 ,随着社会进步 ,收入的增加和生活

质量的提升 ,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从

温饱型传统的消费向讲究食品安全、卫生、营养、风

味转变 ,从单一品种向多品种需求转变 ,为了全面了

解我市居民目前人群膳食摄入状况及人们的膳食结

构与饮食习惯 ,借此来评定营养需要得到满足的程

度 ,并逐步建立起居民科学的营养状况评价体系 ,为

政府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制订政策、标准以及发展规

划和干预对策、指导居民采纳健康生活方式提供依

据 ,2008 年 5～6 月随机抽取丽水市城区紫金、白云、

万象 3 个街道的 165 户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膳食

调查 ,现将调查结果予以分析。

1 　调查内容与方法

111 　方法包括基本情况的询问调查和膳食调查 ,采

用 3d (其中 1d 为星期六或星期日) 24 h 回顾法 ,其

中调味品采用称重法作为补充。

基本情况调查 :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调查居民家

庭的人口、年龄、职业与生理状况(孕妇、乳母除外) 。

膳食调查 :采用 24 h 回顾法对调查户 2 岁以上

的家庭成员进行连续 3 d 个人食物摄入量调查 ,包

括在外就餐 ,获得个体每日平均食物摄入量。再采

用称重法收集 3 d 内调查户的调味品消费量数据。

113 　质量控制

使用统一表格 ,制定统一的填表说明 ,调查人员

经专门培训、实习及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每天对 10 %的调查表进行抽查 ,检查询问表的填

写有无漏项、书写与逻辑错误等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调查所得数据录入电脑用 spss1010软件统计处理。

2 　结果

211 　基本情况 　共调查 165 户居民 ,467 人 ,其中男

223 人、女 244 人 ,户均 2183 人。年龄最小 2 岁 ,最

大 93 岁 ,平均 4214 岁。人日数1 16915 ,人均人日数

为 215。早、中、晚餐次比男性为 012∶014∶014 ,女性

为 013∶014∶013。

212 　膳食摄入品种及其摄入量 　摄食品种主要有 :

主食 (大米、面粉及制品) 、蔬菜类及制品、畜禽肉类

及制品、水产 (鱼虾蟹贝类) 、蛋类、乳类、豆类及制

品、水果 ,调味品 (油、盐、酱油) 。与 2002 年全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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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民的食物摄入量[2 ]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07)

建议量比较见表 1。
表 1 　丽水市城市居民与全国城市居民的食物摄入量

及膳食指南建议量的比较 (gΠ人. d)

名称 丽水城市居民 全国城市居民 膳食指南
主食 315 36611 250～400
蔬菜类 333 29212 300～500
畜禽肉类 131 10414 50～75
水产类 66 4419 50～100
蛋类 40 3312 25～50
乳类 62 6518 300
豆类 67 1515 30～50
水果 84 6913 200～400
食用油 37 44 25～30
食盐 3 711 1019 6
酱油 418 1017

注 : 3 酱油含盐量为 20 % ,实际食盐人均日消费量 8106 g。

　　主食人均日消费量为 315 g ,年人均消费量为

11314 kg。蔬菜类及制品人均日消费量为 333 g ,超

过主食摄入量。即年人均消费量为 120 kg。

畜禽肉类及制品人均日消费量为 131 g ,年人均

消费量为 47116 kg。水产 (鱼虾蟹贝类)人均日消费量

为 66 g ,年人均消费量为 23176 kg。蛋类人均日消费

量为 40 g ,年人均消费量为 1414 kg。乳类人均日消费

量为 62 g ,年人均消费量为 22132 kg。豆类及制品人

均日消费量为 67 g ,年人均消费量为 24112 kg。水果

人均日消费量为 84 g ,年人均消费量为 30124 kg。

食用油人均日消费量为 37 g ,年人均消费量为

13132 kg。盐人均日消费量为 711 g ,酱油人均日消

费量为 418 g。酱油含盐量为 20 % ,即盐人均日实际

消费量为 8106 g。

2 　讨论

一个地区居民的膳食结构、消费量与该地区的

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饮食习惯以及与该地区食

物资源有关。通过调查发现 ,本地区居民食物的人

均日消费量与全国比较 ,主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蔬

菜类、水产类、蛋类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与膳食指

南建议量相符。而畜禽肉类、豆类分别是全国平均

水平 1125 (131Π10414) 倍、4132 (67Π1515) 倍 ,是膳食

指南建议量 2100 (131Π65)倍和 1134 (67Π50)倍。乳类

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 ,但是只有膳食指南建议量的

1Π5。据报道 ; 2007 年中国人均奶类占有量为 2117

kg ,仅世界平均水平的 20 %左右。中国计划到 2010

年把人均占有的奶量提升至 28 kg ,到 2020 年再提

升至 42 kg 以上。我市城区居民乳类年均消费量与

全国人均 2117 kg 基本一致 ,距国家规划的目标和

“膳食宝塔”建议量还有很大的差距。

水果人均日消费量为 84 g ,年人均消费量为

30124 kg。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 ,是膳食指南建议

量的 1Π4 ,说明我市居民水果消费量偏少。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何

宇纳副研究员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城市居民

日常所吃的肉为人体所提供的能量比例 ,由 1992 年

的 1512 % 增加到 2002 年的 1912 %。美国学者

Popkin 在“关于营养变迁”的报告中指出 ,1961 年至

2000 年 ,全世界人们所吃的猪肉、牛肉、羊肉等动物性

食物增加了两倍 ,而我国则增加了 10 倍。城市居民

每人每天水果消费量由 1992 年的 8011 g 下降到 2002

年的 6913 克 ,蔬菜则由 3 1913 克下降为 25119 g
[3 ] 。

食用油人均日消费量为 37g ,低于 2002 年全国

城市居民平均摄入量 2016 %(37Π44) ,但超出中国营

养学会推荐的每人每天油脂摄入量 25 g
[4 ] 的 1148

倍。医学多项研究已经证实 ,过量摄入油脂与高血

脂、冠心病等慢性疾病有着密切关系 ,而意识到这个

问题的消费者显然还很少。专家强调 :“预防慢性疾

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病应该从合理膳食开始 ,尤其应

该从科学使用食用油开始。”在食用油种类中以经济

实惠、食用方便的色拉油为主占 67191 % ,其次为茶

油占 1415 % ,这与本地区是茶油主产区、绿色、天

然、传统消费观有关。

盐人均日消费量为 711 g ,酱油人均日消费量为

418 g。酱油含盐量为 20 % ,即盐人均日实际消费量为

8106 g ,超出世界卫生组织荐用量 6 g 标准的 1134 倍。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 ;本市城区居民膳食结构中

的主食、蔬菜类、水产、蛋类的摄入量与《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 (2007)》建议量其本相符合 ,畜禽肉类是《指

南》的 2 倍、油和盐分别超出《指南》所建议量的 1148

倍和 1134 倍 ,据研究 ,油、盐摄入过高是导致肥胖与

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 ,今后应严加控制。乳类及

水果分别是《指南》的 1/ 5 和 1/ 4 ,远没有达到《膳食

指南》建议的摄入量 ,说明今后需加以改善。同时加

强公众教育 ,倡导平衡膳食与健康生活方式 ,不断提

高科学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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