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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中国 15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18～35 岁成年人食物摄入变化

趋势。方法 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89—2015 年 10 轮随访调查数据为基础，

选择具有完整调查数据的 18～ 35 岁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膳食调查选用连续 3 天

24 小时回顾法结合家庭调味品称重记账法。使用 Wilcoxon 秩和趋势检验各类食物

摄入量变化趋势，选用 Cochran-Armitage 趋势检验及 Spearman 秩检验分析各类食物

摄入量与膳食指南推荐量比较变化趋势。结果 1989—2015 年中国 18 ～ 35 岁成年

人水果、畜禽肉类、水产品类、蛋类、奶及奶制品类、大豆及坚果类、糖类摄入量呈增长

趋势; 谷薯类、蔬菜、食用油、烹调盐、酒类呈下降趋势。与 2016 版中国居民平衡膳食

宝塔推荐摄入量相比，奶及奶制品摄入不足人群比例始终超 99%，谷薯类、蔬菜摄入

不足人群比例分别由 1989 年 4. 1%和 42. 3%升至 2015 年 19. 2%和 67. 0%; 食用油摄

入不足人群比例及烹调盐摄入超标人群比例升高; 畜禽肉类摄入量超推荐值人群比

例由 1989 年 34. 10%升至 2015 年 64. 49%。结论 中国 18 ～ 35 岁成年居民中仍有

较高比例人群脂肪摄入过多，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谷薯类、蔬菜及奶制品未达推荐量

人群比例及畜禽肉类、烹调盐超推荐量人群比例均呈增长趋势，膳食结构不合理问题

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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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of food intake from Chinese 15 provinces (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adults aged 18 to 35 in 198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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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rend of food intake from Chinese 15
provinces ( autonomous regions，municipalities) adult aged 18 to 35．METHOD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0 rounds follow-up survey conducted by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between 1989 and 2015，adults aged 18 to 35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multi-
stage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Dietary surveys were conducted using 24-
hour dietary recall in three consecutive days，and weighing accounting method was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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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 the consumption of condiments． Wilcoxon rank sum trend was used to test the
variation trend of food intake，Cochran-Armitage trend test and Spearman rank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trend of different type of food intake and the recommended intakes of
dietary pagoda for Chinese residents ( 2016) ．ＲESULTS The intake of fruits，livestock
and poultry meat，aquatic products，eggs，milk and dairy products，soybeans and nuts
and sugar for adults aged 18 － 35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Cereals and potatoes，
vegetables，edible oil，cooking salt，alcohols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Compared with
Chinese Dietary Guidelines ( 2016) -summary，the number of people whose milk and dairy
products lower than EAＲ has always exceeded 99%．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se cereals，
potatoes and vegetables lower than EAＲ has increased from 4. 1% and 42. 3% in 1989 to
19. 2% and 67. 0% in 2015，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se edible oil lower
than EAＲ and whose cooking salt higher than EAＲ increased，whose livestock and poultry
meat higher than EAＲ increased from 34. 10% in 1989 to 64. 49% in 2015．
CONCLUSION There is still a high proportion of Chinese adults aged 18 to 35 who
consume overmuch fat but deficiency in dietary fiber． The proportion of whose consumed
cereals，potatoes，vegetables and dairy products lower than EAＲ and exceed EAＲ of meat
and cooking salt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The problem of unreasonable dietary structure
is still serious．

KEY WOＲDS: adult，nutritional survey，food intake，dietary structure，evaluation
of dietary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

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当下面临着如何从吃饱

向吃好转变的新问题，从而降低各类慢性疾病的

发生率及相关经济负担。目前我国研究大多聚焦

于孕妇和乳母、老年人、学生和儿童等特殊群体，

针对成年人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 18 ～ 35 岁低年

龄段的成年居民更为盲点。调查发现 18 岁以上

成年人群广泛存在膳食结构不合理问题［1-3］，高

血压、糖尿病等“老年病”逐渐低龄化［4-5］，18 ～ 35
岁低年龄段成年人群的营养健康问题更应高度重

视。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是家庭经济支柱

及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青年人群的合理膳食

与健康发展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 拟 利 用“中 国 健 康 与 营 养 调 查”1989—
2015 年的 10 轮随访调查数据资料，分析我国 15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18 ～ 35 岁成年人食物摄入

