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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十五省( 自治区、直辖市) 60 岁及以上居民坚果摄入现状。
方法 利用 2015 年“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究”资料，采用多阶段分层整

群随机抽样法选取 15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5071 名 60 岁及以上居民作为研究对

象，利用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食回顾法收集坚果消费数据。分析摄入状况并与《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 2016) 》推荐摄入量比较。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坚果消费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中国十五省 ( 自治区、直辖市) 60 岁及以上居民坚果消费

902 人( 17. 8%) ，全人群消费量第 90 百分位数( P90) 为 13. 6 g /d。消费人群消费量

的中位数( P50) 为 16. 7 g /d，达到并超过推荐摄入量的人群比例为 81. 1%。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低年龄组、高学历和城市地区坚果消费的可能性更大。结论 中国老

年居民坚果的消费率低且消费量不足。年龄、教育程度和地区是老年居民是否食用

坚果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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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ke of nuts among Chinese elderly residents in 15 province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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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nuts consumption in a sample of Chinese
elderly residents． METHODS Samples from 2015 China Nutritional Transition Cohort
Study were used． A total of 5071 participants aged 60 years old and above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ree consecutive 24 h recalls were used to collect dietary
consumption data． Average daily nuts intake was calculated． Then compared with
recommended intake level of Dietary Guidelines for Chinese Ｒesidents ( 2016 ) ．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applied to analyz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umption of nuts intake．
ＲESULTS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nuts consumption among elderly residents in 15
provinces was 17. 8%． The P90 nuts intake was 13. 6 g /d in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16. 7 g /d in P50 in the consuming group． There were 81. 1%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achieved the recommendation of dietary guidelines． The Log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group of young age，high education level and urban residents had more nuts con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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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Nuts consumption rate was low among Chinese elderly residents． The
intake was insufficient in the whole． Age，education level and area wer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nuts consumption of the elderly．

KEY WOＲDS: nuts，elderly residents，elderly residents nutrition，dietary intake

坚果指的是富含油脂的种子类食物。坚果营

养丰富，总脂肪含量很高，其中一半都是不饱和脂

肪，而且还有一定量的植物固醇，以及各种微量营

养素，因此属于高营养密度食物［1］。坚果与人类

健康密切相关。研究表明，适量摄入坚果有益于

心血管健康，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2-3］、全因死亡

率［4］和女性结肠癌［5-6］的发病风险，改善血脂异

常［7］。但是坚果脂肪含量高，若摄入过多，易导

致能 量 摄 入 过 剩。因 此，《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 2016) 》推荐适量吃坚果，每人每周吃 50 ～ 70 g，

约相当于 10 g /d［8］。我国居民坚果类食物摄入量

为 3. 8 g［9］，不足推荐量的一半。中国已进入老龄

化社会，老年人身体各方面功能经历的退行性变

化。衰老带来的认知功能下降是危害老年人健康

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10］。关注老年人健康意义

重大。研究表明，坚果摄入与抗抑郁、轻微的认知

障碍以及阿尔茨海默病有保护作用［11-12］。本文

利用 2015 年“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

究”数据，对我国 15 省( 自治区、直辖市) 60 岁及

以上居民坚果摄入状况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承担的国家财政项目“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

迁的队列研究”。该项目是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合作的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NHNS) ”项目为基础开展

的追踪研究。首轮调查开始于 1989 年，每 2 ～ 4
年随访一次，至 2015 年共进行了 10 轮调查，覆盖

黑龙江、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
贵州、北京、上海、重庆、陕西、浙江、云南等 15 个

省( 自 治 区、直 辖 市 ) ，其 中 陕 西、浙 江、云 南 为

2015 年新加入队列的省份。调查采用多阶段分

层整群随机抽样，在每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选

取 2 个城市和 4 个县; 在每个选中的城市点随机

选择 2 个街道居委会和 2 个郊区村; 每个选中的

县选择 1 个县政府所在地居委会和 3 个自然村;

每个调查点( 居委会 /村) 随机选取 20 户家庭，调

查户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均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

