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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武汉市大学生矿物质与维生素的摄入水平!为开展高校健康教育及改善食堂膳食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

法
!

采用记帐法结合
%$?

膳食回顾法对
$'&

名大学生进行连续
#0

的膳食调查!回收有效调查表
$""

份$结果
!

除女大学生的

维生素
9

实际摄入量达推荐摄入量"

+a,

#外!被调查大学生钙%铁%锌%维生素
L

!

%维生素
L

%

%烟酸%维生素
(

的摄入量均达不到

+a,

或适宜摄入量"

9,

#!且维生素
9

%钙%铁%锌的摄入均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结论
!

被调查大学生矿物质与维生素的摄入明显

偏低!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采取综合措施!开展多种形式的营养知识宣传教育和营养干预$

关键词"维生素&矿物质&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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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类常见疾病有
!#"

余种#其中大多

数与维生素与矿物质的摄入不足有关*

!

+

'营养缺乏病已成为

当今营养学界关注的热点*

%7$

+

'

%""$

年全国居民营养与健康

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矿物质与维生素缺乏仍是我国居民普遍存

在的问题*

&

+

'大学生脑力)体力负担重#心理压力大#充足的维

生素与矿物质的供给#是保证身体健康及日常活动的必要条

件'为了更好地开展高校健康教育及为改善食堂膳食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于
%"!!

年
'

月对武汉市
$'&

名大学生部分容易

缺乏的维生素与矿物质的摄入水平进行了调查'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

名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大学生#回收有效调查表
$""

份#有效回收

率为
8$2%P

'其中男
%"3

名#女
!3!

名#年龄
!8

!

%&

岁'

=2>

!

方法
!

采用记帐法*

/

+与
%$?

膳食回顾法*

'78

+相结合的方

法#自行设计调查表#对调查员和调查对象进行统一培训#由调

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连续
#0

的膳食调查'要求调查员准确

记录被调查对象每日消费的各种食物的种类和摄入量$要求调

查对象随时记录每餐饮食情况#弥补回顾法偏差高的缺点#从

而减少膳食摄入记录的偏差%#数据收集后#由数据分析人员计

算每人每日各种营养素摄入量#再与0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

考摄入量
(?16;5;X+,5

1$

%"""

年版%

*

3

+中推荐摄入量$

+a,

%和

适宜摄入量$

9,

%比较'

=2?

!

统计处理
!

采用
Z9Z82"

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

%""$

年同质人群大规模调查结果采用
:

检验#以
A

&

"2"&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大学生矿物质与维生素的摄入水平
!

该人群被调查的几

种矿物质与维生素中#仅女生的维生素
9

实际摄入量达到了

+a,

#其余均未达到
+a,

或
9,

&男大学生除烟酸外#女大学生

除烟酸和维生素
9

外#其余微量元素达到或超过
+a,

或
9,

的

人群比均低于
&"P

$表
!

)

%

%&男)女生的钙平均摄入量分别为

/%!

)

&#&J

=

"

0

#虽未达标#但高于同质人群
%""$

年的调查结

果&男)女生的铁)锌)维生素
9

)维生素
L

!

)维生素
L

%

)烟酸和

维生素
(

的实际摄入量均低于同质人群
%""$

年的调查结果'

男)女大学生微量元素
+a,

或
9,

)实际摄入量)实际摄入量"

+a,

或
9,

$实际比%)达到或超过
+a,

或
9,

人数构成比$达超

比%以及与
%""$

年同质人群大规模调查结果$

%""$

年%$数据

来源于文献*

&

+

%进行
:

检验的
:

)

A

值#见表
!

)

%

'

>2>

!

膳食中钙)铁)锌的食物来源
!

被调查的
$""

名大学生中

钙的摄入以植物性来源为主#铁的来源以非肉类为主#锌的来

源也以植物性为主#见表
#

'

>2?

!

膳食中维生素
9

的食物来源
!

被调查人群维生素
9

主

要来源为植物类食物'

%"3

名男生中
$"2!P

的维生素
9

来源

于动物#

&323P

来源于植物&

!3!

