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建立的果酱中纳他霉素的测定方法 ,操作

简便、快速 ,能有效地去除果酱中基质的干扰。该方

法灵敏度高、选择性好 ,适合于果酱中痕量纳他霉素

的确证和定量分析 ,为果酱中相关物质的测定提供

了有效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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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湖北省人群膳食铬营养水平评价

黄文耀 　周 　妍 　易国勤 　徐国景 　唐晓荞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目的 　利用全国居民营养调查数据 ,了解湖北省城乡居民铬营养摄入的现状。根据各类食物的摄入量和

各类食物铬含量数据 ,评价人群膳食铬的营养水平。方法 　按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方案调查取样 ,并

按营养调查中各类食物的摄入量与实测食物中的铬含量相乘得到食物中铬营养的实际摄入量。并按城市和农村、

不同性别、不同经济收入、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以及糖耐量指标分级 ,分别评价不同人群的铬营养

状况。结果 　湖北省城乡居民的每日人均铬摄入量为53117μg , 城市为48170μg ,农村为55147μg。结论 　湖北省居

民可能存在铬摄入偏低或不足。

关键词 :铬 ;营养评价 ;膳食调查 ;葡糖耐量试验

Assessment of Dietary Chromium Level of Residents in Hubei Province

HUANG Wen2yao , ZHOU Yan , YI Guo2qin , XU Guo2jing , TANG Xiao2qiao

(Hubei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Hubei Wuhan 430079 ,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dietary chromium intake of residents in Hubei province , the dietary chromium

level of people were assessed by the amount of daily food intake and chromium content of all kinds of foods consumed. Method　

The project was investigated an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of dietary nutrition and health of Chinese people.

The chromium intake of people was the average amount of each foods consumed per person per day multiplied by the ac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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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d chromium content of the food. The chromium nutritional status of residents was assessed and graded by living in rural or

urban area , gender , income , education level , region , age and glucose tolerance test. Results 　The average chromium intake of

residents in Hubei province was 53117μg , and that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as 48170μg and 55147μg ,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chromium intake in 40120 % of residents living in Hubei province was under the minimum level suggested by the

Chinese Nutrition Society. Chromium intake may be low or insufficient in residents in Hubei province.

Key words : Chromium ; Nutrition Assessment ; Diet Surveys ; Glucose Tolerance Test

　　铬是人体必不可少的一种微量元素[1 ] ,参与人

体糖和脂肪代谢 ,对人体的健康有着重要的生理功

能 ,铬还具有加强胰岛素的作用 ,能够预防动脉粥样

硬化 ,促进蛋白质代谢和生长发育 ,对某些免疫反应

也有影响。糖尿病、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等在

一定程度上都与铬的缺乏有关[2 ] 。为评价居民铬的

摄人状况 ,测定了各类食物中铬的含量 ,调查了每日

膳食摄入量 ,并计算他们每日铬的摄入总量 ,为居民

合理营养膳食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1 　调查对象　根据 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

况调查的方案[5]
,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 ,其中城市点 2

个(武汉市蔡甸区和　口区)和农村点 4 个 (随州市、京

山县、广水市、枝江市) 。每个点 800 人共4 800人。

112 　调查方法和内容 　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

问卷调查 ,包括一般情况 :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人

均年收入、三日膳食调查、体力强度和疾病史。现场

血糖测定以空腹静脉血糖为主要诊断指标 ,考虑到

漏诊 问 题 , 对 空 腹 血 糖 检 测 结 果 在 515 ～

1010 mmolΠL的调查对象 ,再进行糖耐量检测 (测量

早晨空腹口服75 g葡萄糖后2 h的血糖) 空腹血糖

≥1010 mmolΠL者重复测 1 次空腹血糖进行确认。诊

断依据为 1999 年国际糖尿病协会 ( IDF) 糖尿病标

准 ,其血糖测定以空腹静脉血糖为主要诊断指标 ,空

腹血糖值≥710 mmolΠL ,判断为糖耐量异常 ,空腹血

糖值 < 710 mmolΠL ,判断为糖耐量正常。

113 　测定方法 　每日从各类食物中摄入铬的量 =

各类食物铬的含量 ×每日各类食物的摄入量

各类食物铬含量的测定方法和铬含量中位值数

据见文献[6 ] 。

2 　结果

211 　湖北省城乡居民铬摄入量

湖北省城乡居民的每日铬摄入量为53117μg ,

见表 1。中国营养学会 1988 年建议的铬的适宜安全

摄入量 50～200μgΠd
[3 ] 。从地域来看 ,农村人口的

铬摄入量要稍高于城市人口 ,但均存在缺乏。

表 1 　湖北省城乡居民人群铬摄入量及构成比 (中位数)

