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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妊娠期膳食摄入与体质量增加的相关性研究

黄晓玲，黄菊芳，陈　琴

（湖南省衡阳市妇幼保健院，湖南衡阳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目的　探讨孕妇妊娠期膳食摄入与体质量增加的相关性。方法　以该院７６７名孕妇为研究对象，进行前瞻性研究，

将孕妇按照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分成３组，从孕１２周开始收集孕妇不同孕周膳食食物消耗量及妊娠期体质量增加资料，追踪

至产后５ｄ。研究膳食结构及营养素摄入对妊娠期体质量增加的影响。结果　妊娠期不同孕周孕妇每人每天摄入谷类、动物肉

类、烹调油以及总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０）；妊娠期体质量增加及ＢＭＩ增值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００）。结论　孕妇膳食结构及其摄入量存在不合理现象，妊娠期营养知识教育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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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是人生的特殊时期，妊娠期营养直接关系到母婴的健

康。目前孕妇在妊娠期也更加注重营养的摄入，而对妊娠期满

足母体本身及胎儿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素多以《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原则》为标准（ＲＮＩ），缺乏合适的可供孕妇选择的膳食标准。

本文对湖南省衡阳地区的７６７名孕妇膳食进行前瞻性调查，就

其不同妊娠期膳食结构、能量、营养素摄入量与妊娠期体质量

增长进行了相关性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在湖南省衡阳市妇幼保健院参加妊娠期检查符合标准的孕妇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１９～３９岁、孕３４～４１周、分娩追

踪至产后５ｄ；初产妇、无妊娠合并疾病及并发症、参加两次及

以上孕妇学校妊娠期知识学习。本研究共纳入对象１０７９名，

完成调查７６７例。

１．２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签订知情同意书。由经过培训

的专业人士进行一对一定期追踪随访至产后５ｄ。孕妇１２周

左右建立围生期保健基线资料，收集孕妇的人口学特征、孕产

史、健康状况等相关信息。将孕妇每人每天平均各类膳食摄入

量按照孕早期（１３±１）周、孕中期（２４±１）周、孕晚期（３３±１）周

分成３组，然后对各类膳食进行方差分析。采用实物频数法和

２４ｈ膳食回顾法调查。记录孕妇前３日２４ｈ膳食成分，以克

为单位（参照食物模块示意图）估计摄入量，算出平均每天食物

摄入量，并折算为能量。参照中国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

（ＤＩＲｓ）对食物摄入状况进行分析
［１］，并记录同一时期妊娠期

体质量增加。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食品研究所开发研制的《营养计算器》Ｖ２．３ａ软件，计

算孕妇妊娠期不同孕周平均每人每天的热能及各种营养素的

摄入量。调查表为课题组自行编制，经预调查修改完善。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建立数

据库文件，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

数资料以构成比表示，多组构成比采用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全部为妊娠期居住本市的城、乡孕

妇，其中７０％居住市区，３０％居住县及乡镇。文化程度：大学

以上４４．５％、大专２８％、高中１５．６％、初中１１．３％、小学及以

下０．３３％。从事轻体力劳动者９６．４％、中体力劳动者３．５％，

无重体力劳动者。运动：几乎不运动 ８６．６％，偶尔运动

１１．２％，规律运动１．２％。经济状况人均收入：≥４０００元／月

３５．７％、≥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元／月５１．１％、≥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月

