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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食品企业对 FT#’11-*!-#!(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的满意度及标准实施对企业的影

响" 方法$!-#’ 年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全国 !" 个省针对强化食品生产企业相关人员开展调查!共回收有效问

卷 212 份!采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212 位受访者对标准知晓率为 13.2#f

#2-#5212$!以 " 分为满分!对标准可操作性平均得分为 ’.%!" 分&合理性平均得分为 ’.!4% 分&4!.#"f#""!5"44$

食品企业为新标准实施采取了相应措施!新标准实施对食品企业起到了正向的推动作用!同时增加了检验成本"

结论$食品企业对 FT#’11-*!-#!(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的知晓率及满意度较高!标准实施推动了食品企

业的正向发展!同时带来了一定执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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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全球关注的主要问题"食品安全标
准是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技术
措施*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K@U5B)B$协定 (#)的要求"各国食品安全标准等技
术法规的制定必须建立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 近

!- 年来"以欧盟食品安全局为代表"各国纷纷建立
了独立的风险评估机构"负责各自食品安全法规的
健康风险评估* 食品安全法规标准作为风险管理
措施"在针对健康的风险评估基础上"还需要考虑
各国经济’社会影响等因素* 各发达国家自上世纪
4- 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展法规的影响评价研究 (!+") "
在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制定之前或实施之后"针对利
益相关者开展调查"了解食品安全法规的实施效果*

中国自 !--4 年 0食品安全法1实施之后"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家卫生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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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作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部门"开始探索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思路"该工作思路体
现了中国跟上国际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制定的工作
步伐* !-#’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任
务以0!-#’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
的通知1#国卫办食品函3!-#’42#4 号$ #国家卫生
计生委内部材料$的形式委托各省执行"工作计划5
方案的编写和技术指导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承担*

FT#’11-!!-#! 0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 标
准1 (2)作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重要的一项基
础标准于 !-#! 年 % 月 #" 日发布"!-#% 年 # 月 # 日
实施* 为了解该标准实施一年后标准使用者对标
准的满意度评价以及标准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0!-#’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1将
其作为一项重点任务进行调查* 本研究阐述了标
准对强化食品生产企业的研究结果*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以全国 !" 省5自治区5直辖市范围内各类强化
食品生产企业作为调查对象"覆盖全国大部分省5
自治区5直辖市"包括东’中’西部地区#见表 #$* 各
省调查人员从各自食品企业名单中选择生产强化
食品的企业"对企业负责食品法规或质量控制的负
责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方式可采取面谈的方式"
也可通过组织所有企业人员召开会议的方式填写*

表 #$被调查的强化食品企业分布表
@<]VI#$)̂C‘>=7I[>\Ẑ>]HZ>C= C88CC[ >=[H\Ẑ>I\

Y Ĉ[H7>=D8ĈZ>8>I[ 8CC[
地区 省5自治区5直辖市 数量
东部 北京’河北’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山东 3

中部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 3

西部 甘肃’广西’贵州’江西’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
南’重庆’内蒙古

##

合计 ! !"

注%!为该项不进行合计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FT#’11-!!-#!

跟踪评价问卷调查表由该标准起草人和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人员共同讨论确定*
问卷分两个部分"第 # 部分为被调查企业和质量
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内容包括%学历’就职年限’
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第 ! 部分调查内容包括%是
否知道 FT#’11-!!-#!’调查企业人员对标准可
操作性及内容合理性满意度的评分’调查新标准
执行后企业是否采取了相应措施及标准对企业的
影响等*

问卷调查表作为 0!-#’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跟踪评价工作方案1的附件向承担任务的各省份
下发"各省级卫生部门指定专人负责省内调查工
作的组织和执行"包括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方式
的确定’调查表的填写和收集’结果录入和质量控
制等*
#.!.#$样本量

由于各省生产营养强化食品的企业较少"因
此"0!-#’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1
要求各省尽可能调查全部企业* 方案原则要求每
个省调查 "- 家以上强化食品生产企业"但如各省企
业实际数量不够则以实际数量为准*
#.!.!$质量控制

