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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饮料
消费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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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和描述 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饮料消费状况。方法 利

用 2010—201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从中

国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 150 个监测点中确定调查对象，采用食物频率调查问

卷收集碳酸饮料、鲜榨果蔬汁、果蔬汁饮料、乳酸菌饮料、配置型乳饮料、咖啡、茶饮料

相关信息，根据抽样设计和 2009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复杂抽样加权处理，对成

年居民的饮料消费状况进行分析。结果 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消费饮料≥1
次 /天、1 ～ 6 次 /周、1 ～ 3 次 /月、＜ 1 次 /月、不饮用的比例分别为 5. 7% ( 95% CI
4. 4% ～ 7. 0% ) 、24. 1% ( 95% CI 21. 3% ～ 26. 9% ) 、19. 5% ( 95% CI 17. 0% ～
22. 1% ) 、9. 3% ( 95% CI 7. 6% ～10. 9% ) 、41. 4% ( 95% CI 36. 4% ～ 46. 5% ) ，城市居

民每周消费饮料 1 次及以上的比例显著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18 ～ 44 岁年龄组

高于其他年龄组，所调查的饮料中碳酸饮料消费率最高，为 41. 5% ( 95% CI 36. 8% ～
46. 2% ) 。全国人均年饮料消费量为 30. 6 L，其中茶饮料最高为 26. 2 L。结论

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饮料消费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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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erage consumption among Chinese adults in 2010 －2012

Gong Weiyan，Zhang Yan，Yao Yecheng，Chen Zheng，Liu Ailing，Ding Gangqia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zing and described the beverage consumption among
Chinese adults． Methods Using the data from nutrition and health monitoring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2010 － 2012． Multi-stage stratified proportion to the population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residents in 150 sites in 31 provinces． The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consumption frequency and amount of
the carbonated beverage，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 juice， fruit and vegetable juice
beverage， lactobacillus beverage， dairy drink mix， coffee and tea beverage． The
indicators of beverage consumption were calculated through weighted complex sampling
processing by population data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 2009．
Ｒesults In 2010 － 2012 the proportion of drinking beverages ≥1 times /day，1 － 6
times /week，1 － 3 times /month，＜ 1 times /month and none was 5. 7% ( 95% CI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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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 ，24. 1% ( 95% CI 21. 3% － 26. 9% ) ，19. 5% ( 95% CI 17. 0% － 22. 1% ) ，

9. 3% ( 95% CI 7. 6% － 10. 9% ) ，41. 4% ( 95% CI 36. 4% － 46. 5% )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drinking beverages ≥1 times /week among urban residents，men and
18 － 44 ag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ir counter part． The top consumption
rate among the surveyed beverages was carbonated beverage with 41. 5% ( 95% CI
36. 8% － 46. 2% ) ． The average annual beverage consumption was 30. 6 L，with the
highest consumption on tea beverage ( 26. 2 L) ． Conclusion The beverage consumption
rate was high among Chinese adults．

Key words: beverage，consumption rate，adults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饮料的生产

量也迅速增长，目前已成为第二大饮料生产消费

国［1］，近几年各式新型饮料层出不穷，一些饮料

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适量饮用可作为膳食补充，

但是大多数饮料含有添加糖，大量饮用会不利于

健康［2］。许多国家制定饮料相关的政策和法律

限制含糖饮料的饮用［3-5］。我国相关的法律尚属

空白，本研究旨在分析 2010—2012 年中国居民营

养与健康状况监测中居民饮料消费状况，为制定

相关政策和开展相关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数据来源于 2010—201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

健康状况监测，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成比例的

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全国 31 个省 ( 自治区、直辖

市，不含台湾、香港和澳门) 共 150 个监测点( 区 /
县) ，其中大城市 34 个，中小城市 41 个，普通农村

45 个、贫困农村 30 个，具有全国代表性［6］。共纳

入完成饮料状况调查对象 45 018 名。
1. 2 调查内容与方法

被抽取的调查户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由经过

统一培训和考核合格的调查员以面对面的方式对

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个人基本情况表收集被

调查人员的社会人口学信息，有关居民碳酸饮料、
鲜榨果蔬汁、果蔬汁饮料、乳酸菌饮料、配置型乳

饮料、咖啡、茶饮料等消费状况的信息使用“食物

频率调查问卷”收集。饮料消费频率分为过去一

年中喝饮料≥1 次 /天、1 ～ 6 次 /周、1 ～ 3 次 /月、
＜1 次 /月和不饮用 5 个水平; 人均每次消费量是

指饮料消费人群平均每次消费该饮料的量; 人均

年消费量是指饮料消费人群平均每年消费该饮料

的量。
1. 3 质量控制

2010—201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

测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成立国

家级项目工作组，制定统一调查方案与问卷，统一

方法。国家工作组组织省级、县市级的项目技术

骨干人员集中培训，省级项目工作组按照国家培

训方案对本省所有参加监测的工作人员组织省级

二级培训，培训合格后方能参与监测工作。国家、
省级、县市级项目组分别组成督导质量控制工作

小组，分片进行二级培训及现场督导，及时发现与

解决现场技术问题。由国家工作组设计数据录入

程序，统一进行数据录入的程序与方法，集中进行

数据清理、核查与分析。
1.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AS 9. 3 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和统计学分