包括住户调查、体格测量、膳食调查和社区调查等

部分。
所有调查资料均通过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伦理审查委员会

批准，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为了保证历次追踪调查数据质量，CHNS 项

目严格按照既定的质量控制规范执行。采用统一

培训、统一调查方法和调查表格，并确定质量控制

员，负责现场及调查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具体抽

样方法、调查方案和内容详见文献［13-14］。
1. 2 研究对象

分析对象为参加了 2015 年调查且有完整膳

食数据和人口经济特征数据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共计 5071 人，男性 2399 人，女性 2672 人。
1. 3 坚果摄入的评价方法

坚果摄入量数据通过连续 3 天 24 小时回顾

法入户膳食调查获得。调查员培训合格后，连续

3 天入户询问被调查者过去 24 小时内正餐和零

食的所 有 食 物 摄 入 情 况，结 合《中 国 食 物 成 分

表》，计算平均每人每天坚果摄入量。如果被调

查者在 3 天中任意一天消费了坚果，该被调查者

即被视为坚果消费者。坚果消费者的人数占调查

人群的百分率为坚果消费率。
1. 4 统计学分析

数据清理及统计使用 SAS 9. 4 软件。将调查

对象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地区分

组，描述不同组别坚果的消费率及平均每天摄入

量( 消费人群和全人群) ，并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推荐摄入量进行比较。因老年居民坚果摄入量为

偏态分布，全人群坚果摄入量中位数及第 75 百分

位数( P75) 均为 0，故用 P90 表示。消费人群坚

果摄入量用 P50( P25，P75) 表示。消费率的分析

采用卡方检验; 消费量的分析采用 Kruskal-Wallis
非参数检验。取 P＜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研究对象的坚果消

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

2 结果

2. 1 坚果消费率

由表 1 可 见，调 查 人 群 的 坚 果 消 费 率 为

17. 8%，男性和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

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坚果消费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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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
表 1 2015 年中国十五省( 自治区、直辖市)

老年居民坚果消费率

变量 调查人群 消费人群 坚果消费率 /%

性别

男 2399 431 18. 0

女 2672 471 17. 6
χ2 值 0. 09
P 值 0. 75

年龄 /岁
60～79 4623 845 18. 3

≥80 448 57 12. 7
χ2 值 8. 62
P 值 ＜0. 0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855 360 12. 6

初中 1141 237 20. 8
高中及以上 1075 303 28. 6
χ2 值 143. 40
P 值 ＜0. 05

收入水平

低 2023 344 17. 0
中 1654 243 14. 7

高 1394 315 22. 6
χ2 值 23. 73
P 值 ＜0. 05

地区

城市 1380 386 28. 0

郊区 744 122 16. 4

县城 782 141 18. 0

农村 2165 253 11. 6
χ2 值 153. 9
P 值 ＜0. 05

合计 5071 902 17. 8

2. 2 坚果消费量

由表 2 可 见，全 人 群 坚 果 消 费 量 P90 为

13. 6 g /d，消费人群 P50 为 16. 7 g /d。在全人群

中，60～ 79 岁、高文化程度、高收入水平和城市老

年人坚果消费量较高。在消费人群中，男性、低文

化程度、低收入水平和农村老年人坚果消费量

较高。
2. 3 坚果消费人群坚果摄入量与膳食指南推荐

摄入量的比较

不同特征的坚果消费人群坚果摄入量与膳食

指南推荐摄入量比较的结果见表 3。我国老年居

民坚果消费人群每周坚果摄入量达到并超过推荐

摄入量的人群比例为 81. 1%。男性和女性分别

为 82. 8%和 79. 6%。

表 2 2015 年中国十五省( 自治区、直辖市)

老年居民坚果消费量 g /d

变量 全人群( P90) 消费人群［P50( P25，P75) ］

性别
男 16. 2 16. 7( 9. 1，33. 3)

女 13. 3 16. 2( 8. 3，30. 0)
χ2 值 0. 29 4. 00
P 值 0. 59 ＜0. 05

年龄 /岁
60～79 15. 0 16. 7( 8. 7，33. 3)

≥80 6. 8 16. 7( 7. 1，26. 7)
χ2 值 8. 84 0. 35
P 值 ＜0. 05 0. 5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8. 3 16. 7( 9. 8，33. 3)

初中 16. 7 16. 7( 9. 8，31. 3)