国家卫生计生委通过0!-#’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1的形式向全国各省统一分配
调查任务"各省采用统一的调查表"采取统一的调
查方式和数据收集方式"并进行统一培训&各省卫
生部门指定专人负责省内调查方案的整体执行&全
国数据录入统一采用在线录入的方式进行"确保数
据录入准确性&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负责全
国性数据的再次核对"删除不合格记录后进行统计
分析*
#.%$统计学分析

各省通过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网站数
据录入系统#网址%9ZZY%55]><CJ9H=&78\<&=IZ&7=5$进
行数据在线录入和填报"数据采用 B)BB #4.- 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与分析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到各省在线提交问卷 41’ 份"排
除非强化食品企业人员’数据缺失等"实际有效问
卷 212 份*
!.#.#$被调查企业质量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21" 位回答学历信息的被调查者中"大专及以
下学历有 !1" 人"占 ’#.2#f&本科学历有 %2# 人"占
"!.3-f&硕士学历有 %4 人"占 ".24f* 可见"食品
企业从事标准管理的人员学历水平普遍不高"以本
科及以下学历为主*

接受调查的人员中从事食品行业 " 年以下有
!’1 人"占 %2.!-f #!’1521"$&" c#- 年有 !23 人"

占 %1.41f#!23521"$&#- c#" 年有 33 人"#" 年以
上有 4% 人* 从事食品行业 #- 年以上的人员比例不
到 #5’"结果提示"中国目前食品企业中从事标准相
关管理人员的工作年限较短"可能存在管理经验较
为缺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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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企业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被调查者所在企业的性质和规模#见表

!$进行分析发现"212 位被调查者来自 "1# 家企业"
其中国营5国有企业 "" 家"集体5民营企业 %44 家"
外资企业 ’# 家"中外合资5中外合作企业 !1 家"其
他 "1 家包括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等* 根据0国家统
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
通知1#国统字3!-##43" 号$ (3)中工业类企业规模
按从业人员数量划分标准" "1# 家生产企业中"
%-- 人以下的小中型企业占 3"."2f # ’%45"1# $"
# --- 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仅占 1.4"f#"!5"1#$* 可
见"目前我国生产强化食品的企业以集体5民营企
业为主"小中型企业居多*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宣
传培训工作应将小中型企业作为重点对象"并将集
体5民营企业列入培训的重点*

表 !$被调查强化食品企业性质和规模占比#( i"1#$
@<]VI!$XC=\Z>ZHI=Ẑ<Z>CC8[>88ÎI=Z>=‘I\Z>D<ZI[

>=[H\Ẑ>I\/ =<ZH Î<=[ \7<VI
分类 数量 占比5f

企业性质

企业规模

国营5国有企业 "" 4.’3

集体5民营企业 %44 21.23

外资企业 ’# 3.-2

中外合资5中外合作企业 !1 ’.1!

其他 "1 4.41

小型企业# ,!- 人$ 43 #2.3-

小中型企业#!- c!44 人$ %’! "1.12

中型企业#%-- c444 人$ 4- #".’4

大型企业#"# --- 人$ "! 1.4"

!.!$知晓率
212 位被调查强化食品企业人员中知晓标准的

人员有 2-# 人#13.2#f$"知晓率较高* 212 份问卷
回答企业人数规模的有 21’ 份* 按企业规模进行分
层分析发现"大型企业人员对标准的知晓率高于小
中型企业人员"企业人员对标准的知晓率与所在企
业规模呈正相关#见图 #"/i#"!,-.-"$"说明大型
企业对标准的关注程度高于小中型企业"因此"小
中型食品企业依然是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宣传
贯彻的重点关注对象*