析。本调查采用国家统计局 2009 年人口普查的

人口数据作为标准人口，通过计算基础抽样权重

和事后分层权重确定最终权重，对率和均值进行

复杂抽样处理。采用 SUＲVEYFＲEQ 过程分析饮

料消费率、频次和 95% CI，比较不同组间的差异;

采用 SUＲVEYMEANS 过程计算饮料消费量，采用

t 检验和 ANOVA 比较不同组间的差异。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由表 1 可见，共 45 018 名成年居民完成了饮

料调查，其中男性 20 136 名( 44. 7% ) ，女性24 882
名( 55. 3% ) ; 大城市 10 098 名( 22. 4% ) ，中小城

市 12 583 名 ( 28. 0% ) ，普 通 农 村 13 691 名

( 30. 4% ) ，贫困农村 8646 名( 19. 2% ) 。
2. 2 饮料消费频率

由表 2 可见，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过

去一年喝饮料≥1 次 /天、1 ～ 6 次 /周、1 ～ 3 次 /
月、＜ 1 次 /月和不饮用的比例分别为 5. 7% ( 95%
CI 4. 4% ～ 7. 0% ) 、24. 1% ( 95% CI 21. 3% ～
26. 9% ) 、19. 5% ( 95% CI 17. 0%～22. 1% ) 、9. 3%
( 95% CI 7. 6%～10. 9% )、41. 4% ( 95%CI 36. 4% ～
46. 5% ) 。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18 ～ 44
岁年龄 组 高 于 其 他 年 龄 组。碳 酸 饮 料 的 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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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年龄、性别及城乡分布情况［n( r /%) ］

年龄 /岁
大城市 中小城市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18 ～ 44 1298( 41. 7) 1812( 58. 3) 3110 1801( 43. 0) 2386( 57. 0) 4187
45 ～ 59 1511( 41. 3) 2152( 58. 8) 3663 2044( 43. 4) 2668( 56. 6) 4712
≥60 1495( 45. 0) 1830( 55. 0) 3325 1773( 48. 1) 1911( 51. 9) 3684
合计 4304 5794 10098 5618 6965 12583

年龄 /岁
普通农村 贫困农村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18 ～ 44 1917( 43. 1) 2535( 56. 9) 4452 1506( 44. 0) 1918( 56. 0) 3424
45 ～ 59 2357( 45. 2) 2861( 54. 8) 5218 1378( 45. 1) 1676( 54. 9) 3054
≥60 1983( 49. 3) 2038( 50. 7) 4021 1073( 49. 5) 1095( 50. 5) 2168
合计 6257 7434 13691 3957 4689 8646

表 2 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饮料消费频率［r( 95%CI) ］ %

饮料 频次 全国
地区 性别 年龄

城市 农村 男性 女性 18 ～ 44 岁 45 ～ 59 岁 ≥60 岁

碳酸饮料 不饮用
58. 5

( 53. 8 ～ 63. 2)
63. 1

( 57. 3 ～ 68. 8)
53. 9

( 47 ～ 60. 9) ( 1)

56. 3
( 51. 3 ～ 61. 3)

60. 8
( 56. 2 ～65. 3) ( 1)

49
( 43. 7 ～ 54. 2)

67. 8
( 63. 0 ～ 72. 6)

77. 3
( 73. 0 ～ 81. 6) ( 1)

＜1 次 /月
10. 2

( 8. 1 ～ 12. 4)
7. 8

( 5. 8 ～ 9. 9)
12. 6

( 9. 1 ～ 16. 2)
9. 3

( 7. 2 ～ 11. 4)
11. 2

( 8. 9 ～ 13. 4)
10. 2

( 8. 0 ～ 12. 4)
10. 7

( 8. 3 ～ 13. 2)
9. 4

( 6. 9 ～ 11. 8)