食物种类
铬摄入量 (μgΠd) 铬摄入量构成比 ( %)

湖北省 城市 农村 湖北省 城市 农村

米及其制品 23127 17163 26143 43175 36120 47162

面及其制品 3134 3179 3109 6128 7179 5157

其他谷类 0115 0102 0122 0127 0105 0139

薯类 0141 0132 0146 0177 0167 0182

干豆类 0111 0107 0113 0121 0115 0124

豆制品 1159 1173 1151 3100 3155 2173

蔬菜 10190 9148 11165 20148 19147 20199

腌菜 0141 0138 0143 0177 0177 0178

水果 0122 0119 0123 0141 0138 0142

坚果 0134 0128 0137 0164 0157 0167

畜肉及内脏 3141 3164 3121 6141 7148 5178

禽肉及内脏 0172 0166 0174 1136 1136 1133

蛋及其制品 0163 0151 0169 1118 1104 1124

鱼虾类 3138 3156 3128 6136 7131 5191

糕点类 1103 119 015 1193 4100 0193

乳类及其制品 1113 214 014 2112 4185 0179

调味品类 2113 2114 2113 4100 4140 3184

总计 53117 48170 55147 100100 100100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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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不同性别的铬摄入量 　男性和女性的每日铬

摄入量分别为53191μg、51158μg。男性的铬摄入量

稍高于女性。男性和女性的食物摄入量在结构上没

有太大的区别 ,男性的铬摄入量要高于女性的主要

原因是男性的食物摄入量要稍大。

213 　不同年龄的铬摄入量 　湖北省不同年龄人群

中 , 18 岁 以 下 未 成 年 人 的 铬 摄 入 量 为

45147μgΠ(人·d) ; 老 年 人 的 铬 摄 入 量 为

49103μgΠ(人·d) ,低于适宜摄入量的最低值。青年

人和中年人的铬摄入量分别为 57160μgΠ(人·d) ,

55126μgΠ(人·d) ,稍高于适宜摄入量的最低值。

214 　不同文化程度的铬摄入量 　18 岁以上成年人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中 ,文化程度最低的人群铬摄入

量 (中位数)最低 ,为50161μgΠ(人·d) ,刚达到适宜铬

摄入量最低值 ,文化程度最高的人群 ,铬摄入量最

高 ,达到70126μgΠ(人·d) 。

215 　不同经济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 的铬摄入量

　将全省 18 岁以上人群按经济收入不同分为 <

800、800～1 999、2 000～4 999、5 000～9 999、10 000～

19 999及 > 20 000六段 ,其中收入在5 000～9 999的人

群铬摄入量最高 ,达到57164μgΠ(人·d) 。

216 　不同调查点的铬摄入量 　表 2 为湖北省不同

调查点人群铬摄入量 ,结果表明 ,武汉市蔡甸区的人

群铬摄入量最低 ,为51104μgΠ(人·d) 。枝江市的铬摄

入量最高 ,达到66139μgΠ(人·d) ;武汉市的两个区的

铬摄入量都比较低 ,而其他市县的铬摄入量都稍高 ,

这反映城市与农村的铬摄入量的差别。蔡甸区铬摄

入量低的原因是对铬含量较高的肉类和乳制品的摄

入量较少。枝江市铬摄入量较高的原因是对铬含量

较高的米及其制品和肉类的摄入量较高。

217 　不同糖耐量值的铬摄入量 　糖耐量异常人群

和糖耐量正常人群铬摄入量和构成比见表 3 ,糖耐

量异常人群可能在饮食上有所控制 ,和糖耐量正常

人群相比 ,总体膳食摄入量要少 ,尤其是糖耐量异常

人群的饮食相对清淡 ,调味品类的摄入量明显偏少 ,

因此总铬的摄入量要比糖耐量正常人群稍低。

表 2 　不同调查点铬摄入量 μgΠ(人·d)