名女生中
#/2$P

的维生素
9

来源于动物#

/#2/P

来源于植物#见表
$

'

8%/%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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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3

名男大学生微量元素摄入与
%""$

年比较

微量元素
+a,

或
9,

实际摄入量 实际比$

P

% 达超比$

P

%

%""$

年
: A

钙$

J

=

%

8""2" /%!2"Q&/2# ''2/ $&2# $!/28 &%2$!

&

"2"&

铁$

J

=

%

!&2" !!2'Q#2' '82" $#2' %$2# $32!"

&

"2"&

锌$

J

=

%

!&2" !"2/Q$2/ '"2' $32$ !%2' /2//

&

"2"&

维生素
9

$

#

=

+W

%

8""2" /$82"Q!"%28 8!2" $32' '!32& !"2"/

&

"2"&

维生素
L

!

$

J

=

%

!2$ "2'Q"2% &%2! $"2! !2% #%2##

&

"2"&

维生素
L

%

$

J

=

%

!2$ "2&Q"2% #/2$ !&2/ "28 %#2%8

&

"2"&

烟酸$

J

=

%

!$2" !"2#Q$2& '#2/ /&2% !/2' %"2'3

&

"2"&

维生素
(

$

J

=

%

!""2" 8#2'Q#"2! 8#2' $'2/ $"#2$ !&#2$$

&

"2"&

表
%

!!

!3!

名女大学生微量元素摄入与
%""$

年比较

微量元素
+a,

或
9,

实际摄入量 实际比$

P

% 达超比$

P

%

%""$

年
: A

钙$

J

=

%

8""2" &#&2"Q!!82$ //23 $"2! #&828 %"2&'

&

"2"&

铁$

J

=

%

%"2" !"23Q#2$ &$2& #$2' !32$ #'2$!

&

"2"&

锌$

J

=

%

!!2& '2'Q%2/ /'2" $"2& !"2% !#2#3

&

"2"&

维生素
9

$

#

=

+W

%

'""2" 8$!2"Q%$%2% !%"2! 8%28 /"%2! !#2/#

&

"2"&

维生素
L

!

$

J

=

%

!2# "2/Q"2% $32% %82" !2" %!2/&

&

"2"&

维生素
L

%

$

J

=

%

!2% "2'Q"2# &'2& #32' "2' "2$&

%

"2"&

烟酸$

J

=

%

!#2" 328Q#2' '&2# /%2# !#2% !%2&/

&

"2"&

维生素
(

$

J

=

%

!""2" /$2!Q%"2# /$2! $%2$ 8'28 !/2!/

&

"2"&

表
#

!!

$""

名大学生钙#铁#锌食物来源及构成比'

J

=

$

P

%(

性别
$

钙

植物性 动物性 奶及其制品

铁

肉类 非肉类

锌

植物性 动物性

男
%"3 &!"

$

8%2!

%

$"

$

/2$

%

'!

$

!!2&

%

%23

$

%$28

%

828

$

'&2%

%

'2#

$

/32"

%

#2#

$

#!2"

%

女
!3! #83

$

'%2'

%

%'

$

&2"

%

!!3

$

%%2#

%

%2#

$

%!2!

%

82/

$

'823

%

&2#

$

/828

%

%2$

$

#!2%

%

表
$

!!

$""

名大学生维生素
9

食物来源及

!!

构成比'

#

=

+W

$

P

%(

来源 男生$

$ %̀"3

% 女生$

$ !̀3!

%

动物性
%/"

$

$"2!

%

#"/

$

#/2$

%

植物性
#88

$

&323

%

&#&

$

/#2/

%

?

!

讨
!!

论

为改善大学生维生素与矿物质的摄入情况进行了本次调

查#本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钙的实际摄入量虽达不到
9,

#但

与
%""$

年同质人群调查结果相比有明显提高#说明通过多年

来各种渠道对钙的重要性的宣教#中国居民已有意摄入含钙量

高的食物#但钙的摄入仍以植物性为主#奶及其制品所占比例

小&铁和锌摄入均不足#且都以植物性来源为主#有研究显示动

物性铁)锌吸收率高#植物性相对低很多*

!"