1 ～ 3 次 /月
18. 9

( 16. 2 ～ 21. 7)
15. 9

( 13. 2 ～ 18. 6)
22

( 17. 5 ～ 26. 6)
19. 5

( 16. 5 ～ 22. 6)
18. 3

( 15. 7 ～ 21. 0)
23. 1

( 20. 1 ～ 26. 1)
15. 1

( 12. 1 ～ 18. 1)
10. 4

( 6. 9 ～ 14)

1 ～ 6 次 /周
11. 5

( 9. 7 ～ 13. 2)
12. 3

( 9. 7 ～ 15)
10. 6

( 8. 3 ～ 12. 8)
13. 5

( 11. 5 ～ 15. 6)
9. 4

( 7. 8 ～ 10. 9)
16. 4

( 14. 0 ～ 18. 7)
6. 1

( 5. 0 ～ 7. 2)
2. 8

( 1. 9 ～ 3. 6)

≥1 次 /天
0. 8

( 0. 5 ～ 1. 2)
0. 9

( 0. 5 ～ 1. 3)
0. 8

( 0. 3 ～ 1. 3)
1. 3

( 0. 8 ～ 1. 9)
0. 3

( 0. 2 ～ 0. 4)
1. 3

( 0. 8 ～ 1. 9)
0. 2

( 0. 1 ～ 0. 4)
0. 1

( 0. 1 ～ 0. 2)

鲜榨果蔬汁 不饮用
87. 6

( 85. 1 ～ 90. 1)
82. 8

( 78. 4 ～ 87. 2)
92. 4

( 90. 5 ～94. 3) ( 1)

87. 7
( 85. 2 ～ 90. 2)

87. 4
( 84. 8 ～ 90. 0)

83. 8
( 80. 4 ～ 87. 3)

91. 4
( 89. 4 ～ 93. 3)

94. 6
( 93. 3 ～ 95. 9) ( 1)

＜1 次 /月
3. 0

( 2. 3 ～ 3. 7)
3. 7

( 2. 6 ～ 4. 8)
2. 3

( 1. 3 ～ 3. 3)
2. 8

( 2. 0 ～ 3. 5)
3. 2

( 2. 4 ～ 4. 0)
3. 6

( 2. 6 ～ 4. 6)
2. 4

( 1. 8 ～ 3. 0)
1. 9

( 1. 3 ～ 2. 5)

1 ～ 3 次 /月
5. 4

( 3. 9 ～ 6. 8)
7. 7

( 5. 1 ～ 10. 3)
3. 0

( 2. 3 ～ 3. 7)
5. 4

( 3. 9 ～ 6. 9)
5. 3

( 3. 8 ～ 6. 8)
6. 9

( 4. 8 ～ 9. 0)
3. 8

( 2. 8 ～ 4. 7)
2. 4

( 1. 5 ～ 3. 3)

1 ～ 6 次 /周
3. 9

( 3. 0 ～ 4. 8)
5. 5

( 3. 9 ～ 7. 0)
2. 3

( 1. 4 ～ 3. 2)
4. 0

( 2. 9 ～ 5. 0)
3. 8

( 2. 9 ～ 4. 7)
5. 4

( 4. 0 ～ 6. 8)
2. 3

( 1. 6 ～ 3. 1)
1. 0

( 0. 7 ～ 1. 4)

≥1 次 /天
0. 2

( 0. 1 ～ 0. 4)
0. 4

( 0. 1 ～ 0. 7)
0. 0

( 0. 0 ～ 0. 1)
0. 2

( 0. 1 ～ 0. 3)
0. 3

( 0. 0 ～ 0. 5)
0. 3

( 0. 0 ～ 0. 5)
0. 1

( 0. 0 ～ 0. 2)
0. 1

( 0. 0 ～ 0. 2)

果蔬汁饮料 不饮用
78. 4

( 75. 1 ～ 81. 7)
77. 8

( 72. 6 ～ 83. 0)
78. 9

( 74. 8 ～ 83. 1)
79. 2

( 75. 9 ～ 82. 6)
77. 5

( 74. 2 ～80. 8) ( 1)

73. 1
( 69. 1 ～ 77. 0)

84. 0
( 81. 2 ～ 86. 9)

88. 1
( 85. 7 ～ 90. 5) ( 1)

＜1 次 /月
5. 4

( 4. 2 ～ 6. 6)
4. 8

( 3. 0 ～ 6. 6)
6. 0

( 4. 4 ～ 7. 5)
5. 0

( 3. 8 ～ 6. 1)
5. 8

( 4. 5 ～ 7. 2)
5. 6

( 4. 2 ～ 6. 9)
5. 3

( 4. 1 ～ 6. 5)
5. 0

( 3. 7 ～ 6. 2)

