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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生丙烯酰胺知晓度及摄入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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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咸阳市某高校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对食品中丙烯酰胺（ＡＡ）的知晓率和膳食摄入量情况。方法　选择

２８种大学生经常食用的油炸及烘烤食品作为被调查对象，采用食物频数法对整群抽取的１～５年级２４８名预防医学专业在校本

科生进行膳食问卷调查。结果　３８．７１％的大学生从未听说ＡＡ，３２．２６％听说过但不知ＡＡ是何物，１１．２９％知晓其危害；大学生

每人ＡＡ的膳食摄入量约为３１．５７μｇ／ｄ，且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之间ＡＡ膳食摄入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被

调查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对ＡＡ的知晓率相对较低，应加强ＡＡ相关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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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烯酰胺（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ＡＡ）是一种白色无味结晶的有机

固体，美国化学文摘服务社（ＣＡＳ）编号：７９０６０，分子式

ＣＨ２ＣＨＣＯＮＨ２，是一种用途广泛且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有

研究表明，ＡＡ具有潜在的神经毒性、遗传毒性和致癌性，可通

过消化道、呼吸道、皮肤黏膜等多种途径被机体吸收，其中经消

化道吸收最快，在体内各组织广泛分布，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ａｎｃｅｒ，ＩＡＲＣ）列为２Ａ类

“可能人类致癌物”［１］。自从２００２年瑞典科学家首次在油炸、

高温烘烤等食品中检测出 ＡＡ
［２３］，其对健康的危害引起了国

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国卫生部于２００５年发布公

告，建议居民合理选择食物，平衡膳食，减少ＡＡ可能引起的健

康危害［４］。目前关于食品中 ＡＡ摄入对人体潜在危害的研究

较少［５］，但食物作为普通人群接触 ＡＡ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油

炸薯片、薯条、高温烘烤面包等食品由于色香味俱佳，很受大学

生人群的喜欢，因此调整日常饮食习惯就成为重要且有效的措

施［６］。为了解咸阳市某高校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对油炸及

烘烤食品中ＡＡ的知晓情况及其膳食摄入量，本文通过问卷调

查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某高校１～５年级预防医学专业２４８名

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２４８份，回收

有效问卷２４８份，有效率为１００％。其中男８６名，女１６２名，年

龄１６～２５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结合预防医学本科

学生的实际特点和国内相关文献［７８］报道自行设计调查问

卷，选择２８种大学生经常食用的油炸及烘烤食品作为调查食

品。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等基本资料，以及所

调查食品的食用频率、食用量和购买地点等。调查问卷现场统

一发放，采取匿名填写方式，在规定时间由经过严格培训的调

查员指导逐项填写并当场回收。

１．２．２　食品中ＡＡ水平检测　按照食品中ＡＡ水平的测定方

法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ＧＢ／Ｔ５００９．２０４２００５）
［９］。２８种

食品中ＡＡ水平依次为：薯片（８９８μｇ／ｋｇ）、薯条（４７１μｇ／ｋｇ）、

油条（３９５μｇ／ｋｇ）、炸饼（３８６μｇ／ｋｇ）、棋子豆（３７１μｇ／ｋｇ）、麻叶

（３６８μｇ／ｋｇ）、烤馍片（３２２μｇ／ｋｇ）、麻花（２６７μｇ／ｋｇ）、麻团（２３６

μｇ／ｋｇ）、散子（２１９μｇ／ｋｇ）、千层饼（１９４μｇ／ｋｇ）、饼干（１６７μｇ／

ｋｇ）、烤红薯（１０６μｇ／ｋｇ）、爆米花（９４μｇ／ｋｇ）、油糕（８８μｇ／

ｋｇ）、油酥饼（８７μｇ／ｋｇ）、烙饼（８４μｇ／ｋｇ）、锅巴（８３μｇ／ｋｇ）、油

饼（８３μｇ／ｋｇ）、水煎包（８２μｇ／ｋｇ）、煎饺（８０μｇ／ｋｇ）、面包（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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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ｇ／ｋｇ）、电烤饼（７１μｇ／ｋｇ）、锅盔（５７μｇ／ｋｇ）、石头馍（５３μｇ／