+

#所以被调查人群

的铁)锌缺乏情况可能更严重&维生素
L

!

)维生素
L

%

)烟酸和维

生素
(

的摄入量均不足#与蔬菜水果)肉类摄入不足)种类单

调有关*

!!

+

#维生素
(

可促进非血红素铁的吸收*

!"

+

#它的缺乏

将进一步加重缺铁&维生素
9

的摄入水平尚可#但男)女生膳

食中来自于动物性食品的维生素
9

分别为
$"2!P

和
#/2$P

#

近年来研究发现#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中维生素
9

前体的

转化率只有
!

"

%!

#比以前公认的
!

"

/

的转化率低得多*

!%

+

#按膳

食中维生素
9

与维生素
9

前体比例
!_%

的要求*

!#

+

#此种膳

食结构的维生素
9

摄入质量不合格'

矿物质与维生素是人体正常代谢和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

物质#在体内通过形成结合蛋白)酶)激素等发挥重要作用*

!$

+

'

此次调查中被调查大学生几种矿物质与维生素摄入均不足#且

低于
%""$

年同质人群$除钙外%'原因可能是#在当今以瘦为

美的主流观念影响下#大学生采取了节食的方式控制体质量#

食物总量摄入不够#又不懂得提高含维生素与矿物质量高的食

物的摄入比例#从而导致了维生素与矿物质的普遍缺乏'此次

调查还发现钙)铁)锌及维生素
9

的摄入中#动物性食物所占

比例小#究其原因#$

!

%减肥造成大学生刻意减少动物性食品的

摄入&$

%

%大学生对营养知识普遍缺乏#对各种人体必需的维生

素与矿物质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所以食物种类单调#不懂得平

衡饮食'

为纠正大学生矿物质与维生素摄入不足的现状#有关部门

有必要深入开展健康教育)普及营养知识#使学生从进人高校

独立生活开始即能掌握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原则#从而获取

足量各种营养素*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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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

本次监测到的
!//

例出生缺陷儿中#生后诊断的出生缺陷

儿占
8/2!$P

&产前诊断的占
!#28/P

#其中有
'

例是
#'

周之

后才诊断的#有
!"

例是临产前诊断的'而产前诊断的出生缺

陷儿随访至
$%0

时#存活率仅为
!#2"$P

'平均出生孕周的大

小可以间接反映对某种畸形的产前诊断水平'随着产前诊断

的水平提高#理论上平均孕周应当向
%8

周靠近'美国
!388

!

!33"

年 无 脑 畸 形 的 平 均 孕 周 $

%8

周%诊 断 符 合 率 为

!32/"P

*

!#

+

#产前诊断无脑的敏感性可达
!""P

'多数先天畸

形#可以通过产前检查早期诊断*

!$7!&

+

#避免分娩后给家庭带来

精神上的痛苦和治疗上的经济负担'故加强孕产妇孕期保健

和产前检查的意识十分必要#同时基层人员的产前诊断水平也

亟待提高'

生后才诊断出生缺陷的
!$#

例孕产妇中
!#&

例为常住人

口#其中
!"$

例为垫江县监测上报数据'

&

例腹裂儿中#有
$

个是生后诊断的#也均为垫江县监测数据'垫江县是人群监测

的农村监测点#相对渝中区#垫江县的医疗资源明显呈弱势'

在产前即可发现的明显缺陷#却直至产后才诊断#一方面与农

村孕产妇孕期保健意识较差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基层产

科人员对出生缺陷的产前诊断水平有限'故加强农村医疗保

健资源的配置与基层人员的产前诊断水平#有利于早期发现胎

儿畸形#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以提高人口素质'

总之#开展多渠道孕期保健健康宣传#加强孕产妇孕期保

健和产前检查是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的有效措施&合理配置农

村医疗保健资源#提高基层人员的产前诊断水平#大力实施出

生缺陷干预工作#进一步强化和健全出生缺陷监测工作#加强

基层监测人员生后诊断能力的培训对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的开

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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