1 ～ 3 次 /月
10. 2

( 8. 6 ～ 11. 9)
10. 3

( 7. 8 ～ 12. 8)
10. 2

( 8 ～ 12. 4)
9. 6

( 7. 9 ～ 11. 2)
10. 9

( 9. 1 ～ 12. 8)
13. 1

( 10. 9 ～ 15. 3)
7. 1

( 5. 6 ～ 8. 6)
5. 2

( 3. 9 ～ 6. 6)

1 ～ 6 次 /周
5. 8

( 4. 6 ～ 6. 9)
6. 8

( 5. 0 ～ 8. 7)
4. 7

( 3. 3 ～ 6. 1)
6. 0

( 4. 7 ～ 7. 2)
5. 6

( 4. 4 ～ 6. 7)
8. 0

( 6. 5 ～ 9. 6)
3. 4

( 2. 5 ～ 4. 3)
1. 7

( 1. 1 ～ 2. 2)

≥1 次 /天
0. 2

( 0. 1 ～ 0. 3)
0. 2

( 0. 1 ～ 0. 3)
0. 2

( 0. 1 ～ 0. 3)
0. 2

( 0. 1 ～ 0. 3)
0. 2

( 0. 1 ～ 0. 3)
0. 3

( 0. 2 ～ 0. 4)
0. 1

( 0. 0 ～ 0. 2)
0. 1

( 0. 0 ～ 0. 1)

乳酸菌饮料 不饮用
89. 8

( 87. 6 ～ 91. 9)
89. 5

( 86. 3 ～ 92. 7)
90. 0

( 87. 0 ～ 93. 0)
90. 4

( 88. 2 ～ 92. 6)
89. 1

( 86. 8 ～ 91. 3)
86

( 83. 2 ～ 88. 7)
93. 9

( 92. 4 ～ 95. 4)
96. 4

( 95. 1 ～ 97. 7) ( 1)

＜1 次 /月
2. 2

( 1. 6 ～ 2. 8)
1. 9

( 1. 1 ～ 2. 7)
2. 4

( 1. 6 ～ 3. 3)
2. 1

( 1. 5 ～ 2. 6)
2. 3

( 1. 6 ～ 3. 0)
2. 7

( 2. 0 ～ 3. 4)
1. 8

( 1. 1 ～ 2. 5)
0. 9

( 0. 5 ～ 1. 2)

1 ～ 3 次 /月
4. 6

( 3. 6 ～ 5. 7)
4. 8

( 3. 3 ～ 6. 2)
4. 5

( 3. 0 ～ 6. 1)
4. 2

( 3. 1 ～ 5. 4)
5. 1

( 4. 0 ～ 6. 2)
6. 3

( 4. 9 ～ 7. 7)
2. 8

( 2. 1 ～ 3. 5)
1. 9

( 1. 0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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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饮料 频次 全国
地区 性别 年龄

城市 农村 男性 女性 18 ～ 44 岁 45 ～ 59 岁 ≥60 岁

1 ～ 6 次 /周
3. 1

( 2. 3 ～ 4. 0)
3. 4

( 2. 2 ～ 4. 6)
2. 9

( 1. 6 ～ 4. 2)
3. 0

( 2. 0 ～ 4. 0)
3. 3

( 2. 4 ～ 4. 2)
4. 6

( 3. 4 ～ 5. 9)
1. 4

( 0. 8 ～ 2. 0)
0. 7

( 0. 4 ～ 1. 1)

≥1 次 /天
0. 3

( 0. 1 ～ 0. 4)
0. 4

( 0. 2 ～ 0. 6)
0. 1

( 0. 0 ～ 0. 2)
0. 3

( 0. 1 ～ 0. 4)
0. 3

( 0. 1 ～ 0. 4)
0. 4

( 0. 2 ～ 0. 6)
0. 2

( 0. 1 ～ 0. 3)
0. 1

( 0. 0 ～ 0. 2)

配置型乳饮料 不饮用
78. 3

( 74. 4 ～ 82. 2)
83. 2

( 78. 2 ～ 88. 1)
73. 4

( 68 ～ 78. 8) ( 1)

79. 5
( 75. 5 ～ 83. 5)

77. 1
( 73. 1 ～81. 1) ( 1)

72. 5
( 68. 1 ～ 77. 0)

85. 1
( 81. 5 ～ 88. 7)

87. 8
( 83. 7 ～ 91. 8) ( 1)

＜1 次 /月
5. 9

( 4. 1 ～ 7. 7)
3. 7

( 2. 0 ～ 5. 5)
8. 0

( 5. 0 ～ 11. 0)
5. 2

( 3. 5 ～ 6. 9)
6. 6

( 4. 6 ～ 8. 5)
6. 5

( 4. 6 ～ 8. 5)
5. 5

( 3. 6 ～ 7. 3)
4. 2

( 2. 2 ～ 6. 1)