ｋｇ）、方便面 （４２μｇ／ｋｇ）、蓼花糖 （３９μｇ／ｋｇ）、棒棒馍 （３４

μｇ／ｋｇ）。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用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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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Ａ的认知情况　被调查的２４８名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

生中，９６名（３８．７１％）从未听说过，８０名（３２．２６％）听说过但不

知是何物，４５名（１８．１５％）知道是什么但不知其毒性，知道并

知晓ＡＡ危害的仅２８名（１１．２９％）。

２．２　ＡＡ膳食摄入量　被调查的２４８名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

生每人通过２８种油炸及烘烤食品摄入 ＡＡ的量约为３１．５７

μｇ／ｄ，依据被调查学生体质量计算的ＡＡ暴露水平均值为０．５３

μｇ·ｋｇ
－１·ｄ－１。

２．３　不同性别大学生 ＡＡ摄入量比较　薯片、薯条等含 ＡＡ

较高的食品是大学生人群比较喜爱的食品，尤其是女生人群，

但从调查结果看，被调查大学生ＡＡ摄入量在性别上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狋＝１．４３０，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性别ＡＡ摄入量比较（μｇ／ｄ）

组别 狀 范围 均数（狓±狊）

男 ８６ ８．５７～１２６．５４ ３０．４６±６．５７

女 １６２ ９．４４～１３０．５９ ３２．６８±４．６６

２．４　不同年级大学生ＡＡ摄入量比较　随着预防医学专业本

科学生专业课程学习的增多，其对食品安全知识的了解相对也

较多，但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大学生 ＡＡ摄入量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犉＝０．３６２，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级ＡＡ摄入量比较（μｇ／ｄ）

年级 狀 范围 均数（狓±狊）

１ ５４ ８．６４～８８．４８ ３４．２８±６．５９

２ ５８ ９．２３～９９．７５ ２９．６５±７．５５

３ ４９ ７．７８～１２３．１２ ３１．５７±８．０６

４ ４６ １０．２１～１１４．５６ ３３．７４±８．０９

５ ４１ ６．９８～１３６．２１ ２８．６１±９．０３

３　讨　　论

本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的２４８名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生

每人通过２８种油炸及烘烤食品摄入 ＡＡ的量约为３１．５７μｇ／

ｄ，ＡＡ暴露水平均值为０．５３μｇ·ｋｇ
－１·ｄ－１，该暴露水平低于

ＷＨＯ和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所公布的 ＡＡ 暴露估计量

０．８０μｇ·ｋｇ
－１·ｄ－１

［１０］，也低于淮安市中小学生的 ＡＡ暴露

水平［１１］和南京高校大学生膳食ＡＡ暴露水平
［７］。这可能与预

防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具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知识，对食品安全基

本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在日常膳食中食用油炸、高温烘烤类食

品量的比例相对较少有关。本调查结果还显示，不同性别和不

同年级大学生 ＡＡ 膳食摄入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可以推断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大学生在选择食品

和膳食摄入量上对ＡＡ的膳食暴露水平基本不存在影响。

预防医学专业大学生作为未来从事预防医学工作的主力

军，其健康知识知晓与行为形成情况可以反映出这个群体健康

素养水平［１２］。从本次调查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对 ＡＡ认知

情况的结果来看，应提高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对ＡＡ的知晓

率，加强对ＡＡ危害的宣传教育力度，掌握 ＡＡ对人体健康危

害的相关知识，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同时，此次调查大学生摄

入ＡＡ的主要食物来源是薯片、薯条、炸饼、棋子豆等油炸、高

温烘烤类食品，学校应对大学生加强饮食营养知识的宣传教育

和提供指导性的饮食建议，提倡日常膳食的平衡和多样化，尽

可能少食长时间或高温烹饪食品，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并正

确引导他们理性选择含ＡＡ相关食品，养成良好的健康饮食习

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维护自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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