１２．７％、１０００元以下０．０３１％。孕前体质量４０～８５．５ｋｇ、妊

娠期体质量增加４～３８ｋｇ。

２１４３ 重庆医学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第４１卷第３２期

 基金项目：湖南省衡阳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室立项项目（２００９ＫＪ５３）。



表１　　妊娠期不同孕周膳食摄入量与推荐量比较

食物种类 推荐量

孕早期（１３±１）周

平均摄入量

（狓±狊，ｇ）

摄入／推荐比

（％）

孕中期（２４±１）周

平均摄入量

（狓±狊，ｇ）

摄入／推荐比

（％）

孕晚期（３３±１）周

平均摄入量

（狓±狊，ｇ）

摄入／推荐比

（％）

犉 犘

谷类 ３２０ ２２２．８９±１００．２６ ６９．６ ２７８．５１±１０８．９６ ８６．８ ３０７．９０±１９６．８３ ９５．９ ７０．６８ ０．０００

杂粮 ８０ ３０．８７±３７．１６ ３７．５ ５０．５３±４１．２８ ６２．５ ４９．２３±４０．６３ ６１．５ ５８．７１ ０．０００

动物肉类 ７５ ６６．９７±６０．２７ ８９．２ １１１．２６±６５．０１ １４８．２ １２４．４６±９３．２６ １６５．３ １２５．８ ０．０００

鱼虾海鲜 ５０ ３６．７１±３３．７５ ７３．４ ４０．４１±３５．４７ ８０ ４３．６２±４３．６４ ８７．２ ６．３９ ０．００２

蛋类 ３７．５ ６４．５９±４２．９５ １７２ ６３．１４±３６．５１ １６８ ６１．４８±３６．６２ １６３ １．２２９ ０．２９３

大豆及豆制品 ５０ ２４．４７±２０．１９ ４９ ２７．４０±２６．７５ ５４．８ ３２．４０±２７．５１ ６４．８ １５．８９ ０．０００

奶类 ２５０ ２０１．２２±１５２．４５ ８０．４ ２６１．２３±１４６．５６ １０４．４ ２６９．２６±１５４．２１ １０７．６ ４６．４４ ０．０００

蔬菜 ４５０ ２７８．６７±１８０．８０ ６１．９ ３４４．００±２１５．２８ ７６．４ ３７１．４４±２５２．３３ ８２．５ ３６．６２ ０．０００

水果 ２００ ２９３．７６±２４９．３０ １４６．５ ３８４．５８±３１６．９３ １９２．２ ３６１．５１±２０６．９１ １８０．７ ２４．９５ ０．０００

烹调油 ２５ ２０．３４±１３．８１ ８０ ２４．２９±１２．８３ ９６．８ ２５．５５±１２．９３ １０２ ３２．４１ ０．０００

表２　　妊娠期不同于孕周热量及营养素摄入量与推荐量比较

项目 推荐量

孕早期（１３±１）周

平均摄入量

（狓±狊，ｇ）

摄入／推荐比

（％）

孕中期（２４±１）周

平均摄入量

（狓±狊，ｇ）

摄入／推荐比

（％）

孕晚期（３３±１）周

平均摄入量

（狓±狊，ｇ）

摄入／推荐比

（％）

犉 犘

总能量（ｋｃａｌ） ２３００ １８５１．７９±７７７．１９ ８０．４ ２３５３．０８±７８９．９１ １０２ ２５７５．８４±９９９．１１ １１１．９ １４１．８ ０．０００

蛋白质（ｇ） ８５ １１１．６９±５３．８ １３１．２ １４２．６０±５０．２４ １６７．７ １５１．９３±５５．３７ １７８．７ １２０．０ ０．０００

脂肪（ｇ） ６４ １１０．５２±５９．８５ １７１．８ １４４．８６±５６．５６ ２２６．２ ８２．１７±４３．０３ １２８．１ ２６１．６ ０．０００

碳水化合物（ｇ） ３４５ ３２６．８５±１２３．３３ ９４．４ ４０８．９７±１２６．４８ １１８．５ ４４６．６０±１７５．５７ １２９．４ １３８．７ ０．０００

钙（ｍｇ） １２００２２４６．１３±１４２３．４９ １８７．１ ２８６２．８９±１３５７．８０ ２３８．５ ２９９６．０３±１４２７．２５ ２４９．６ ６２．２ ０．０００