1 ～ 3 次 /月
10. 1

( 8 ～ 12. 1)
7. 9

( 5. 6 ～ 10. 2)
12. 2

( 9. 1 ～ 15. 3)
9. 5

( 7. 4 ～ 11. 5)
10. 7

( 8. 6 ～ 12. 8)
12. 7

( 10. 5 ～ 14. 9)
6. 7

( 4. 9 ～ 8. 5)
6. 1

( 3. 0 ～ 9. 2)

1 ～ 6 次 /周
5. 6

( 4. 4 ～ 6. 7)
4. 9

( 3. 3 ～ 6. 5)
6. 2

( 4. 6 ～ 7. 8)
5. 6

( 4. 4 ～ 6. 9)
5. 5

( 4. 2 ～ 6. 7)
8

( 6. 4 ～ 9. 6)
2. 5

( 1. 8 ～ 3. 3)
1. 8

( 1. 3 ～ 2. 4)

≥1 次 /天
0. 2

( 0. 1 ～ 0. 3)
0. 3

( 0. 1 ～ 0. 4)
0. 1

( 0. 0 ～ 0. 2)
0. 2

( 0. 1 ～ 0. 2)
0. 2

( 0. 1 ～ 0. 4)
0. 2

( 0. 1 ～ 0. 3)
0. 2

( 0. 0 ～ 0. 5)
0. 1

( 0. 0 ～ 0. 2)

咖啡 不饮用
93. 0

( 91. 3 ～ 94. 8)
88. 9

( 86 ～ 91. 9)
97. 2

( 95. 9 ～98. 5) ( 1)

92. 3
( 90. 4 ～ 94. 3)

93. 8
( 92. 1 ～95. 4) ( 1)

90. 0
( 87. 5 ～ 92. 5)

96. 4
( 95. 6 ～ 97. 3)

98. 2
( 97. 4 ～ 99) ( 1)

＜1 次 /月
2. 1

( 1. 6 ～ 2. 7)
3. 1

( 2. 3 ～ 4. 0)
1. 1

( 0. 4 ～ 1. 8)
2. 2

( 1. 5 ～ 2. 8)
2. 1

( 1. 5 ～ 2. 6)
3. 0

( 2. 2 ～ 3. 9)
1. 1

( 0. 8 ～ 1. 4)
0. 5

( 0. 3 ～ 0. 7)

1 ～ 3 次 /月
2. 3

( 1. 7 ～ 3. 0)
3. 6

( 2. 5 ～ 4. 7)
1. 1

( 0. 6 ～ 1. 5)
2. 7

( 1. 9 ～ 3. 5)
2. 0

( 1. 4 ～ 2. 5)
3. 4

( 2. 5 ～ 4. 4)
1. 1

( 0. 7 ～ 1. 5)
0. 5

( 0. 3 ～ 0. 7)

1 ～ 6 次 /周
2. 2

( 1. 4 ～ 2. 9)
3. 7

( 2. 4 ～ 5. 0)
0. 6

( 0. 3 ～ 0. 9)
2. 5

( 1. 6 ～ 3. 4)
1. 8

( 1. 2 ～ 2. 4)
3. 1

( 2. 0 ～ 4. 1)
1. 0

( 0. 7 ～ 1. 4)
0. 7

( 0. 2 ～ 1. 3)

≥1 次 /天
0. 3

( 0. 2 ～ 0. 5)
0. 6

( 0. 3 ～ 0. 9)
0. 1

( 0. 0 ～ 0. 1)
0. 3

( 0. 2 ～ 0. 4)
0. 4

( 0. 1 ～ 0. 7)
0. 4

( 0. 2 ～ 0. 6)
0. 3

( 0. 2 ～ 0. 4)
0. 1

( 0. 0 ～ 0. 2)

茶饮料 不饮用
78. 6

( 75. 6 ～ 81. 7)
78. 4

( 74. 1 ～ 82. 6)
78. 9

( 74. 5 ～ 83. 4)
74. 7

( 71. 1 ～ 78. 3)
82. 7

( 80. 1 ～85. 4) ( 1)

72. 2
( 68. 5 ～ 76. 0)

84. 4
( 81. 9 ～ 86. 9)

92
( 90. 5 ～ 93. 5) ( 1)

＜1 次 /月
3. 4

( 2. 5 ～ 4. 3)
2. 5

( 1. 7 ～ 3. 4)
4. 2

( 2. 7 ～ 5. 8)
3. 3

( 2. 4 ～ 4. 2)
3. 5

( 2. 4 ～ 4. 5)
4. 0

( 2. 9 ～ 5. 2)
3. 0

( 2. 3 ～ 3. 8)
1. 7

( 1. 1 ～ 2. 4)

