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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村留守老人饮食情况对体质量指数的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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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重庆市农村留守老人体质量指数"

&Wa

%现状!分析其饮食情况对
&Wa

值的影响!对改善农村留守老人

营养状况提供饮食方面的建议'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农村留守老人进行现场调查!应用
:+::/3.1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结果
!

被调查留守老人
&Wa

平均值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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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

*

4

$

!不同性别之间!

&Wa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1

!

!d

1.1%-

%!男性
&Wa

值正常比例高于女性$不同年龄之间!

&Wa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02?

!

!d1.1$3

%!随着年龄的增加!营

养不良的比例增高$饮食行为中饮食口味与
&Wa

值呈负相关!烹饪油的选择与
&Wa

值呈正相关"

!

"

1.10

%$食物中水果&豆及豆

制品&鱼虾类食用频率与
&Wa

值呈负相关!畜肉&蛋类食用频率与
&Wa

值呈正相关"

!

"

1.10

%'结论
!

为促进老人营养健康状

况!应提高农村留守老人对自身体质的认知!培养合理的饮食习惯和食物消费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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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老人$体质量指数$饮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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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健康的生活方式概括为!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

烟#限酒及心理平衡$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合理的膳食摄入是保

证老年人健康的基础(

/

)

$有研究表明'不合理的饮食习惯是导

致老年人营养不良#超重和肥胖等营养问题的直接危险因

素(

$*-

)

$本研究旨在了解重庆市农村留守老年人群饮食与体质

量指数%

&Wa

&情况'探讨饮食情况对老年人
&Wa

的影响'对留

守老人提供更多的合理健康的饮食建议$

$

!

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农村留守老人是指
21

岁及以上长期在农村居

住'子女及子女配偶不在身边居住的老人$

$1/%

年
-

"

0

月'采

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重庆市内选取璧山区#綦江区#酉阳

县#巫溪县#潼南县#涪陵区
2

个区县的
/?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

机访问
01

名农村老人'共发放
311

份问卷'回收问卷
?0$

份'其

中符合农村留守老人标准的共
211

人'为了比较分析纳入了
$0$

名非留守老人'但是本文仅对留守老人进行分析$

$.!

!

方法

$.!.$

!

调查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面对面的现

场填写$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情况#饮食习惯#食物消费频率#

身高和体质量$体质量测量用电子秤'精确到
1./U

E

'身高测

量用皮尺'精确到
/J4

$

&Wad

体质量%

U

E

&*身高%

4

$

&$

$.!.!

!

质量控制
!

采用专家咨询法对调查问卷进行多轮论

证'最终确定问卷$在正式调查前'选取
01

名符合调查条件的

老人进行预调查'结果显示问卷重复信度为
?0e

'效度较好$

调查人员经过培训'统一标准和认识"调查前需要获得老人的

理解#支持和配合'以提高应答率和效率"调查过程指定质量监

督员进行现场抽查和问卷质量考核$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1/-

表格软件系统建立数据库'

用
:+::/3.1

进行数据分析$先用卡方检验对不同性别和不

同年龄的留守老人
&Wa

值进行比较'再用
:

L

FCM4CD

相关性分

析'找出饮食行为和食物消费中与
&Wa

值有关联性的因素'最

后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饮食行为和食物消费对
&Wa

值的

影响'以
!

"

1.1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

卷第
3

期



表
/

!!

不同性别年龄留守老人
&Wa

值比较

影响因素
&Wa

%

2i8

'

U

E

*

4

$

&

营养不良(

&

%

e

&) 正常(

&

%

e

&) 超重(

&

%

e

&) 肥胖(

&

%

e

&)

!

$

!

性别

!

男
$$.$/i-.1% -$

%

/1.-3

&

/32

%

2-.2%

&

=1

%

$$.=-

&

/1

%

-.$0

&

?./=1 1.1%-

!

女
$$.1=i-.%/ 01

%

/=./$

&

/22

%

02.?0

&

21

%

$1.00

&

/2

%

0.%?

