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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早期经历大饥荒的人群当前膳食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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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重庆地区生命早期经历大饥荒（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人群现时膳食结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多

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１９５６～１９６４年重庆地区出生的具有理解能力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其中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出生人群为饥

荒前出生人群（Ｇ１组），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出生人群为饥荒年出生人群（Ｇ２组），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出生人群为饥荒后出生人群（Ｇ３组）。

Ｇ３组对该人群进行膳食结构调查，采用食物频数法量表问卷进行调查。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进行双录入问卷，通过ＳＡＳ８．１软件进

行狋检验、χ
２ 检验以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Ｇ２组人群每天食用鱼肉频率低于其他两组；每天食用豆类及其制品、禽

肉、坚果、奶类及其制品的食用频率低于Ｇ１组人群而高于Ｇ３组人群；每天食用内脏、新鲜水果的频率高于Ｇ１组低于Ｇ３组。Ｇ３

组每天食用蛋类高于Ｇ１和Ｇ２组人群，但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对Ｇ２组人群膳食结构分析发现，学历、平

均月收入、吸烟情况、锻炼情况、食欲情况以及工作满意度是影响饥荒年出生人群食用豆类、禽肉、鱼肉、蛋类、奶类、坚果及新鲜水

果食用频率的主要因素（犘＜０．０５）。结论　重庆地区饥荒年出生人群饮食情况同其他两组相比没有明显差异，其饮食习惯主要

受经济、文化、生活习惯、食欲以及对工作的满意度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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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ｔｈｌｙｉｎｃｏｍｅ，ｓｍｏｋｉｎｇ，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ｐｐｅｔｉｔｅ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ｊｏｂｗｈｅｎｗｅｄｉｄ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ｅｄｉｅｔａ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ｇｒｏｕｐＧ２

（犘＜０．０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ｄｉｅｔａｒｙ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ｗｅｒｅｂｏｒｎｉｎｆａｍｉｎｅｙｅａｒｓｈａｓ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２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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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国的灾害史上，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便是“三年大饥

荒”。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造成当时很多人营养不良，甚至死

亡，特别是新生儿更是营养不足（即早期营养不良人群）。饥荒

年出生的人群现在正值中年，其中很多是各行业的骨干，其营

养健康状况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抽取１９５６～１９６４年出生的具有理解能力的

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２５８份，实际回收

问卷１２５８份，回收率为１００％；实际有效问卷１１０７份，有效

回收率为８８．００％。其中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出生人群２９５名作为

３２３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４２卷第３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８年度青年基金项目（０８ＪＣ８４００２１）。　作者简介：杨镜琳（１９８５～），硕士，主要从事人群生活质

量和营养健康评价的研究。　△　通讯作者，Ｔｅｌ：１３８８３４６０８４２；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ｚｂ＠ｑｑ．ｃｏｍ。



表１　　各组人口学一般特征比较［狀（％）］

项目 Ｇ１组 Ｇ２组 Ｇ３组 χ
２ 犘

性别

　男 １６５（５５．９３） １８５（５８．７３） ２６９（３５．１２）

　女 １３０（４４．０７） １３０（４１．２７） ４９７（６４．８８） ０．４３０１ ０．５１１９

婚姻

　未婚 　５（１．７１） 　５（１．５９） 　４（０．８１）

　已婚 ２７２（９２．８３） ２８６（９１．０８） ４５８（９２．５３）

　离异 １２（４．１０） １８（５．７３） ２１（４．２４）

　丧偶 　４（１．３７） 　５（１．５９） １２（２．４２） １．３５３０ ０．２４４８

文化程度

　文盲 １４（４．７３） １１（３．５０） 　９（１．８１）

　小学 ４１（１３．８５） ５５（１７．５２） ４１（８．２７）

　初中 ７５（２５．３４） ７４（２３．５７） １０７（２１．５７）

　高中 ８５（２８．７２） ８４（２６．７５） １２４（２５．００）

　大专及以上 ８１（２７．３６） ９０（２８．６６） ２１５（４３．３５） ２９．４９０９ ＜０．００１

工作情况

　待业 １０９（３９．３５） １４２（４７．０２） ２２１（４５．１９）

　在岗 １２６（４５．４９） １２４（４１．０６） ２４９（５０．９２）

　退休在家 ４２（１５．１６） ３６（１１．９２） １９（３．８９） ２９．８７２３ ＜０．００１

平均月收入（元）

　≤８５０ ６７（２２．９５） ７７（２４．６８） １０３（２０．９８）

　＞８５０～１６００ １２０（４１．１０） １１２（３５．９０） １４８（３０．１４）

　＞１６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３４．５９） １１３（３６．２２） ２２６（４６．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３７） １０（３．２１） １４（２．８５） １４．９８１９ ０．００１８