1 ～ 3 次 /月
8. 5

( 7. 0 ～ 10. 1)
8. 8

( 6. 6 ～ 11. 1)
8. 2

( 6. 1 ～ 10. 4)
9. 3

( 7. 5 ～ 11. 1)
7. 7

( 6. 3 ～ 9. 1)
11. 4

( 9. 3 ～ 13. 4)
5. 9

( 4. 6 ～ 7. 2)
2. 8

( 2. 1 ～ 3. 5)

1 ～ 6 次 /周
7. 0

( 5. 9 ～ 8. 2)
7. 3

( 5. 6 ～ 8. 9)
6. 8

( 5. 1 ～ 8. 4)
9. 5

( 7. 9 ～ 11. 1)
4. 5

( 3. 7 ～ 5. 3)
9. 8

( 8. 3 ～ 11. 4)
4. 1

( 3. 3 ～ 4. 9)
1. 8

( 1. 3 ～ 2. 2)

≥1 次 /天
2. 4

( 1. 6 ～ 3. 2)
3. 0

( 1. 8 ～ 4. 1)
1. 8

( 0. 8 ～ 2. 9)
3. 2

( 2. 3 ～ 4. 1)
1. 6

( 0. 9 ～ 2. 3)
2. 5

( 1. 6 ～ 3. 5)
2. 6

( 1. 8 ～ 3. 4)
1. 7

( 1. 1 ～ 2. 3)

合计 不饮用
41. 4

( 36. 4 ～46. 5)
44. 9

( 37. 9 ～51. 9)
37. 9

( 30. 9 ～44. 9) ( 1)

40. 3
( 35. 2 ～ 45. 4)

42. 7
( 37. 5 ～47. 8) ( 1)

30. 9
( 25. 8 ～ 36)

51. 5
( 45. 7 ～ 57. 3)

62. 6
( 57. 7 ～ 67. 5) ( 1)

＜1 次 /月
9. 3

( 7. 6 ～ 10. 9)
6. 9

( 5. 3 ～ 8. 6)
11. 6

( 8. 8 ～ 14. 4)
8. 2

( 6. 5 ～ 9. 8)
10. 4

( 8. 6 ～ 12. 1)
7. 9

( 6. 4 ～ 9. 4)
11. 0

( 8. 8 ～ 13. 1)
11. 4

( 8. 8 ～ 14. 0)

1 ～ 3 次 /月
19. 5

( 17. 0 ～ 22. 1)
15. 8

( 12. 6 ～ 18. 9)
23. 3

( 19. 7 ～ 26. 9)
18. 9

( 16. 3 ～ 21. 4)
20. 2

( 17. 4 ～ 23)
21. 7

( 18. 8 ～ 24. 7)
18. 0

( 15. 2 ～ 20. 8)
14. 0

( 11. 2 ～ 16. 8)

1 ～ 6 次 /周
24. 1

( 21. 3 ～ 26. 9)
25. 4

( 21 ～ 29. 9)
22. 7

( 19. 3 ～ 26. 1)
25. 6

( 22. 3 ～ 28. 8)
22. 6

( 20 ～ 25. 2)
32. 2

( 28. 7 ～ 35. 6)
15. 4

( 13. 1 ～ 17. 7)
9. 5

( 7. 7 ～ 11. 3)

≥1 次 /天
5. 7

( 4. 4 ～ 7. 0)
6. 9

( 4. 9 ～ 9. 0)
4. 4

( 2. 9 ～ 6. 0)
7. 1

( 5. 5 ～ 8. 8)
4. 2

( 3. 1 ～ 5. 3)
7. 3

( 5. 7 ～ 8. 9)
4. 2

( 3. 1 ～ 5. 2)
2. 5

( 1. 8 ～ 3. 2)

注: ( 1) P ＜0. 01

率最高，其次是配置型乳饮料和乳酸菌饮料。农

村居民以碳酸饮料和配置型乳饮料消费为主，男

性居民碳酸饮料、咖啡饮料、茶饮料消费率高于女

性( P ＜ 0. 01) ，18 ～ 44 岁年龄组各类饮料消费率

均高于其他年龄组居民( P ＜ 0. 01) 。
2. 3 饮料消费人群人均每次消费量

由表 3 可见，碳酸饮料、鲜榨果蔬汁、果蔬汁

饮料、乳酸菌饮料、配置型乳饮料、咖啡饮料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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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 人 均 每 次 消 费 量 分 别 为 269. 1、220. 6、
246. 3、219. 1、285. 6、121. 9 和 296. 6 mL。男性人