&

年龄%岁&

!

21

"

23 $$.%3i-.-1 -$

%

//.-0

&

/21

%

02.=%

&

=?

%

$=.22

&

/$

%

%.$2

&

/?.02? 1.1$3

!

=1

"

=3 $/.32i-.1% -$

%

/0.13

&

/-%

%

2-.$/

&

-?

%

/=.3$

&

?

%

-.==

&

!

?1

"

?3 $/.0=i-.%$ /?

%

/?.-=

&

21

%

2/.$$

&

/%

%

/%.$3

&

2

%

2./$

&

!%

31 $/.=/i/.%/ 1

%

1.11

&

?

%

/11.11

&

1

%

1.11

&

1

%

1.11

&

合计
$$./%i-.$$ ?$

%

/-.2=

&

-2$

%

21.--

&

/-1

%

$/.2=

&

$2

%

%.--

&

!

!

结
!!

果

!.$

!

留守老人
&Wa

值情况
!

按照
&Wa

值中国标准!

&Wa

"

/?.0U

E

*

4

$ 为营养不良"

/?.0U

E

*

4

$

&

&Wa

"

$%U

E

*

4

$ 为正

常"

$%U

E

*

4

$

&

&Wa

"

$?U

E

*

4

$ 为超重"

&Wa

%

$?U

E

*

4

$ 为肥

胖$由留守老人的身高和体质量计算出
&Wa

值并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见表
/

$被调查留守老人
&Wa

值平均值为%

$$./%i

-.$$

&

U

E

*

4

$

'

21.--e

属于正常'营养不良率
/-.2=e

'超重率

$/.2=e

'肥胖率
%.--e

$不同性别之间'

&Wa

值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d?./=1

'

!d1.1%-

&'男性体质量正常和超重的比

例高于女性'男性营养不良和肥胖的比例均低于女性$不同年

龄之间'

&Wa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02?

'

!d1.1$3

&'

随着年龄的增加'营养不良的比例增高'超重和肥胖的比例降

低'除
31

岁以上老人
&Wa

值全部属于正常外'其余年龄组老

人都存在不同程度营养不良#超重或肥胖等问题$

!.!

!

留守老人饮食行为和食物消费情况评价
!

留守老人饮食

情况包括饮食行为和食物消费两个方面$留守老人的饮食行

为情况见表
$

'较好的饮食行为中'

?0.2=e

的老人坚持每天吃

早饭'

3=.--e

的老人饮食口味清淡或适中'

=1.11e

的老人从

不吸烟或已戒烟'

=?.--e

的老人从不饮酒或已戒酒$饮食行

为也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

20.11e

的老人饮水量少于
0

杯$

0-.11e

的老人烹饪选用动物油$留守老人的食物消费情况'

老人每日的饮食还是以素为主'

3?.--e

的老人每天都会吃蔬

菜'其他食物消费的人数从多到少的依次是畜肉#奶及奶制品#

鸡蛋#豆类及豆制品'不到
/1.11e

的老人每日的饮食中会有

水果#禽肉和鱼肉'见表
-

$

!."

!

留守老人饮食行为和食物消费情况与
&Wa

值相关性分

析
!

使用
:

L

FCM4CD

相关分析方法分析饮食行为和食物消费频

率%分为每天吃#每周
-

次#每周
/

次#每月
/

次#从不吃&中各

个单变量与
&Wa

值的相关性%表
$

#

-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

以得出'饮食行为中吸烟#饮酒和饮水量与留守老人
&Wa

值不

相关%

!

#

1.10

&$早餐行为#饮食口味#烹饪油选择这
-

项饮

食行为以及畜肉#蛋类#鱼虾类#豆及豆制品和水果这
0

项食物

消费情况与留守老人
&Wa

值有相关性%

!

"

1.10

&$

!.#

!

&Wa

值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以
&Wa

值为因

变量'以饮食行为和食物消费情况中单因素分析与
&Wa

值相

关的
?

项因素为自变量'各因素的量化方法见表
%

'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统计分析检验水准为
!