变化趋势，发现此类人群膳食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建议，以降低营养不良及其他相关疾

病发病率，促进我国低年龄段成年居民的健康长

远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本文数据资料源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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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中心合作

开展的纵向追踪项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以

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2015 年

承担的国家财政项目“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

队列研究”。“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于 1989 年

启动至 2015 年已开展 10 轮随访调查，采用分层

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于我国黑龙江、辽宁、山东、
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北京、上海、重
庆、陕西、浙江和云南的 15 个省 ( 自治区、直辖

市) 分别选取 2 个城市和 4 个县为调查地点; 每城

市随机选择 2 个街道居委会和 2 个郊区村; 每县

选择 1 个县政府所在地居委会和 3 个自然村为调

查点; 每调查点随机选取 20 户家庭，所有家庭成

员为调查对象。每轮调查尽量追踪相同调查户及

其成员，具体抽样方法及调查方案可参考文献

资料［6-8］。
该调查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伦理审查( No．2015-017) ，所有调查对象均在

调查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调查对象

选择 1989—2015 年 10 轮调查中具有完整人

口统计学资料和膳食调查数据的 18 ～ 35 岁成年

人作为研究对象，剔除孕妇及乳母 1755 人，剔除

总能量高于第 99 百分位数及低于第 1 百分位数

的异常观测 590 人，剔除性别、教育水平及 3 天

24 小时膳食调查回顾记录不足者 1155 人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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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选定 23 736 名研究对象，分别为 1989 年 3434
人、1991 年 3176 人、1993 年 2871 人、1997 年

2731 人、2000 年 2555 人、2004 年 1883 人、2006
年 1643 人、2009 年 1582 人、2011 年 1867 人、
2015 年 1994 人。
1. 3 调查方法

调查由问卷调查及膳食调查两部分组成。其

中性别、年龄、城乡、地区、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等

信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经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

入户面对面进行。人口及经济因素的划分方式如

下: 年龄划分为 18～24 岁和 25～35 岁两组。家庭

收入水平按选定人群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在每轮调

查中按三分位数做低、中、高三等分。教育水平按

小学及以下、中学、高中及以上 3 组划分。地区划

分根据调查省份所在地理位置分为北部和南部。
膳食调查采用连续 3 天 24 小时回顾询问法调查居

民在家就餐的食物摄入信息( 包括正餐及零食) ，

并按食物成分表对食物进行分类［9］，将调查对象摄

入的食物划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畜禽肉类、水产

品类、蛋类、奶及奶制品、大豆及坚果类、食用油、烹
调盐、糖类、酒类共十二大类。摄入量除以人日数得

到各类食物平均每日摄入量; 采用称重法以家庭为

单位调查 3 天内食用油及调味品的使用量［10］，按比

例分配至各家庭成员平均每日摄入量中。
1. 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AS 9. 4 及 Stata /SE 15. 0 软件进行数

据清理分析。采用 Wilcoxon 秩和趋势检验［11］对

不同年份食物摄入量进行分析; 在分析各类食物

摄入量与膳食指南推荐量人群比例的变化趋势时

采用 Cochran-Armitage 趋势检验分析盐和奶及奶

制品，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检验分析其他类别食

物。检验水准 α= 0. 05。

2 结果

2. 1 样本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详见表 1。性别的样本分

布在不同年份差异不大; 年龄分组比例在 2015 年

变动较大，18 ～ 24 岁较低年龄段人群占比仅为

20. 5%，在其余年份占比约 30%～40%; 城市与农村

人口分布随年份变化差异不大，仅在 2011 年城市

人口占比由往年稍高于 30%水平上升至 43. 9%; 南

北部地区人口分布比例在 26 年追踪调查中变化较

小; 教育水平的高中及以上占比随年份增加而提

高。每轮调查对象数量随时间迁移呈下降趋势。
表 1 1989—2015 年中国 15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18～ 35 岁成年人基本特征