表２　　３组人群成年后膳食构成情况（％）

食物名称
Ｇ１组（次／周）

≤１ ２～４ ５～７

Ｇ２组（次／周）

≤１ ２～４ ５～７

Ｇ３组（次／周）

≤１ ２～４ ５～７
χ
２ 犘

豆类 ５０．００ ２２．５６ ２７．４４ ４８．９９ ２８．２８ ２２．７３ ４５．３２ ３２．９６ ２１．７２ ２．５９２０ ０．４５８９

内脏 ９４．４８ ５．５２ ０．００ ９０．８７ ８．１２ １．０２ ９１．６９ ６．０４ ２．２６ ３．１４４８ ０．２０７５

禽肉 ７３．３４ ２２．４２ ４．２４ ７９．５９ １６．８４ ３．５７ ７３．６８ ２０．３０ ６．０２ ３．６９５４ ０．１５９２

鱼肉 ７１．４３ ２３．６０ ４．９７ ８０．１ １５．８２ ４．０８ ７５．９４ １８．４２ ５．６４ １．２９８０ ０．５２２６

蛋类 ３６．３６ ４１．８２ ２１．８２ ４１．６２ ２９．４４ ２８．９３ ３２．３３ ９．４７ ２８．２０ ２．５５３７ ０．２７８９

奶类及奶制品 ５３．５７ ２０．２４ ２６．１９ ５４．６４ ２３．２０ ２２．１６ ４８．８７ ２４．６２ ２６．５２ １．６６２４ ０．４３５５

坚果类 ６７．２７ １６．３６ １６．３６ ６４．４３ ２０．１０ １５．４６ ６６．５４ １６．７３ １６．７３ ０．１１１７ ０．９４５７

新鲜水果 ３１．９５ ２４．８５ ４３．２０ ３１．４７ ２４．３７ ４４．１６ ３０．３４ ２３．６０ ４６．０７ ０．３４１０ ０．８４３３

Ｇ１组（饥荒年前出生人群），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出生人群３１５名作

为Ｇ２组（饥荒年出生人群）；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出生人群４９７名作

为Ｇ３组（饥荒年后出生的人群）。

１．２　方法　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先在重庆

市的３８个区县（自治县）中抽取１０个区县，再从每个区县随机

抽取８～１０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１０～１５个符合要求的对象：

由调查人员面对面问卷调查，问卷内容由项目组在参考文献的

基础上设计出的食物频数法膳食调查。调查员为营养学本科

以及预防医学高年级学生，在招募和选拔的基础上组建的调查

小组，并进行严格统一培训和预调查。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将收集的资料整理、核对后，采用ＥＰＩｄａ

ｔａ３．０软件进行双录入，以保证数据录入质量。统一用ＳＡＳ８．１

软件进行χ
２ 检验以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人口学特征　调查的１０８５名中，年龄４４～５４岁，其中

文化程度、工作情况，以及平均月收入３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膳食构成情况　Ｇ２组人群在每天食用豆类以及豆类制

品、禽肉、奶类及奶制品、坚果的频率高于 Ｇ３组，低于 Ｇ１组；

在每天食用内脏、新鲜水果的频率高于 Ｇ１组，低于 Ｇ３组；鱼

类的每天食用频率低于其他两组。Ｇ３组每天食用蛋类频率高

于其余两组人群。但是３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膳食结构影响因素　胎儿期处于饥荒的人群膳食结构进