"

1.10

$结果进入回归

方程的有
=

项'见表
0

$饮食口味#主要烹饪油#鱼虾#蛋类#畜

肉#豆及豆制品#水果食用频率对
&Wa

值的影响有统计学意

义$标准化系数绝对值显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相关性大小$

各项饮食行为对
&Wa

值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食用水果频率

%

1./=-

&#饮食口味%

1./0=

&#主要烹饪油%

<1./$-

&#食用鱼虾

频率%

1./1/

&#食用蛋类频率%

<1./1/

&#食用畜肉频率

%

<1.103

&#豆及豆制品%

1.1-1

&$标准系数符号显示自变量与

因变量之间正负相关性$从标准系数结果可以看出!饮食口味

清淡'食用植物油'增加水果#鱼虾类#豆及豆制品的食用频率'

控制畜肉#蛋类的食用频率的留守老人'能够更好地控制

&Wa

值$

表
$

!!

留守老人饮食行为情况与
&Wa

值相关性分析

饮食行为
&

构成比%

e

&

" !

早餐

!

每天吃
0/% ?0.2= <1.10?

1.1$$

'

!

非每天吃
?2 /%.--

口味

!

清淡
%?% ?1.2= 1./$1

1.11$

'

!

适中
/11 /2.2=

!

较重
/2 $.2=

吸烟

!

现在
/?1 -1.11 1.1101.%0$

!

过去
-1 0.11

!

从不
-31 20.11

饮酒

!

现在
/-1 $/.2= <1.1-/1.$$-

!

过去
01 ?.--

!

从不
%$1 =1.11

饮水量

!

-

杯以下
$-? -3.2= <1.1/?1.--%

!

-

"

0

杯
/0$ $0.--

!

0

杯以上
$/1 -0.11

烹饪油

!

动物油
-/? 0-.11 <1.1?=

1.1/2

'

!

植物油
$?$ %=.11

!!

'

!在置信度%单侧&为
1.10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表
-

!!

留守老人食物消费情况与
&Wa

值相关性分析$

&

&

e

'%

食物 每天吃 每周
-

次 每周
/

次 每月
/

次 从不吃
" !

禽肉
$1

%

-.--

&

=$

%

/$.11

&

=%

%

/$.--

&

$?1

%

%2.2=

&

/0%

%

$0.2=

&

<1.1-- 1.$1?

畜肉
/?1

%

-1.11

&

$%?

%

%/.--

&

/1?

%

/?.11

&

%2

%

=.2=

&

/?

%

-.11

&

<1./$%

1.11/

''

蛋类
/$%

%

$1.2=

&

/1%

%

/=.--

&

//$

%

/?.2=

&

/-1

%

$/.2=

&

/-1

%

$/.2=

&

<1.1?1

1.1$0

'

鱼虾类
$

%

1.--

&

%1

%

2.2=

&

2%

%

/1.2=

&

$?1

%

%2.2=

&

$/%

%

-0.2=

&

<1./-1

1.11/

''

2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

卷第
3

期



续表
-

!!

留守老人食物消费情况与
&Wa

值相关性分析$

&

&

e

'%

食物 每天吃 每周
-

次 每周
/

次 每月
/

次 从不吃
" !

豆及豆制品
=2

%

/$.2=

&

/=$

%

$?.2=

&

/%2

%

$%.--

&

/-$

%

$$.11

&

=%

%

/$.--

&

<1.1?/

1.1$%

'

奶及奶制品
/%1

%

$-.--

&

31

%

/0.11

&

21

%

/1.11

&

2?

%

//.--

&

$-1

%

-?.--

&

<1.1%= 1./$0

蔬菜
031

%

3?.--

&

?

%

/.--

&

1

%

1.11

&

$

%

1.--

&

1

%

1.11

&

<1.1-1 1.%22

水果
21

%

/1.11

&

/1?

%

/?.11

&

/%%

%

$%.11

&

/=$

%

$?.2=

&

//2

%

/3.--

&

<1.$$/

1.111

''

!!