均每次消费量均高于女性( P ＜ 0. 01 ) 、18 ～ 44 岁

年龄组碳酸饮料、鲜榨果蔬汁、果蔬汁饮料、配置

型乳饮料、茶饮料人均每次消费量均高于其他组

居民( P ＜ 0. 01) 。
表 3 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平均每次饮料消费量(珔x ± s) mL

饮料种类 消费人数 全国
地区 性别 年龄

城市 农村 男性 女性 18 ～ 44 岁 45 ～ 59 岁 ≥60 岁

碳酸饮料 16301 269. 1 ± 8. 8 265. 1 ± 12. 4 272. 4 ± 12. 5 ( 2) 286. 0 ± 9. 3 249. 7 ± 8. 6 ( 2) 280. 6 ± 9. 5 250. 0 ± 8. 0 221. 4 ± 9. 2 ( 2)

鲜榨果蔬汁 5058 220. 6 ± 8. 3 222. 4 ± 11. 1 216. 5 ± 9. 3 230. 5 ± 9. 6 210. 6 ± 7. 8 ( 2) 225. 6 ± 9. 8 207. 5 ± 5. 9 202. 3 ± 7. 4 ( 2)

果蔬汁饮料 9130 246. 3 ± 7. 2 243. 3 ± 10. 2 249. 5 ± 10. 1 ( 1) 256. 1 ± 7. 9 237. 1 ± 7. 3 ( 2) 257. 2 ± 7. 9 225. 5 ± 6. 6 204. 7 ± 7. 1 ( 2)

乳酸菌饮料 3713 219. 1 ± 8. 9 201. 0 ± 9. 2 238. 2 ± 14. 4 ( 2) 225. 7 ± 8. 7 213. 1 ± 10. 5 ( 2) 219. 6 ± 9. 2 216. 4 ± 10. 5 218. 5 ± 11. 5
配置型乳饮料 8284 285. 6 ± 12. 9 274. 9 ± 12. 0 292. 5 ± 19. 6 ( 2) 299. 0 ± 15. 4 273. 2 ± 11. 1 ( 2) 296. 2 ± 12. 6 268. 3 ± 14. 9 234. 9 ± 16. 3 ( 2)

咖啡 2956 121. 9 ± 14. 0 119. 1 ± 16. 5 132. 6 ± 20. 0 ( 1) 127. 3 ± 14. 7 115. 0 ± 14. 0 ( 2) 123. 1 ± 15. 1 120. 3 ± 7. 9 101. 2 ± 24. 6
茶饮料 8804 296. 6 ± 10. 4 282. 1 ± 15. 9 311. 7 ± 13. 1 ( 2) 309. 1 ± 11. 4 277. 9 ± 9. 5 ( 2) 304. 9 ± 11. 0 281. 1 ± 10. 7 244. 4 ± 11. 6 ( 2)

注: ( 1) P ＜0. 05，( 2) P ＜0. 01

2. 4 饮料消费人群人均年消费量

由表 4 可见，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饮

料消费人群人均年消费量为( 30. 6 ± 2. 0 ) L，城市

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18 ～ 44 岁年龄组高于

其他年龄组( 均 P ＜ 0. 01) 。人均年消费量最高的

是茶饮料( 26. 2 L) ，其次是碳酸饮料( 12. 8 L) 。
表 4 2010—2012 年中国成年居民人均饮料年消费量(珔x ± s) L

饮料种类 消费人数 全国
地区 性别 年龄

城市 农村 男性 女性 18 ～ 44 岁 45 ～ 59 岁 ≥60 岁

碳酸饮料 16284 12. 8 ± 0. 8 14. 5 ± 1. 4 11. 4 ± 0. 9 ( 2) 16. 1 ± 1. 1 9. 0 ± 0. 7 ( 2) 15. 2 ± 1. 0 7. 7 ± 0. 5 5. 2 ± 0. 5 ( 2)

鲜榨果蔬汁 5048 9. 3 ± 0. 7 9. 8 ± 0. 8 8. 2 ± 1. 1 ( 2) 9. 7 ± 0. 7 8. 9 ± 0. 9 10. 0 ± 0. 8 7. 4 ± 0. 6 6. 2 ± 0. 7 ( 2)

果蔬汁饮料 9112 9. 5 ± 0. 6 9. 8 ± 0. 8 9. 2 ± 0. 8 10. 5 ± 0. 6 8. 6 ± 0. 7 ( 2) 10. 7 ± 0. 7 7. 1 ± 0. 5 4. 8 ± 0. 5 ( 2)

