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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裕固%东乡%保安族小学生的膳食营养状况!为我国少数民族儿童营养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结合分层抽样的方法!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乡县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

拉族自治县抽取裕固%东乡%保安族小学生共
8,8

名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连续
0U

的
-8G

回顾法结合称重法的

膳食调查&结果
!

0

个民族小学生膳食构成以粮谷类为主!动物性食物及豆类的摄入量明显不足#裕固%东乡族

有
,+2

以上"

3*/

名$的小学生能量摄入不足!

0

个民族维生素
"

%维生素
C

-

%锌摄入不足的小学生比例超过了

/+2

"

-1+

名$!特别是维生素
"

摄入不足比例达到
9+2

以上"

8-9

名$#产能营养素供能比失调#东乡%保安族小

学生膳食蛋白质%脂类%铁均主要来源于植物性食物占
1+2

以上&结论
!

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小学生总能

量%动物性食物及豆类等摄入量不足!大部分小学生维生素
"

%维生素
C

-

%锌等营养素的摄入量未能达到参考摄

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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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合理的营养可为其

成年后的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近年来!全国范围内

学生的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

有关研究报道显示!西北地区!如甘肃等地儿童的营

养状况仍不乐观!呈现超重和营养不良并存的不平衡

现状'

3)-

(

$对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西北边远少数

3-*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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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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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医师!博士!主要从事儿童营养与营

养流行病学的研究$



民族学生!营养问题更是突出$因此!该研究采用随

机整群抽样结合分层抽样的方法!从位于我国西北部

甘肃省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主要聚居区#&东

乡县"东乡族主要聚居区#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

拉族自治县"保安族主要聚居区#!抽取
8,8

名小学生

作为调查对象!了解其膳食营养状况!现报道如下$

B

!

对象与方法

B!B

!

对象
!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从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东乡县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

县!分别各随机抽取
-

所小学"

3

所为县城小学!

3

所

为乡村小学#!然后按年级的不同!并尽量保证男女比

例为
3j3

的情况下!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总共抽取

8,8

名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其中裕固族小学生
31+

名!东乡族
3,8

名!保安族
30+

名$纳入标准)属于裕

固族&保安族&东乡族其中之一*年龄
1

%

30

岁*身体

健康*语言交流无障碍*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属于裕

固族&保安族&东乡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年龄小于
1

岁

或大于
30

岁*患有疾病或正在使用药物可能会影响

营养素摄取的情况*语言交流障碍*拒绝参与本研究

者$本研究获得兰州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B!!

!

方法
!

采用连续
0U

的
-8G

膳食回顾法结合称

重法进行膳食调查!依照当地人们常用的餐具容器和

食物加工烹调习惯!并结合膳食实物模型对食物摄入

量进行估计$调查结果参考美国医学研究所食品与

营养委员会
-+++

年介绍的膳食评价方法'

0

(

!以中国

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30

修

订版"

YGSPH5H%(#5

#,

'

8

(为标准进行评价$其中能量&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的评价采用日常摄入量与

营养学会推荐
%(#5

值进行比较'

8),

(

!摄入量小于推荐

范围为不足*摄入量在推荐范围内为适宜*摄入量大

于推荐范围为过量$维生素"

;

#及其他矿物质元素的

评价采用
7"(

切点法'

/)1

(

!日常摄入量小于平均需要

量"

7"(

#为摄入不足!高于可耐受最高摄入量"

6'

#

为摄入过量$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

M

S%NON0!3

录入数据!核查

后建立数据库$

F4FF39!+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0

个民族调查对象在性别上的分布无明显差异!在抽

样时保证了男女比例接近
3j3

!但是在年龄分布上是

存在差异的!于是以年龄为自变量!采用线性回归分

析!在排除不同民族调查对象年龄分布的差异影响

后!进行方差分析!采用多重比较"最小有意义差异

法!

'F%

#进行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两两比较"检验水

准)

*

d+!+,

#$计量资料采用
K.-

表示$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B

!

膳食结构
!

0

个民族小学生的膳食结构以谷类

为主!动物性食物&豆类摄入量偏低$其中裕固族小

学生动物性食物&奶类&豆类的摄入量高于其他两个

民族*东乡族小学生的蔬菜水果类摄入量高于其他两

个民族*保安族小学生的谷类摄入量高于其他两个民

族$见表
3

$

表
3

!!

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小学生日常食物

!!!

摄入量%中位数&

R

'

食物种类
裕固族

"

'd31+

#

东乡族

"

'd3,8

#

保安族

"

'd30+

#

!

谷类
00+!1

NZ

-03!+

Z

8-/!3

"

+!+,

蔬菜类
333!0

NZ

-0/!3 318!+

"

+!+,

动物性食物
/8!/

NZ

-1!- 0*!,

"

+!+,

水果类
389!-

N

--8!/

Z

383!1

"

+!+,

奶类
-+-!3

NZ

3-!,

Z

,8!+

"

+!+,

豆类
-+!,

NZ

8!3 ,!8

"

+!+,

!!