''

!在置信度%单侧&为
1.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

!在置信度%单侧&为
1.10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表
%

!!

饮食行为和食物消费情况量化情况

变量 量化方法

早餐
/d

每天吃'

$d

非每天吃

饮食口味
/d

清淡'

$d

适中'

-d

较重

烹饪油
/d

植物油'

$d

动物油

食物消费频率
/d

每天吃'

$d

每周
-

次'

-d

每周
/

次'

%d

每月
/

次'

0d

从不吃

表
0

!!

留守老人饮食行为及食物消费对
&Wa

值影响

!!!

的多元线性分析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0 !

常量
$$.330 1.3-- < $%.20/ 1.111

吃早饭
1./%2 1.-=$ 1.1/2 1.-3$ 1.230

饮食口味
/.12% 1.$=- 1./0= -.?3% 1.111

主要烹饪油
1.=3$ 1.$03 1./$- -.100 1.11$

水果
1.%%= 1./1? 1./=- %./0/ 1.111

畜肉
<1./02 1.1$% <1.103 <2.%-$ 1.111

蛋类
<1.-?/ 1.1-% <1./1/ <//./=% 1.111

豆及豆制品
1.121 1.1/3 1.1-1 -./-- 1.11$

鱼虾类
1.-=% 1./0/ 1./1/ $.%23 1.1/%

"

!

讨
!!

论

".$

!

留守老人
&Wa

值情况
!

211

名被调查的留守老人中'存

在营养风险的留守老人有
$-?

名'占调查总人数的
-3.2=e

'

其中'有超重风险的
/-1

名%

$/.2=e

&'其次是营养不良有
?$

名%

/-.2=e

&'肥胖有
$2

名%

%.--e

&$不同性别之间
&Wa

值

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营养不良和肥胖的比例高于男性$

不同年龄之间
&Wa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1

岁以上被调查留

守老人都处于正常
&Wa

值范围'

?1

"

?3

岁老人营养不良和肥

胖的比例最高'

21

"

23

岁老人超重的比例最高'总的来说'

?1

"

?3

岁老人营养风险是最高的$

".!

!

留守老人饮食行为和食物消费的建议
!

根据老年人平衡

膳食宝塔建议!谷物每天吃
$11

"

-01

E

'其中粗粮
l

细粮
l

荤

类为
/l$l/

"每天应吃蔬菜
%11

"

011

E

和水果
$11

"

%11

E

"

每天应吃鱼虾#禽类
01

"

/11

E

'畜类
01

E

'蛋类
$0

"

01

E

"食盐

不超过
0

E

$关于烹饪油的建议!每天烹调油
$1

"

$0

E

'少用油

炸#油煎#爆炒'多选用蒸#煮#炖#清烩#拌等'建议几种油交替

搭配食用'尽量选用多种植物油$

&Wa

值与饮食习惯有相关

性(

%*0

)

$每天吃早饭#选择清淡的饮食的老人能够更好地控制

&Wa

值'有研究表明(

2*=

)

'老年人吃早餐能够控制体质量的增

长'不吃油腻食物是超重或肥胖的保护因素(

?*/1

)

"水果#豆及豆

制品#鱼虾类食用频率越高'老人的
&Wa

值越低'这类食物对

老年人维持体质量'保持健康是有益的(

//

)

$畜肉#蛋类食用频

率越高
&Wa

值越高'这类食物含蛋白质较多'有益于改善留守

老人营养不良的状况(

/$

)

$留守老人的饮食行为中饮食口味与

&Wa

值呈负相关'饮酒情况#烹饪油的选择与
&Wa

值呈正相

关"食物消费中水果#豆及豆制品#鱼虾类食用频率与
&Wa

值

呈负相关'畜肉#蛋类食用频率与
&Wa

值呈正相关$选择合理

的饮食习惯和食物消费'饮食口味清淡#食用植物油'增加水

果#豆及豆制品#鱼虾类食用频率'控制畜肉#蛋类食用频率'对

老人控制体质量保持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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