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见表３。

表３　　膳食结构可能影响因素及赋值方法

项目 因素 赋值情况

Ｘ１ 学历 文盲＝１ 小学＝２ 初中＝３

高中＝４ 大专以上＝５

Ｘ２ 婚姻状况 单身＝０ 结婚＝１

Ｘ３ 工作状况 不在岗＝０ 在岗＝１

Ｘ４ 平均月收入 ＜８５０＝１ ８５０～１６００＝２

（元／月） １６００～１００００＝３ ＞１００００＝４

Ｘ５ 锻炼情况 不锻炼＝１ 偶尔锻炼＝２ 经常锻炼＝３

Ｘ６ 作息情况 有规律＝１ 一般＝２ 少有规律差＝３

４２３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４２卷第３期



续表３　　膳食结构可能影响因素及赋值方法

项目 因素 赋值情况

Ｘ７ 食欲情况 好＝１ 一般＝２ 差＝３

Ｘ８ 睡眠情况 好＝１ 一般＝２ 差＝３

Ｘ９ 与家人相处 融洽＝１ 一般＝２ 糟糕＝３

Ｘ１０与同事相处 融洽＝１ 一般＝２ 糟糕＝３

２．４　膳食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　对１５个研究因素按

表３的赋值方法量化后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纳入标准

０．１５，排除标准为０．０５。学历、平均月收入、吸烟情况、锻炼情

况、食欲情况以及工作满意度（犘＜０．０５），是影响饥荒年人群

食用豆类、禽肉、鱼肉、蛋类、奶类、坚果及新鲜水果食用频率的

主要影响因素。

３　讨　　论

由于医学模式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膳食逐渐进

入人们的生活中。饮食不仅让人们获得生存和繁殖的能量，更

是人们健康的风向标。母体孕期膳食不合理导致其孩子在胎

儿期就遭受到营养不良的情况，造成其成年后患多种疾病的风

险大大增加［１５］。本研究对生命早期遭受大饥荒的人群进行研

究，了解其胎儿期经历饥荒对其后续的影响，尤其了解其成年

期营养的获得情况是否有影响。

经研究发现，胎儿期处于饥荒年的人群每天食用鱼肉频率

低于其他两组。每天食用豆类及其制品、禽肉、坚果、奶类及其

制品的食用频率分别低于Ｇ１组人群而高于Ｇ３组人群；每天

食用内脏、新鲜水果的频率高于Ｇ１组低于Ｇ３组。Ｇ３组每天

食用蛋类的频率高于Ｇ１和Ｇ２组人群。各组间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这说明生命早期遭受大饥荒，并没有影

响他们成年后的膳食改变。膳食习惯可能较大的受社会经济、

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地区文化的限制。

研究者经过研究发现，饥荒造成的营养不良对成年后患代

谢综合征、糖尿病发病率产生影响［６８］。故在饮食上更应该注

意即摄入低糖、低盐、低脂、低胆固醇、低热量食物，多吃高纤维

食物如水果和蔬菜［９１１］。虽然现在生活水平好了，不存在营养

不足的情况，但是存在部分人群营养不均的现象。

经过研究发现，影响饥荒年人群膳食情况的主要因素是学

历、平均月收入、吸烟情况、锻炼情况、食欲情况以及工作满意

度（犘＜０．０５）。其中，饥荒年出生人群食用豆类及其制品的频

率受学历、锻炼情况以及食欲的影响。豆类及其制品中含有丰

富的脂肪酸和亚硫酸，可降低血中胆固醇水平，对于高血压、冠

心病患者更加适合食用。可以看出饥荒年出生人群学历越高、

食欲越差且经常锻炼，食用豆类制品的频率越低，而这部分人

群应当适当增加豆类制品的食用频率。饥荒年出生人群禽肉、

鱼肉的食用频率仅受学历的影响，学历越高人群，食用禽肉和

鱼肉的频率越低。鱼肉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其脂肪水平

低，高学历的饥荒年出生人群应适当增加鱼肉的食用频率。禽

肉虽含有优质蛋白，但脂肪水平较高，故对于低学历的饥荒年

出生人群来说也应该适当的控制禽肉的摄入量。蛋类和奶类

的食用频率受学历、吸烟情况以及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蛋类虽

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但其也具有较高的胆固醇，故学历越低、对

工作越不满意吸烟越多的人群应适当控制蛋类的食用频率；奶

类含有丰富优质蛋白，但也不应过量食用，因此学历低、工作不

满意吸烟越多的人群也应控制奶类的食用频率。坚果的食用

频率仅受吸烟的影响，不吸烟的饥荒年出生人群食用坚果频率

较低，坚果可以降低冠心病的概率，其含有的植物甾醇可以降

低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１２］。不吸烟的饥荒年出生人群应适当

增加坚果的食用频率。饥荒年出生人群食用新鲜水果的频率

受个人月均收入、吸烟情况的影响，收入高、不吸烟的人群食用

新鲜水果的频率较低，这部分人群应该注意每天摄入新鲜水

果，来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等。

局限性讨论：（１）由于研究人群出生前后的出生资料等健

康档案没有建立；（２）由于当时社会普遍人群都遭受饥荒，难以

找到同一年龄的未遭受饥荒的对照人群。所以，回顾性混杂因

素难以找到有效措施均衡，所以，本文仅仅对生命早期经历大

饥荒（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人群当前的膳食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调查和分析，尚不能够很好的分析饥荒暴露及其影响因素的

相关关系，有待进一步建立队列，开展长期性随访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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