高中及以上 20. 0 14. 8( 8. 0，30. 0)
χ2 值 135. 09 6. 19
P 值 ＜0. 05 ＜0. 05

收入水平

低 13. 3 16. 7( 9. 1，33. 3)

中 11. 8 16. 7( 10. 0，33. 3)

高 16. 7 15. 0( 8. 1，30. 0)
χ2 值 30. 67 4. 32
P 值 ＜0. 05 ＜0. 05

地区

城市 23. 7 16. 7( 8. 3，33. 3)

郊区 12. 0 16. 0( 8. 3，28. 7)

县城 12. 0 13. 3( 7. 9，22. 1)

农村 7. 3 16. 9( 10. 8，33. 3)
χ2 值 148. 39 15. 34
P 值 ＜0. 05 ＜0. 05

合计 13. 6 16. 7( 8. 7，33. 3)

2. 4 坚果消费的影响因素

从表 4 可以看出，通过对坚果消费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60 ～ 79 岁年龄组，高教育

程度和城市地区老年居民消费坚果的概率更高。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坚果消费率和消费量均偏低。全

人群坚果的消费率为 17. 8%，男性和女性坚果消

费率差别不大，分别为 18. 0%和 17. 6%。从不同

特征人群来看，60 ～ 79 岁年龄组，高教育程度、高
收入和 城 市 老 年 居 民 消 费 率 较 高。本 文 使 用

Logistic 回归对坚果消费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年

龄、教育程度和地区是老年居民是否食用坚果的

影响因 素。≥80 岁 人 群 的 坚 果 消 费 率 远 低 于

60～79 岁年龄组。这可能与≥80 岁老人咀嚼能

力下降等有关。高教育程度、高收入和城市体现

了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这类人群高的文化程度、
对健康知识及保健意识较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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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 年中国十五省( 自治区、直辖市) 老年居民

( N=902) 坚果摄入达到推荐摄取量情况［n( r /%) ］

变量 低于推荐量 达到推荐量 高于推荐量

性别
男 74( 17. 2) 52( 12. 1) 305( 70. 8)

女 96( 20. 4) 60( 12. 7) 315( 66. 9)
χ2 值 1. 01 0. 04 1. 01
P 值 0. 32 0. 85 0. 32

年龄 /岁
60～79 155( 18. 3) 109( 12. 9) 581( 68. 8)

≥80 15( 26. 3) 3( 5. 3) 39( 68. 4)
χ2 值 0. 00 5. 39 5. 68
P 值 1. 00 ＜0. 05 ＜0. 0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67( 18. 6) 36( 10. 0) 257( 71. 4)

初中 38( 16. 0) 26( 11. 0) 173( 73. 0)

高中及以上 65( 21. 5) 50( 16. 5) 188( 62. 0)
χ2 值 34. 02 42. 58 66. 68
P 值 ＜0. 05 ＜0. 05 ＜0. 05

收入水平

低 63( 18. 3) 36( 10. 5) 245( 71. 2)

中 39( 16. 0) 26( 10. 7) 178( 73. 3)

高 68( 21. 6) 50( 15. 9) 197( 62. 5)
χ2 值 15. 42 17. 09 8. 05
P 值 ＜0. 05 ＜0. 05 ＜0. 05

地区
城市 77( 19. 9) 55( 14. 2) 254( 65. 8)

郊区 27( 22. 1) 14( 11. 5) 81( 66. 4)

县城 32( 22. 7) 17( 12. 1) 92( 65. 2)

农村 34( 13. 4) 26( 10. 3) 193( 76. 3)
χ2 值 43. 84 30. 72 72. 63
P 值 ＜0. 05 ＜0. 05 ＜0. 05

合计 170( 18. 9) 112( 12. 4) 620( 68. 7)

表 4 2015 年中国十五省( 自治区、直辖市)

老年居民坚果消费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OＲ 值 95%CI P 值

截距 －1. 38 ＜0. 05
性别( ref =男性)

女性 0. 09 1. 10 0. 9～1. 3 0. 24
年龄( ref = 60～79 岁)

≥80 岁 －0. 40 0. 67 0. 5～0. 9 ＜0. 05
文化程度( ref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 40 1. 49 1. 2～1. 8 ＜0. 05
高中及以上 0. 66 1. 94 1. 6～2. 4 ＜0. 05