铁（ｍｇ） ３５ １２．４９±５．１３ ３５．６ １５．１２±５．２３ ４２．８ １４．２０±５．４５ ４０．５ ５９．１ ０．０００

２．２　妊娠期不同孕周膳食摄入量与推荐摄入量（ＲＮＩ）比较　

（该分组和检测方法不应放在结果部分，应放在１．资料与方法

中）孕妇每人每天摄入谷类、杂粮、动物肉类、大豆及豆制品、奶

类、蔬菜水果、烹调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０）。３组不

同孕周孕妇食物摄入量除蛋类外，随妊娠月份的增加而增加，

尤其以孕中期膳食摄入量增加最多。孕早期膳食摄入量最少，

孕晚期膳食摄入（水果除外）量最多。３组孕妇膳食种类摄入

量与ＲＮＩ构成比显示妊娠期各类食物摄入量与推荐量比，随

妊娠月份增加，比例越高，且以谷类、动物肉类、水果类、油脂类

增加明显。见表１。

２．３　妊娠期不同孕周热能及营养素摄入量比较　总能量及营

养素摄入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孕妇每人每天摄入总能

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００）。３组不同孕周孕妇摄入总热量及碳水化合物、蛋白

质、钙，随妊娠月份的增加而增加。妊娠期不同孕周总能量及

各种营养素的摄入量比显示，孕早期总能量除碳水化合物和铁

未达到推荐量外，其余均超过了推荐量，孕中期、孕晚期总能量

及各营养素远高于推荐量。见表２。

２．４　妊娠期不同孕周体质量增加及ＢＭＩ增值的变化　根据

膳食调查时间记录同期妊娠期体质量增加、计算ＢＭＩ增值。

结果显示：孕中期体质量增加最多，孕早期体质量增加最少。

ＢＭＩ增值与妊娠期体质量增加结果一致。孕早期、孕中期、孕

晚期，体质量增加及ＢＭＩ增值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０）。

见表３。

表３　　妊娠期不同孕周体质量增加及ＢＭＩ增值的

　　　　　变化（狓±狊，ｇ）

分组 体质量增加 △ＢＭＩ

孕早期 １．１１±２．９５ ０．４２±１．１４

孕中期 ９．６２±２．７８ ３．７８±１．１２

孕晚期 ６．８０±２．７４ ２．６７±１．０８

犉 １７３６．３５ １７４１．４１

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妇女在妊娠期更加注重营养的摄入，而对妊娠期满足母体本身

及胎儿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的认识存在误区。本研究表明，孕妇

的膳食摄入总量过量，膳食结构比例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孕早

期以摄入不足为主，孕晚期以摄入过量居多。孕中、晚期５０％

的食物摄入量超过推荐量。特别是蛋类、动物肉类、水果等高

能量食物。这可能与孕妇注重营养的摄入，南方水果盛产丰

富，孕妇妊娠期胃酸分泌过多，吃水果有利于缓解胃部不适有

关。有报道［２］，孕妇在夏季水果摄入量增加，如西瓜、葡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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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导致孕妇体质量与其他季节相比增加得更快。孕妇偏爱

吃柑橘、橙、冬枣等富含维生素Ｃ的水果，胎儿出生巨大儿比

例增高［３］，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妊娠期食用水果不能过

于盲目。本研究发现，孕妇豆类及豆制品、鱼虾海鲜摄入量少，

可能与南方地区海产品价格过高及饮食习惯不同有关。杂粮

蔬菜摄入不足减少了Ｂ族维生素及纤维素的摄入，易导致妊

娠期肥胖和便秘。

谷类、肉蛋类食物孕中、晚期偏高，导致孕中、晚期能量蛋

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钙的摄入量过多。本研究结果除铁元

素外，其余营养素均远远高出推荐量。这与本调查对象大多为

城市居民、文化程度较高，重视蛋白质及钙的摄入，过度补充钙

剂有关。苏宜香等［４］报道，高膳食钙可降低骨吸收，在孕末期

以牛奶合并碳酸钙的方式补钙，可增加腰椎骨密度，补钙疗效

可靠。过度膳食补钙不能有效缓解骨质脱钙症状。妊娠期健

康教育工作者必须提供科学的补钙方法。

孕妇于妊娠早期３个月体质量增加最少。孕晚期３个月

孕妇体质量增加缓慢。第６～７月是体质量增加最快的时期。

孕中期３个月孕妇体质量增加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最为密切。

本研究结果与文献［５８］一致。妊娠期不同孕周膳食摄入量及

能量、营养素摄入量与妊娠期体质量增加呈正相关。本研究妊

娠期平均体质量增加１７．６ｋｇ，与国内外报道健康妇女妊娠期

体质量增加应控制在１６ｋｇ左右的结果相比明显增加
［９１５］。

可能与本调查组孕妇能量摄入远超过推荐量有关。影响妊娠

期体质量增加的因素较为复杂，如年龄、孕前ＢＭＩ、生活方式、

孕妇体力活动、产检及心理因素等，本文仅从妊娠期营养摄入

方面进行研究。其他因素有待与同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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