图 #$不同规模强化食品企业人员标准知晓率
_>DH Î#$0M<̂I=I\\̂<ZIC8[>88ÎI=Z\7<VI8CC[ >=[H\Ẑ>I\

!.%$可操作性和合理性评价
2-# 位知晓该标准的被调查者中"除 # 名强化

食品企业人员信息缺失"2-- 位强化食品企业人员
对标准可操作性和合理性进行了评价"本次调查采
用半定量调查的方法"设定完全满意 " 分为满分"认
为完全没有合理性或者可操作性为 # 分"不了解得
分为 - 分* 研究结果显示%可操作性平均得分为
’.%!" 分"合理性平均得分为 ’.!4% 分* 企业人员
对标准可操作性评价稍高于合理性评价* 企业人
员对标准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满意度评价均超过
’ 分"介于完全满意和比较满意之间"结果提示企业
人员对标准比较满意*

将强化食品企业人员按工作年限进行分组"发
现工作年限在 #- 年以下 #含 #- 年$的人员对标准
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的满意度得分高于工作 #- 年以
上人员#见表 %$*

表 %$不同工作年限强化食品企业人员的可操

作性及合理性满意度
@<]VI%$B<Z>\8<7Z>C= C= CYÎ<Z>C= <=[ <̂Z>C=<V>ZWC8Z9I

\Z<=[<̂[ C88CC[ I=ZÎY >̂\IYÎ\C==IVM>Z9 [>88ÎI=Z

MĈm>=DIRYÎ>I=7IWI<̂\
工作年限 人数 可操作性得分 合理性得分
," 年 !#2 ’.%%% ’.%"!
" c#- 年 !%’ ’.%%1 ’.!"2
## c#" 年 24 ’.!2# ’.!#3
h#" 年 1# ’.!"4 ’.!’3

合计 2-- ’.%!" ’.!4%

$$比较强化食品企业人员对标准可操作性和合
理性满意度的结果发现"可操作性平均得分高于合
理性评价得分"结果提示"强化食品企业认为食品
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的可操作性优于合理性* 提
示虽然修订后的标准比之前版本更易操作"比如解
决了食品分类交叉和矛盾的问题"食品分类更加清
晰"强化物质的使用更加明确"但中国营养强化政
策的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合理化"如规定添加量的条
款应向终产品含量过渡"食品分类的划分可向大类
方向规定*

对 2-- 位被调查强化食品企业人员执行问题调
查结果#见图 !$进行分析"企业在执行中遇到最多
的问题是涉及既属于营养强化剂又属于食品添加
剂的物质在标准执行中存在困惑"其次为某些食品
类别的定位不清"因此在执行标准时不易准确掌
握&某些营养强化剂同时列入新食品原料名单"在
是否执行标准添加量规定时存在分歧&另外由于
FT#’11-!!-#! 针对特殊膳食用食品仅规定了可
使用营养强化物质名单"2-- 位被调查强化食品企
业人员中 #".#3f#4#52--$的企业人员反映特殊膳
食用食品如何使用营养强化剂不易掌握* 针对可
操作性和合理性评价均低于 % 分的 "" 位企业人员
遇到的执行问题发现"遇到食品分类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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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5""&#! i3.231"!,-.-"$以及特殊膳
食用食品使用不易掌握的问题 # %1.#1f"!#5""&
#! i!’.4!1"!,-.-"$比例高于企业人员总体情况"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此推测"特殊膳食用食品的
营养强化剂使用问题"以及食品分类的定位问题是
企业人员遇到的比较难处理的问题"也是影响对标
准评价的主要问题*

图 !$强化食品企业人员执行标准遇到的主要问题分布
_>DH Î!$(>\Ẑ>]HZ>C= C8Y Ĉ]VIP\PIZ>= \Z<=[<̂[

>PYVIPI=Z<Z>C= ]W8CC[ >=[H\Ẑ>I\

!.’$企业影响调查
!.’.#$企业采取措施调查

2-# 位企业人员中"除 ! 名人员信息缺失"分析
"44 位调查者反馈信息"FT#’11-!!-#! 实施以后"
4!.#"f#""!5"44$的强化食品企业不同程度采取
了相应措施以适应标准的要求 #见图 % $* 其中"
"1.2-f#%"#5"44$的强化食品企业调整了产品营
养标签"这也与 FT!1-"-!!-## 0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1的同步实施有关* 可见"FT#’11-!!-#! 的
实施对强化食品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强化食品企
业势必会为营养标签的调整投入较高成本&’3.3"f
#!125"44$的强化食品企业调整了营养强化剂的添
加量"%3.!%f#!!%5"44$的强化食品企业调整了所
使用营养强化剂化学物质品种* 可见"强化食品企
业在营养强化剂品种的选择’营养强化剂使用量调
整方面采取的措施的比例较高"这需要企业投入人
力’物力调整产品配方"改变生产工序等*