类别
1989 年 1991 年 1993 年 1997 年 2000 年 2004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1 年 2015 年

n r /% n r /% n r /% n r /% n r /% n r /% n r /% n r /% n r /% n r /%
性别

男 1653 48. 1 1576 49. 6 1415 49. 3 1521 55. 7 1380 54. 0 1004 53. 3 829 50. 5 840 53. 1 940 50. 4 967 48. 5
女 1781 51. 9 1600 50. 4 1456 50. 7 1210 44. 3 1175 46. 0 879 46. 7 814 49. 5 742 46. 9 927 49. 7 1027 51. 5

年龄 /岁
18～24 1196 34. 8 1316 41. 4 1139 39. 7 983 36. 0 875 34. 3 542 28. 8 485 29. 5 545 34. 5 546 29. 2 409 20. 5
25～35 2238 65. 2 1860 58. 6 1732 60. 3 1748 64. 0 1680 65. 8 1341 71. 2 1158 70. 5 1037 65. 6 1321 70. 8 1585 79. 5

城乡

城市 1181 34. 4 1041 32. 8 877 30. 6 888 32. 5 787 30. 8 646 34. 3 605 36. 8 561 35. 5 819 43. 9 750 37. 6
农村 2253 65. 6 2135 67. 2 1994 69. 5 1843 67. 5 1768 69. 2 1237 65. 7 1038 63. 2 1021 64. 5 1048 56. 1 1244 62. 4

地区

北部 1377 40. 1 1213 38. 2 1078 37. 6 1087 39. 8 1134 44. 4 866 46. 0 725 44. 1 654 41. 3 731 39. 2 653 32. 8
南部 2057 59. 9 1963 61. 8 1793 62. 5 1644 60. 2 1421 55. 6 1017 54. 0 918 55. 9 928 58. 7 1136 60. 9 1341 67. 3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1569 45. 7 995 31. 3 899 31. 3 995 36. 4 994 38. 9 351 18. 6 244 14. 9 216 13. 7 158 8. 5 143 7. 2
中学 1174 34. 2 1391 43. 8 1267 44. 1 1154 42. 3 992 38. 8 889 47. 2 729 44. 4 719 45. 5 622 33. 3 686 34. 4
高中及以上 691 20. 1 790 24. 9 705 24. 6 582 21. 3 569 22. 3 643 34. 2 670 40. 8 647 40. 9 1087 58. 2 1165 58. 4

收入水平

低 1144 33. 3 1059 33. 3 957 33. 3 910 33. 3 851 33. 3 628 33. 4 548 33. 4 527 33. 3 622 33. 3 664 33. 3
中 1145 33. 3 1058 33. 3 958 33. 4 910 33. 3 852 33. 4 627 33. 3 547 33. 3 528 33. 4 623 33. 4 666 33. 4
高 1145 33. 3 1059 33. 3 956 33. 3 911 33. 4 852 33. 4 628 33. 4 548 33. 4 527 33. 3 622 33. 3 664 33. 3

合计 3434 100. 0 3176 100. 0 2871 100. 0 2731 100. 0 2555 100. 0 1883100. 0 1643 100. 0 1582 100. 0 1867 100. 0 1994 100. 0

2. 2 各类食物摄入变化趋势

2. 2. 1 摄入量呈增加趋势的食物 从表 2 可以

看出，1989—2015 年间我国 15 个省 ( 自治区 /直
辖市) 18 ～ 35 岁成年人水果、畜禽肉类、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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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蛋类、奶及奶制品、大豆及坚果类、糖类的摄入