N

)

!

"

+!+,

!与东乡族比较*

Z

)

!

"

+!+,

!与保安族比较

!!!

!

能量及主要营养素摄入状况
!

除一些营养素

外!裕固族小学生与东乡族和保安族小学生在大多数

营养素的摄入量上存在差异!经方差分析!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在能量的摄入上!

0

个民族摄

入过量的小学生比例较小!裕固&东乡族摄入不足的

小学生比例超过
,+2

"

3*/

名#!保安族有
1+!82

的小

学生能量摄入适宜*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上!

0

个民族均不太合理!裕固族小学生摄入不足和过量

的比例偏大!东乡&保安族有
*+2

以上小学生蛋白质

摄入不足!而碳水化合物摄入过量*在脂类的摄入上!

0

个民族有超过
/+2

的小学生摄入不足!其中东乡&

保安族高达
98!32

&

*0!+2

$此外!

0

个民族
;"

&

;C

-

&锌摄入不足的小学生比例超过了
/+2

"

-1+

名#!

特别是
;"

!有
9+2

以上的小学生"

8-9

名#摄入不足*

裕固&东乡族
;C

3

摄入不足的小学生达到了
1+2

以

上!而保安族有
*0!32

的小学生
;C

3

摄入量是适宜

的*

0

个民族有
/+2

以上的小学生
;Y

的摄入量适宜*

裕固族小学生硒摄入适宜的比例为
/-!92

!东乡族和

保安族有约
/+2

的小学生硒摄入是不足的"表
-

&

0

#$

表
-

!!

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小学生能量和主要

!!!

营养素的日常摄入量%

K.-

'

营养素
裕固族

"

'd31+

#

东乡族

"

'd3,8

#

保安族

"

'd30+

#

!

能量"

VQNK

#

38/,!8.8,!*

N

3390!*.8/!9

Z

3/-+!/.1,!-

"

+!+,

蛋白质"

R

#

1*!,.0!1

NZ

01!0.0!*

Z

8*!+./!+

"

+!+,

脂类"

R

#

0/!,.3!1

NZ

-+!*.3!1

Z

-1!/.-!1

"

+!+,

碳水化合物"

R

#

3*+!+.1!+

NZ

-83!9.1!-

Z

-1+!8.33!/

"

+!+,

;"

"

$

R

("7

#

-13!3.3*!*

NZ

390!3.39!0 -31!/.0+!9

"

+!+,

;C

3

"

?

R

#

+!,.+!+

Z

+!8.+!+

Z

+!9.+!+

"

+!+,

;C

-

"

?

R

#

+!*.+!+

NZ

+!8.+!+

Z

+!/.+!3

"

+!+,

;Y

"

?

R

#

,0!9.8!1

NZ

19!/.8!9 10!9.1!*

"

+!+,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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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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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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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续表
-

!!

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小学生能量和主要

!!!

营养素的日常摄入量%

K.-

'

营养素
裕固族

"

'd31+

#

东乡族

"

'd3,8

#

保安族

"

'd30+

#

!

钙"

?

R

#

/81!3.8*!3

NZ

090!/.89!8 8-3!-.19!+

"

+!+,

铁"

?

R

#

-0!9.3!0

NZ

*!3.3!0

Z

3,!8.-!3

"

+!+,

锌"

?

R

#

9!9.+!8

NZ

/!0.+!8 1!0.+!1

"

+!+,

硒"

?

R

#

8-!1.3!/

NZ

3*!1.3!/

Z

0,!/.-!/

"

+!+,

!!

N

)

!

"

+!+,

!与东乡族比较*

Z

)

!

"

+!+,

!与保安族比较

!!"

!

蛋白质&脂类&膳食铁来源分析
!

0

个民族小学

生膳食蛋白质中豆类比例均非常的低!裕固族小学生

的膳食蛋白质&脂类&铁主要来源于动物性食物分别

占总摄摄入量的
1+!/2

&

/1!*2

&

/,!12

*东乡&保安

族蛋白质&脂类&铁主要来源于植物性食物分别为

1/!*2

&

/9!-2

&

90!*2

和
*3!-2

&

11!82

&

98!12

"表
8

#$

表
0

!!

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小学生能量和主要

!!!