图 %$强化食品企业执行 FT#’11-!!-#! 采取措施分布
_>DH Î%$07Z>C=\C88CC[ >=[H\Ẑ>I\Y Ĉ[H7>=D8ĈZ>8>I[

8CC[ 8Ĉ>PYVIPI=Z>=DFT#’11-+!-#!

另外"从企业举办和参加培训的情况来看"配
合 FT#’11-!!-#! 的实施"强化食品企业开展了不

同程度的标准相关宣传’培训等活动" ’".4#f
#!3"5"44$的企业自行开展了宣传培训活动"平均
每家企业培训 !.’ 次"培训最多的企业共举办
!- 次&参加 其他 机构 标准 宣贯 活动的 企 业 占
%3.4-f#!!35"44$"平均参加培训 #.1 次* 值得注
意的是"回答既未自行举办培训也未参加培训的有
!32 人"占总数的 ’2.-1f # !325"44 $" 提示 FT
#’11-!!-#! 实施后"依然有超过 ’-f企业未接受
标准的宣贯和培训"这会对标准的顺利执行产生一
定影响*

综上"FT#’11-!!-#! 的实施对强化食品企业
产生了较大影响"4!.#"f#""!5"44$的企业均采取
了相应措施"包括调整企业的配方’标签"开展培训
等"以满足新标准实施后的执行需求* 这些均会对
强化食品企业产生一定的成本*
!.’.!$标准实施影响调查

分析调查结果显示"2-# 位强化食品企业人员
除 ! 名人员信息缺失""44 位企业人员中认为标准
对企业无任何影响的有 4" 人"占 #".12f&2#.’’f
#%215"44$的强化食品企业人员认为 FT#’11-!
!-#! 使企业生产强化食品的加工过程更加规范&
"-.’!f#%-!5"44$的人员认为产品出厂检验更加
严格&’’.4#f#!245"44$的人员回答生产强化食品
的类别得以重新明确#见图 ’$* 可见"新的食品营
养强化剂使用标准的实施使得强化食品企业对生
产强化食品的定位更加清新"管理更加规范*

图 ’$FT#’11-!!-#! 实施对强化食品生产企业影响分布
_>DH Î’$:PY<7ZC= 8CC[ >=[H\Ẑ>I\Y Ĉ[H7>=D8ĈZ>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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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位回答企业采购强化剂品种和变化的被调
查者中#见图 "$"除少部分人回答不了解外"采购品

种或数量基本持平的比例分别占 2-.#-f#%2-5"44$

和 "4.2-f#%"35"44$"即一半以上强化食品企业在新
标准实施后采购的强化剂品种或数量均无明显变化&

回答采购营养强化剂品种#!2.-’f"#"25"44$或数
量 # !".%1f" #"!5"44 $ 增 加 的 比 例 超 过 品 种
#1."#f""#5"44$或数量 #3."#f"’"5"44$减少的
比例&因此"总体来说 FT#’11-!!-#! 的实施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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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食品企业采购强化剂方面影响不大"对企业的正
向作用很可能大于负向作用* 从强化食品的销量
变化调查结果看""-.4!f#%-"5"44$的企业销量无
明显变化"回答销量增加的企业人数远多于销量有
所减少的企业人数"由此可见"FT#’11-!!-#! 的
实施对强化食品的销售起到正向推动作用"给强化