收入( ref =低收入水平)

中收入水平 －0. 15 0. 86 0. 7～1. 0 0. 10
高收入水平 0. 06 1. 06 0. 9～1. 3 0. 53

地区( ref =城市)

郊区 －0. 44 0. 64 0. 5～0. 8 ＜0. 05
县城 －0. 41 0. 66 0. 5～0. 8 ＜0. 05
农村 －0. 76 0. 47 0. 4～0. 6 ＜0. 05

从消费量来看，全人群坚果消费量很低。食

用坚果的消费人群消费量较大，是推荐摄入量的

两倍。对于消费坚果的人群应该适当减少坚果的

摄入量。因为坚果属于高能量食物，摄入过多会

增加总能量摄入，在身体活动不足的情况下，可能

导致能量过剩。鉴于适量摄入坚果有益健康，除

了对心血管系统有益，还能明显降低体重增加的

危险性［15-16］。另外，适当增加油脂高的芝麻、葵

花子和核桃的摄入，有利于润肠通便，预防老年人

便秘［8］。高龄老人由于牙齿和消化吸收问题，食

用坚果时，可以考虑变换烹饪方式将坚果加入到

主食中做成粥，或研磨后食用。
目前，坚果对老龄化的健康效益机制还没有

统一的定论。可能与坚果含有的植物固醇和不饱

和脂肪酸的抗氧化作用有关［17-18］，包括对神经元

细胞的直接作用和影响炎症机制的间接作用［10］。
被许多国家采用和推荐的地中海膳食模式主要特

点是较高摄入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和坚果，可

降低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症、认知障碍等疾病的

发生风险［19］。坚果作为合理的膳食模式的一部

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我国老年人坚果消

费率不高，且消费量不足的现状，建议根据不同教

育、收入和地区的差异，通过相关政策和科普宣传

等措施提高坚果食物消费率，增加各类坚果的摄

入量，达到膳食指南推荐摄入量的标准。
本文局限性在于可能会低估坚果摄入水平。

一是由于本研究采用的 3 天 24 小时膳食调查方

法的调查时间相对较短。二是膳食调查中，研究

对象可能会遗漏坚果消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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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营养中心青年科学工作者论坛

达能营养中心与《卫生研究》杂志编辑部合作在该杂志创办“达能营养中心青年科学工作者论坛”。自《卫生研究》
1999 年第 3 期到 2019 年第 4 期，已有 122 期，共有 366 篇文章被选用。创办这一论坛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在营养学研究

领域里辛勤工作的青年工作者，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促进营养科学信息的交流，从而为促进中国营养健康事业的发展、
提高人民的膳食质量和健康水平做贡献。
“达能营养中心( 中国) ”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法国 DANONE INSTITUTE 于 1998 年 1 月 9 日在北京成立的。

她是法国达能集团与所在国在全球建立的第 12 个代表机构。达能营养中心是一个独立运作的非营利机构，她的宗旨是

为在中国从事饮食及营养的科技人员与卫生界及教育界的专业人员提供一个交流的场所。她将把有关膳食的科学知识

传播给中国公众，鼓励开展对膳食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为改善中国人口整体膳食质量做出贡献。
达能营养中心的三项主要任务是:

———鼓励及支持有关膳食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

———作为卫生界、教育界的专业人员就有关饮食和营养领域进行信息交流的中心;

———提高中国居民对膳食与健康的了解和均衡营养的意识，为改善中国人民的膳食质量做贡献。
创办“达能营养中心青年科学工作者论坛”即是达能营养中心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该论坛从《卫生研究》杂志

收到的投稿中每期组织专家审查评比，选择年龄主要在 45 岁以下、从事营养研究和其他学术工作的科学工作者的优秀

论文 3 篇。达能营养中心将为获奖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提供稿酬奖励，并在 INTEＲNET 达能营养中心网站上展示该报告

或摘要，以使其报告得到广泛的交流。
我们希望广大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踊跃投稿，把“达能营养中心青年科学工作者论坛”办成一个高水平的营养科学信

息交流园地。为促进中国营养健康事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膳食质量和健康水平做出我们的贡献。
达能营养中心 《卫生研究》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