乳酸菌饮料 3705 10. 2 ± 0. 9 11. 2 ± 1. 4 9. 2 ± 1. 0 ( 2) 11. 2 ± 1. 2 9. 4 ± 0. 8 ( 1) 10. 7 ± 1. 0 8. 1 ± 1. 2 8. 8 ± 1. 4 ( 1)

配置型乳饮料 8274 10. 2 ± 0. 8 10. 7 ± 0. 9 9. 8 ± 1. 1 ( 1) 11. 0 ± 0. 9 9. 4 ± 0. 8 ( 2) 11. 0 ± 0. 7 7. 6 ± 0. 8 8. 7 ± 2. 1 ( 2)

咖啡 2945 8. 1 ± 1. 7 7. 9 ± 1. 6 8. 9 ± 5. 2 8. 5 ± 2. 1 7. 7 ± 2. 0 8. 3 ± 1. 9 8. 0 ± 1. 1 5. 4 ± 1. 3
茶饮料 8782 26. 2 ± 2. 4 30. 3 ± 3. 7 22. 0 ± 2. 6 ( 2) 31. 0 ± 3. 1 19. 0 ± 1. 9 ( 2) 25. 1 ± 2. 6 28. 8 ± 2. 5 31. 6 ± 3. 9 ( 2)

合计 24804 30. 6 ± 2. 0 35. 6 ± 3. 2 26. 1 ± 2. 3 ( 2) 37. 2 ± 2. 6 23. 6 ± 1. 6 ( 2) 35. 6 ± 2. 3 21. 9 ± 1. 5 16. 3 ± 1. 5 ( 2)

注: ( 1) P ＜ 0. 05，( 2) P ＜ 0. 01

3 讨论

饮料是经过定量包装，供直接饮用或按一定

比例用水冲调或冲泡饮用的，乙醇含量 ( 质量分

数) 不超过 0. 5%的制品，也可为饮料浓浆或固体

形态［7］。我国将饮料分为 11 类，包括: 碳酸饮料

类、果汁和蔬菜汁类、蛋白饮料类、茶饮料类、咖啡

饮料类等，大部分饮料含有添加糖。本次调查的

饮料包括: 碳酸饮料、鲜榨果蔬汁饮料、果蔬汁饮

料、乳酸菌饮料、配置型乳饮料、咖啡、茶饮料，除

了鲜榨果蔬汁饮料外，其他饮料均含有添加糖。
国内外研究显示，长期大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

患肥胖、龋齿、2 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等疾病的

风险［8-15］。
本研究显示我国居民饮料消费率较高，约

1 /3居民每周至少喝一次饮料，城市居民每周至少

喝一次饮料、人均每次饮料消费量、人均年饮料消

费量均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18 ～ 44 岁年龄

组最高，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6］。不同饮料中人

均年消费量最高的是茶饮料，且 60 岁及以上居民

最高，需注意茶饮料不同于茶水，应减少含糖茶饮

料的摄入或者选择无糖茶饮料。我国居民饮料消

费 频 率 和 摄 入 量 与 其 他 国 家 相 比 相 对 较

低［5，17-18］，但目前处于上升期，应适时进行干预和

限制。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每日

添加糖不超过 50 g，最好控制在 25 g 以下［2］。本

研究显示碳酸饮料、果蔬汁饮料、乳酸菌饮料( 喜

乐等) 、配置型乳饮料( 营养快线等) 、茶饮料等平

均每次饮用量均在 250 mL 左右。而根据美国农

业部添加糖食物成分库计算平均每 100 g 含糖饮

料含添加糖约 9 g［19］，饮用 250 mL 含糖饮料便达

到推荐量高限的一半。为了减少含糖饮料的摄

入，许多国家开展了相关政策，英国、美国、法国等

发达国家陆续限制学校向儿童出售含糖饮料，巴

西增加含糖饮料税收［3-4］，2010 年美国膳食指南

建议少喝或不喝能量饮料、运动饮料、苏打水和果

汁饮料［5］，2013 年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只能够买

470 mL 的饮料，超过此容量的饮料将不予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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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倡饮用白开水和茶

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2］，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 2017—2020 年) 提出三减三健活动，旨在减少含

糖饮料和添加糖摄入量。
综上所述，我国居民饮料消费率和消费频次

较高，特别是男性、城市和 18 ～ 44 岁居民。建议

国家制定饮料相关法律，并鼓励企业生产低糖或

无糖饮料，同时加强居民饮料相关宣教工作，引导

居民合理消费饮料，选择白开水、茶水、100% 纯鲜

榨果蔬汁等代替饮料，预防龋齿、肥胖及慢性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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