食品企业带来了一定的正向收益* 从营养强化剂
的检验成本变化调查结果看"仅#" 人回答检验成本
减少"回答企业检验成本增加的比例达 "’.’!f
#%!25"44$"基本持平的为 %".3%f #!#’5"44 $&因
此"FT#’11-!!-#! 实施后"强化食品生产企业的
检验成本明显增加*

图 "$标准执行后强化食品企业采购情况及检验成本变化
_>DH Î"$X9<=DIC8\<V>=D<=[ >=\YI7Z>C= 7C\ZC88CC[ >=[H\Ẑ>I\Y Ĉ[H7>=D8ĈZ>8>I[ 8CC[ <8ZÎ>PYVIPI=Z>=DFT#’11-+!-#!

%$讨论
%.#$知晓率和满意度调查

中国还未大规模开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执
行后效果调查"!-#’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以及全国 !" 个省5自治
区5直辖市开展了部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跟踪
评价工作* FT#’11-!!-#! 是其中的一项重点
标准*

调查结果发现"被调查的 212 位强化食品企业
人员中依然有 #!.%4f#1"5212$的人员不知道该标
准"尤其是小中型企业人员知晓率更低* 提示"中
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还需要继续加强宣传和培
训"以让更多的企业知晓’理解从而更好的执行
标准*

知晓标准的 2-# 位强化食品企业人员对标准的
满意度较好"" 分为满分"可操作性和合理性得分均
在 ’.% 分左右* 结果提示"中国营养强化标准获得
了企业的基本好评* 特殊膳食用食品中营养强化
剂的使用问题以及食品类别的定位问题是影响企
业人员对标准满意度评价的主要问题* 调查同时
还反映出其他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如营养强化剂
和食品添加剂’新食品原料交叉物质在标准执行中
存在的问题"仅规定添加量非终产品含量而导致的
执行问题*

本次跟踪评价结果反映的问题在企业人员中
占有一定比例"因此建议 FT#’11-!!-#! 起草者

在日后修订过程中应重点考虑研究反映的问题*
针对特殊膳食用食品中营养物质的使用问题"应
加强特殊膳食用食品产品标准中营养物质使用的
合理设置并加强宣传贯彻&针对食品分类系统不
易定位问题"建议多听取行业和企业意见重新修
订食品分类体系"进一步做好标准释义和宣传培
训&针对终产品含量代替使用量的修订方向"则需
要中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者在全面考虑人
群营养需求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科学的风险评估"
更加科学有效的制定新的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
标准*
%.!$标准实施影响评价

早在上世纪 1- 年代"已有国家在制定法规时考
虑到提高法规的有效性 (1) *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UaX($在 #44" 年 % 月通过了促进政府法规质量
的建议"要求各成员系统地进行法规影响分析
# ÎDHV<ZĈW>PY<7Z<=<VW\>\"/:0$ (4) "#442 年即有超
过半数成员接受了/:0的做法* /:0在各发达国家
的运用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逐步成为各国食品
安全法规制定的强制要求* 在食品安全领域"美国
率先开展食品安全法规的经济学影响研究"在危害
分析和关键控制点#*0XX)$的影响评价方面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 (!) *

成本+效益分析是目前在各国食品安全标准经
济影响评价中使用较多的方法 (#-+##) * 对于企业成
本计算"可采取遵守成本直接计算以及间接经济学
方法* 遵守成本直接计算被各国政府广泛使用于



!%%1$$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X*:EaBaLU?/E0QU__UU(*;F:aEa !-#3 年第 !4 卷第 % 期

/:0中*
中国还未有开展食品安全标准法规经济影响

研究的先例"食品安全法规影响评价更是未被纳入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修订程序中* 本研究首次
开展了食品安全标准影响评价的初步尝试"由于考
虑到在直接调查食品企业的遵守成本时可能会面
临数据缺失"或者调查获得的成本金额很可能被夸
大&因此"本研究在调查设计时采用了间接的半定
量的方式收集信息*