量均随年份增加呈增涨趋势( Z＞0，P＜0. 01) 。水

果摄 入 量 由 1989 年 15. 9 g /d 增 至 2011 年

91. 8 g /d，在 2015 年回落至 38. 5 g /d。畜禽肉类

摄入 量 涨 幅 近 一 倍，自 1989 年 66. 7 g /d 增 至

2015 年 120. 0 g /d。水产品类摄入量由 1989 年

24. 3 g /d 波动增至 2011 年 36. 2 g /d，在 2015 年

回落至 26. 7 g /d。蛋类同样呈逐年上涨趋势，在

2015 年稍有下降。奶及奶制品在 1989—2011 年

间 由 2. 2 g /d 增 至 31. 2 g /d，2015 年 降 至

23. 0 g /d。大豆及坚果类、糖类均呈波动性增加

趋势，但总体变化幅度较小。
2. 2. 2 摄入量呈减少趋势的食物 谷薯类、蔬

菜、食用油、烹调盐、酒类摄入量在 1989—2015 年

间均呈下降趋势( Z＜0，P＜0. 01) 。谷薯类摄入量

由 1989 年 581. 0 g /d 降至 2015 年 417. 1 g /d。蔬

菜摄入量 2015 年比 1989 年减少超三成，减少量

为 120. 2 g /d。食用油摄入量 2015 年较 1989 年

减少 19. 6 g /d，烹调盐减少 6. 7 g /d。酒类自 1989
年 7. 2 g /d 增至 2006 年 16. 7 g /d 后呈下降趋势，

于 2015 年大幅下降至 0. 3 g /d。

表 2 1989—2015 年中国 15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18～ 35 岁成年人各类食物摄入量( Mean) g /d
食物 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2009 2011 2015 Z P-trend 值

谷薯类 581. 0 559. 7 549. 6 555. 0 479. 6 502. 8 466. 4 442. 9 404. 2 417. 1 －47. 37 ＜0. 01
蔬菜 379. 6 333. 4 358. 6 333. 4 325. 5 335. 9 338. 4 311. 5 283. 1 259. 4 －22. 36 ＜0. 01
水果 15. 9 12. 1 14. 9 18. 3 17. 2 26. 5 57. 7 65. 2 91. 8 38. 5 44. 62 ＜0. 01
畜禽肉类 66. 7 73. 0 79. 8 80. 2 89. 7 89. 4 96. 8 112. 5 115. 9 120. 0 34. 17 ＜0. 01
水产品类 24. 3 23. 7 20. 6 27. 1 25. 8 28. 0 29. 5 35. 1 36. 2 26. 7 14. 59 ＜0. 01
蛋类 11. 5 15. 3 14. 8 23. 5 26. 3 26. 1 29. 4 31. 3 30. 7 25. 0 41. 99 ＜0. 01
奶及奶制品 2. 2 3. 2 3. 1 3. 1 4. 9 13. 5 13. 4 12. 1 31. 2 23. 0 36. 62 ＜0. 01
大豆及坚果类 21. 1 19. 8 18. 8 17. 2 20. 3 17. 7 16. 6 23. 0 22. 2 13. 9 9. 21 ＜0. 01
食用油 44. 2 35. 8 32. 2 40. 1 41. 4 36. 1 40. 2 38. 5 39. 2 24. 6 －8. 06 ＜0. 01
烹调盐 11. 4 14. 4 12. 7 12. 6 13. 0 9. 6 9. 6 9. 0 8. 8 4. 7 －36. 18 ＜0. 01
糖类 7. 3 5. 0 5. 0 6. 6 6. 5 4. 5 4. 2 4. 1 7. 7 4. 7 9. 83 ＜0. 01
酒类 7. 2 9. 2 9. 6 10. 9 8. 8 10. 8 16. 7 10. 9 1. 2 0. 3 －3. 37 ＜0. 01

2. 3 各类食物摄入量与膳食宝塔推荐量比较与

趋势分析

2. 3. 1 膳食指南中鼓励摄入的食物摄入量与推

荐量对比的变化趋势 由图 1 可见，与 2016 版中

国居民膳食宝塔推荐摄入量［10］相比，我国 18 ～ 35
岁成年居民在 1989—2015 年间谷薯类、蔬菜、奶

及奶制品摄入量低于推荐值的人群比例呈增长趋

势( Z 值 分 别 为 － 0. 291、－ 0. 130、－ 6. 849，P ＜
0. 001) 。由图 2 可见，水果、水产品类、蛋类摄入

量高于推荐值的人群比例呈增长趋势( Z 值分别

为 0. 143、0. 068、0. 183，P＜0. 001) 。大豆及坚果

类 摄 入 量 与 推 荐 量 对 比 随 年 份 变 化 无 统 计 学

意义。

图 1 低于推荐量人群比例呈增加趋势的食物

2. 3. 2 膳食指南中限制摄入的食物摄入量与推

荐量对比的变化趋势 由图 3 可见，畜禽肉类、烹
调盐摄入量高于推荐值人群比例呈增长趋势。畜

禽类摄入量高于推荐量的人群比例由 1989 年的

34. 10%上升至 2015 年的 64. 49%( Z= 0. 197，P＜

0. 001) ; 烹调盐摄入量高于推荐值的人群比例虽

在 2015 年明显下降，但在 1989—2015 年间总体

仍呈增长趋势 ( Z = 23. 501，P＜0. 001) 。食用油

摄入量高于推荐量的人群比例随年份增加呈减少

趋势( Z= －0. 028，P＜0. 001) ，2015 年仅剩约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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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于推荐量人群比例呈增加趋势的食物