食物种类 武汉蔡甸区 武汉　口区 随州市 京山县 广水市 枝江市

米及其制品 20161 17106 25138 25130 29126 32164

面及其制品 4137 3161 4142 3143 3119 1128

其他谷类 0100 0104 0159 0104 0101 0105

薯类 0142 0125 0117 0198 0138 0128

干豆类 0105 0107 0105 0100 0119 0136

豆制品 1173 2100 2129 1151 1160 0188

蔬菜 12107 8140 11159 13155 12143 11159

腌菜 0142 0132 0123 1116 0117 0118

水果 0104 0127 0126 0107 0115 0135

坚果 0130 0133 0158 0100 0115 0181

畜肉及内脏 1185 5126 3193 2192 2154 4106

禽肉及内脏 0147 0190 1103 0125 0158 1111

蛋及其制品 0150 0145 0128 1142 0139 0151

鱼虾类 5120 2155 4149 1141 1197 5155

糕点类 0166 2179 0179 0106 1101 0103

乳类及其制品 0102 8184 0140 2162 0100 0100

调味品类 2133 2119 2199 1190 2104 6171

总计 51104 55133 59147 56162 56106 66139

3 　讨论

311 　湖北省城乡居民铬摄入量总体状况 　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 ,湖北省城乡居民的每日人均铬摄入量

中位值只有53117μg。只达到了适宜摄入量的最低

值。这个标准的提出是在 1988 年 ,随着我国居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膳食结构的变化 ,对高糖、高脂

的食物摄入量有所上升 ,这使得体内新陈代谢时对

铬的需求量、消耗量增加 ,所以有专家提出 ,铬的适

宜摄入量还要增加[3 ] 。上述结果表明湖北省城乡居

民的铬营养相当缺乏 ,必须要引起重视 ,宣传铬营养

的作用和相关知识 ,指导人们平时加强对铬营养的

摄入。

城乡居民铬摄入量总体特点是农村高于城市 ,

是因为农村人口的米及其制品的摄入量较大 ,而且

农村的米中铬含量要比城市中精加工的米铬含量要

高。铬与糖尿病密切相关 ,缺铬可能导致糖尿病[7 ] 。

有数据显示[4 ] :湖北省 18 岁及以上居民糖尿病患病

率城市居民为 319 % ,农村为 210 %。这与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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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铬的缺乏而易患相关疾病 ,如 :糖尿病和动脉粥

样硬化 ,而农村人口这些疾病的患病率低于城市居

民是符合的。

从铬摄入量的构成比可以看出 ,铬营养主要来

自于米及其制品 ,占城市居民铬摄入量的 36 % ,占

农村人口铬摄入量的 48 %。其他几个主要来源有 :

蔬菜类 ,肉类 ,鱼虾类。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在铬摄

入量上差别较大的是米及其制品类和乳类及其

制品。

312 　湖北省不同人群铬摄入量的总体状况 　按性

表 3 　糖耐量异常Π糖耐量正常人群铬摄入量及构成比

食物种类
铬摄入量 (μgΠd) 铬摄入量构成比 ( %)

糖耐量异常 糖耐量正常 糖耐量异常 糖耐量正常

米及其制品 22141 23167 43170 42140

面及其制品 4105 3139 7189 6107

其他谷类 0105 0113 0111 0123

薯类 0127 0140 0153 0172

干豆类 0108 0112 0116 0121

豆制品 1147 1164 2187 2194

蔬菜 11119 11106 21182 19181

腌菜 0152 0142 1101 0175

水果 0120 0122 0139 0139

坚果 0127 0136 0152 0164

畜肉及内脏 3175 3172 7131 6166

禽肉及内脏 0130 0147 0158 0183

蛋及其制品 0135 0163 0167 1112

鱼虾类 2122 3148 4133 6123

糕点类 0138 0146 0175 0182

乳类及其制品 1167 1123 3125 2120

调味品类 2110 4146 4110 7198

总计 51128 55186 100100 100100

别分男性每日人均铬摄入量稍高于女性。按文化程

度、经济收入水平分类 ,随着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水

平的提高 ,每日人均铬摄入量增加。

糖耐量异常的人群铬摄入量要比糖耐量正常的

人群铬摄入量还要低 ,但从膳食摄入来说 ,糖耐量异

常的人群可能因为对食物的摄入有所禁忌 ,摄入总

量也少于正常人群。

未成年人、青年、中年和老年人的每日人均铬摄

入量分别为 :45147、57160、55126 和49103μg。除未成

年人对铬的需要量没有可比性外 ,铬的摄入量是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这与 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

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5 ]中的糖尿病患病率随着年龄

的增加而上升是一致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

缺铬与糖尿病中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老年人的铬

营养缺乏比较严重。老年人膳食摄入总量减少 ,通

过食物摄入的铬含量不足 ,更容易导致糖尿病。所

以老年人应加强食物中铬营养的摄入 ,必要的时候

可通过铬制剂和药品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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