营养素日常摄入量评价构成%

2

'

营养素
裕固族"

'd31+

#

不足 适宜 过量

东乡族"

'd3,8

#

不足 适宜 过量

保安族"

'd30+

#

不足 适宜 过量

能量
,*!- 0/!+ ,!* ,/!, 8-!9 +!/ -*!- 1+!8 3!8

蛋白质
01!3 3/!, 8/!8 *3!* 1!9 3+!0 *+!- 38!- ,!/

脂类
/-!9 30!/ -0!, 98!3 -!3 0!* *0!+ 3-!1 8!0

碳水化合物
8-!0 3/!, 83!- 8!/ 1!3 **!0 8!- 3,!, *+!0

;" 98!3 ,!9 +!+ 91!8 -!/ +!+ 9-!9 1!3 +!+

;C

3

18!3 -,!9 +!+ *3!* 3*!- +!+ 3/!9 *0!3 +!+

;C

-

/+!+ 8+!+ +!+ *,!1 38!0 +!+ *+!- 39!* +!+

;Y 01!- /-!* +!+ 30!/ */!8 +!+ 3*!0 *3!1 +!+

锌
/,!* 08!- +!+ *1!/ 3-!8 +!+ 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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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小学生膳食蛋白质"脂类"铁来源分布情况

营养素
裕固族"

'd31+

#

摄入量"

K.-

# 构成比"

2

#

东乡族"

'd3,8

#

摄入量"

K.-

# 构成比"

2

#

保安族"

'd30+

#

摄入量"

K.-

# 构成比"

2

#

蛋白质"

R

#

!

豆类
3!/.-!, -!+ +!/.3!3 3!1 +!9.3!- 3!*

!

动物性食物
,,!8.0*!, 1+!/ *!+.0!8 -3!, *!-./!9 31!+

!

植物性食物
-3!,.3-!* -1!8 -*!/.9!8 1/!* 09!+.30!* *3!-

脂类"

R

#

!

动物性食物
-8!/.33!1 /1!* /!8.-!3 0+!* /!-.,!3 --!/

!

植物性食物
33!*.*!8 0-!- 38!8.,!/ /9!- -3!8.3,!0 11!8

膳食铁"

?

R

#

!

动物性食物
3,!1.9!- /,!1 +!*.+!0 /!- +!9.+!/ ,!0

!

植物性食物
*!-.,!0 08!0 3-!0.0!, 90!* 3,!*.8!* 98!1

"

!

讨
!!

论

!!

近年来!我国城乡学生的营养状况得到持续的改

善!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患病率逐年下降!铁&锌等微

量元素及维生素的缺乏有所改善!但由于自然地理环

境的差异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加之不同

地域人群膳食模式和饮食行为习惯的差异!导致我国

学生群体的营养状况面临双重挑战'

*)9

(

$发达的城市

地区学生超重肥胖问题突出!落后偏远的乡村&山区

地区学生的营养不良及营养素的缺乏没能得到根本

解决'

3+)3-

(

$本研究调查了甘肃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

生的膳食营养状况!研究发现!在裕固&东乡&保安族

小学生以谷类为主的膳食模式中!比较乐观的是其蔬

菜和水果的摄入比例有所增加!奶类的摄入也得到了

一定的重视!特别是裕固族奶类摄入量明显比其他两

个民族高$与
-+38

年甘肃省陇西县
9

%

3-

岁学生膳

食结构比较'

3-

(

!

0

个民族小学生谷类摄入量与其基本

吻合*蔬菜&水果类摄入量较高*而动物性食物类!除

裕固族与其基本相当外!东乡族和保安族小学生的摄

入量均较低$此外!本课题组前期通过对裕固&东乡&

保安族小学生的体格发育状况指标体质量指数

"

C:#

#进行分析'

30

(

!结果与本研究中发现的该群体每

日膳食总能量的摄入不足的现象相一致$

0

个民族小

学生三大营养物质的供能比失调!主要表现为蛋白质

和脂类供能比偏低!碳水化合物供能比偏高!同时他

们存在
;"

&

;C

-

&锌的缺乏$分析原因!可能与
0

个

民族群体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及长年形成的膳食习

惯密切相关!由于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及交通的不便

利!该地区人群主要以自产土豆&红薯等为膳食主要

能量来源!绿色蔬菜长期供给不足!肉类摄入量的不

足等!共同导致了相关维生素及矿物质元素的缺乏$

因此!在加强该少数民族小学生群体总能量摄入的同

时!应注意适当增加新鲜蔬菜&蛋&动物全血及内脏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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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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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富含
;"

&

;C

-

&锌等食物的补充!以防止夜盲症!生长

发育受限等相关营养性疾病的发生'

38

(

$此外!东乡&

保安族小学生膳食蛋白质&脂类&铁来源分布不合理!

其膳食中蛋白质&脂类和铁多来源于植物性食物$分

析原因!从这些学生的膳食模式上来看!他们牛奶&鸡

蛋&鱼&禽肉等食物摄入量低于裕固族小学生!导致其

动物性蛋白质&脂类和铁的摄入比例偏小$提示为了

保证该小学生群体所摄入的蛋白质&铁的质量及吸收

率!应当重视对其动物性蛋白及动物性铁的补充$可

见!裕固&东乡&保安族小学生的膳食营养状况有待改

善!除了需要增加新鲜动物性食物!蔬菜水果的供应

外!结合开展营养教育!传播平衡膳食理念!对预防与

营养有关的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促进西北地区少数

民族小学生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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