结果提示""1.2-f的强化食品企业为执行新标
准调整了产品标签"’3.3"f和 %3.!%f的强化食品
企业调整了营养强化剂的添加量和所使用的强化
物质品种&"%.4!f#%!%5"44$的企业还专门举办了
培训活动以及参加其他机构的专门培训* 通过对
企业检测成本变化的调查也发现"新标准实施后"

企业检测成本增加的数量要多于成本减少的数量"

据此推断"新标准的实施整体上增加了强化食品企
业的检测成本&因此"通过调查强化食品企业为执
行新标准所采取的措施和标准产生的影响"可有助
于了解采取措施企业的数量"为进一步更准确估计
企业遵守成本提供了基础数据*

同时"本研究对企业的收益调查也未直接用货
币来测量"原因是隐形的收益不容易测量* 研究以
半定量的方式调查获得新标准实施对企业的正向
促进作用"大部分企业在营养强化剂的品种和数量
采购方面无明显变化"但略有增加和明显增加的企
业数量明显比减少的企业数量多"营养强化食品的
销量也发生类似的变化"销量增加的企业数量明显
多于销量减少的企业数量"因此可以推算新标准的
实施促进了中国的强化食品企业自愿强化的行为"
新标准的实施产生了正向的社会效益*

由于一项食品安全法规和标准的完整 /:0非
常复杂"标准法规本身性质不同"采用的计算方法
也不同 (1"#-) * 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涉及到不同利益相
关者"包括%政府部门’食品企业和消费者以及社会
团体* 本研究仅针对强化食品企业开展了成本和
收益的初步调查"离完整的 FT#’11-!!-#! 0食品
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1实施影响调查还有很大的研
究空间*
%.%$建议

自 !--4 年0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1首次将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纳入法律规章以来
已将近八年* 该项工作经历了 !--4!!-#! 年由
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分配标准任务"各省各自采取
调查方法"!-#%!!-#’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分
配标准任务并统一制定调查方案"到 !-#"!!-#2

年以收集标准反馈意见为主的发展过程"本研究
即为 !-#’ 年针对 0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1的
部分调查内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旨在跟踪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实施情况’调查存在的问题并收
集标准修订建议"为标准进一步修订完善提供科学
依据"因此"建议应吸取三阶段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的经验"建立高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
作制度"首先做好标准跟踪评价在线反馈意见的收
集’整理分析和反馈工作&其次"针对较为集中的标
准和相应的问题"通过国家统一设计调查方案进行
有针对性的调查"从而得出科学建议&针对社会影
响较为重大的标准"应通过统一设计调查方案"进
行社会影响调查"为标准制修订提供有力的科学
依据*

本研究对强化食品生产企业人员进行了满意
度调查和实施影响调查* 结果表明"强化食品生产
企业对标准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评价较好"对标准整
体比较满意* 满意度评价结果也反映出了影响标
准执行的主要问题* 大部分食品企业为执行标准
都采取了积极措施加强管理"标准的实施对强化食
品的积极发展起到正向作用"标准的实施在对企业
产生一定收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企业
造成了检验和管理成本* 本研究是我国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影响评价研究的初步探索"研究结果将为
FT#’11-!!-#!0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1的进
一步修订提供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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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ẐCV" !-#-" !###!$ % #"22+#"13&

( ’ )$@/a0B?/;*N&@9IF/aaETUUS<YY <̂>\<V<=[ I‘<VH<Z>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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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 年北京市顺义区居民膳食营养摄入状况调查

陈东宛#!李勇#!李永进!!刘秀峰!!高彭!!吕金昌!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1%# !&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摘$要!目的$了解 !-#" 年北京市顺义区居民膳食营养摄入状况及近年来的变化趋势" 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

样的方法!按顺义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地理位置!选取分别代表城%乡的 ! 个街道和 % 个乡镇!在选中的街道#乡镇$

随机选取 ! 个社区#村$!在选中的社区或乡村随机选取 %-- 户 1#3 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调查户所有成员食物消

费情况%营养素摄入以及营养素的食物来源情况" 结果$顺义区居民谷类%蛋类摄入量较合理!薯类%水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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