图 3 限制摄入类食物高于推荐值人群百分比变化趋势

青年人群食用油摄入超标，绝大部分已达到或低

于推荐量。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我国 18 ～ 35 岁成年居民存在的

膳食结构不合理问题主要表现为趋于“高能量密

度型”膳食，即蛋白质和脂肪含量较高的畜禽肉

类及食用油摄入过高，但膳食纤维含量较高的谷

薯类及蔬菜摄入不足，同时作为优质蛋白质及钙

来源的奶及奶制品摄入不足人群持续超 99%。
随着经济发展、食物供应、收入及教育水平的提

高，低年龄段成年居民的膳食结构有所改善，但膳

食指南中限制摄入的食物仍呈部分增加趋势，推

荐摄入的食物则呈部分减少趋势。
应足量摄入却持续且明显摄入不足的食物主

要有: 蔬菜、水果、水产品类、蛋类、奶及奶制品、大
豆及坚果类。虽然谷薯类摄入不足人群占比较

低，但低于推荐量的人群比例却呈逐年增加趋势，

这可能增加因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而引发疾病的风

险［12］。蔬菜摄入不足的人群比例逐渐升高，到

2015 年已超六成，应加大宣传，多食蔬菜，尤其是

深色蔬菜，积极响应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的

深色蔬菜应占总蔬菜摄入量至少一半比例的建

议［10］。水果的足量摄入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

生风险［13］，但调查人群水果摄入量低于推荐量的

比例 依 然 持 续 高 于 80%，在 2015 年 更 高 达

96. 5%。在我国水果产业持续发展产量供应持续

增加的背景下［14］，其摄入量的降低可能受消费习

惯、食物价格、宣传教育等方面的综合影响。蛋类

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不足

人群占比同样超过六成，这可能增加患心血管系

统疾病［15］的风险。鱼虾等水产品富含 n－3 长链

多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及优质蛋白，对控制或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16］、高血压［17］、肿瘤［18］ 的发

生有重要作用，在低年龄段成人居民中持续超

60%比例人群摄入不足。奶及奶制品摄入不足比

例在追踪调查的 26 年间持续高达 99%以上，应积

极开展科学足量饮奶的宣教指导及相应政策支

持，否则其影响可能毫不亚于中老年群体因奶制

品摄入不足而导致的一系列疾病风险［19］。
膳食指南中限制摄入却持续摄入过高的食物

有: 畜肉类、食用油和烹调盐。适量控制畜肉摄

入，对降低直肠癌［20］等患病风险有重要意义。烹

调盐摄入量虽呈增加趋势，但 2015 年 4. 7 g /d 却

显著低于 2011 年 8. 8 g /d，这可能与调查对象增

加在外就餐或吃外卖次数，从而减少膳食调查中

在家就餐的盐摄入量有关。以上两类食物摄入的

增加可能与经济提升但健康宣教引导不足所导致

的在外就餐频率增加、高含盐量调料种类增加或

烹饪习惯及烹饪食材选择的转变有关。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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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食用油摄入量虽仍有约 1 /3 目标人群超标，

但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也与世界各国膳食指南

对油的推荐摄入量差异不大［21］。可借鉴少油控

油的干预方式，加强对烹调盐摄入限制的宣教及

政策引导，以降缓心脑血管疾病［22］等慢性病低龄

化的发展趋势。
以上研究表明，我国 18 ～ 35 岁成年人在膳食

结构上的改善与危机并存，应提高对此类人群合

理膳食及健康状况的关注度。进早采取有效干预

措施，降低因膳食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肥胖［23］、
心血管系统疾病［24］等各类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

提升营养健康素养，改善营养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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