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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贵州省某市少数民族地区农村
中小学生营养状况与早餐行为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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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贵州省某市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 2019 年 4—6 月抽取贵州省某市 6 所

中小学 3952 名学生进行身高和体重测量，男生 1966 人，女生 1986 人，年龄( 10. 81±
2. 88) 岁，对其中 4 年级及以上的 2833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男生 1374 人，女生

1459 人，年龄( 13. 44±1. 94) 岁。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基本信息、早餐饮食行为等

情况，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法分析营养状况与早餐行为的关联性。结果 各年龄

段汉族男生和女生身高和体重略高于少数民族，但到 16 岁时会逐渐趋于重合。该地

区学生总体身高、体重水平低于 2014 年全国平均水平。学生总体营养不足率为

21. 39%，其中生长迟缓率为 13. 13%，中重度消瘦率为 3. 04%，轻度消瘦率为 5. 22%;

少数民族学生营养不足率( 24. 72%) 高于汉族学生( 18. 73%) ( χ2 = 14. 93，P＜0. 05) ，

男生营养不足率( 26. 49%) 高于女生( 16. 59%) ( χ2 = 41. 29，P＜0. 05) 。学生总体超重

肥胖率为 8. 65%，其中超重率为 6. 42%，肥胖率为 2. 22%，不同性别、民族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0. 05)。早餐行为情况显示，该市中小学生早餐食用频率最高的是米面制品

( 71. 66%)。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早餐次数、早餐营养质量、每周早餐吃新鲜

蔬菜、奶类及制品、肉 /蛋 /鱼类次数是营养不足的主要影响因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 P＜0. 05)。结论 2019 年贵州省某市中小学生营养状况主要存在营养不足，超重

肥胖率不高，但仍应注意防控。早餐次数、早餐质量等是营养不足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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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minority area in a certain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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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3952 students from 6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a certain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were selected from April to June 2019 for height and weight measurement ( 1966
boys，1986 girls，age( 10. 81±2. 88) years old) ，among which 2833 students in grade 4
and above were surveyed ( 1374 boys and 1459 girls，age ( 13. 44±1. 94) years old) ，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students’basic information，breakfast and eating
behaviors and so on，Using multi-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tritional status and breakfast behavior． ＲESULTS The height and weight of
Han male students and female students in all age groups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ethnic minorities，but they tended to overlap gradually by the age of 16． The general height
and weight of students in this area were lower than the 2014 national average． The general
malnutrition rate of students was 21. 39%，and the growth retardation rate was 13. 13%，

the moderate-to-severe wasting rate 3. 04% and the mild wasting rate 5. 22%． The
malnutrition rate of minority students ( 24. 7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an students
( 18. 73%) ( χ2 = 14. 93，P＜0. 05) ，the malnutrition rate of boys ( 26. 49%)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 16. 59%) ( χ2 = 41. 29，P＜0. 05) ． The sum of the rat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of the students was 8. 65%，among which the overweight rate was 6. 42% and
the obesity rate was 2. 22%．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ariables between overweight and obese students ( P ＞ 0. 05 ) ． The breakfast behavior
situation showed that rice noodle products ( 71. 66%)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consumed
by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it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requency of breakfast，the quality of breakfast，fresh vegetables，milk
and products，and the frequency of meat /egg / fish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lnutrition．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0. 05) ． CONCLUSI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mainly includes malnutrition，and the rat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s
not high，bu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hould still be paid attention to．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breakfast a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lnutrition．

KEY WOＲDS: minority，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nutrition status，
breakfast behaviors

中小学生时期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健康

的饮食行为是学生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和必备条

件。营养不足不仅影响正常的身体发育，还会影

响智力发育，降低学习效率［1］，有研究表明儿童

时期的肥胖有 75%将会持续至成年，而成年肥胖

会增加心血管等疾病的发生率［2］。每天吃早餐

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倡导的促进健康的行为

之一。营养均衡且充足的早餐不仅能满足学龄儿

童体格发育的需要，还可以提高认知能力、短期记

忆和学习效率，有利于完成上午繁重的学习任

务［3］。贵州省某市位于贵州省西南地区，该地区

少数民族聚集，经济发展不平衡，既往对该地区中

小学生生长发育状况和影响因素的报道有限［4］。
本研究对该地区的中小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和问卷

调查，为今后制定营养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调查对象

于 2019 年 4—6 月，采取多阶段分层整群随

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在贵州省某市按照经济情况

的好、中、差各随机抽取 1 个县［5］，然后在抽取的

县中各抽取少数民族聚集、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的

1 所小学和 1 所中学( 3 所小学和 3 所中学) ，在

小学 1～6 年级和中学 7～9 年级各抽取 1 个班，排

除不在校和具有先天性心脏病、身体畸形和近两

周腹泻的学生，对抽中班级的全部符合标准的学

生进行体格检查，对 4 年级及以上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
该研究已获得贵州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 No．2020185) ，所有调查对象在调查前均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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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方法

1. 2. 1 体格检查 依据《全国学生体质监测实

施实施细则》中相关规定和计算方法，由经过统

一培训的测试人员，采用统一调试过的立柱式身

高计和电子体重计，均在早晨空腹状态下对调查

对象进行身高、体重测量。身高精确到 0. 1 cm，

体重精确到 0. 1 kg。
1. 2. 2 问卷调查 由调查员将问卷发放到学生

手中，并详细讲解填写方式，辅导学生自行填写。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1) 基本情况: 姓名、性别、年

级、民族、是否住校、区域、家庭类型、主要看护人

等。( 2) 早餐行为情况: 参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统一编制的“儿童饮食

行为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由专家评审和修订等

过程后确认。了解调查对象过去 1 周早餐的食用

频次、食用种类。将早餐通常食用的食物分为谷

薯类、新鲜蔬菜或水果、肉 /蛋 /鱼类、奶 /豆类及其

制品 4 类。早餐包含 4 类为营养充足，食用其中

3 类食物为营养良好，食用 1 ～ 2 类食物为营养

差［6］。编制“贵州省某市中小学生生长发育状况

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经信度分析，Cronbach’α 系

数为 0. 65，效度检验 KMO 值为 0. 86，问卷具有较

好的信度及效度。
1. 3 判定标准

营养状况包括生长迟缓、消瘦、正常、超重和

肥胖，将生长迟缓和消瘦判定为营养不足，超重和

肥胖判定为超重肥胖。参考我国卫生行业标准

《学龄儿 童 青 少 年 营 养 不 良 筛 查 标 准》( WS /T
456—2014) ［7］筛查生长迟缓和消瘦，《学龄儿童

青少 年 超 重 与 肥 胖 筛 查 标 准》( WS /T 586—
2018) ［8］筛查超重和肥胖。体质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 = 体重( kg) /［身高( m) 2］，年龄为实

足年龄，实足年龄=调查日期－出生日期。
1. 4 质量控制

此次调查人员由具有医学背景的研究生及本

科生组成，所有调查员均经过统一的调查培训，在

开展调查时均由课题负责人进行督导，以确保调

查质量。
1. 5 统计学分析

用 Epidata 3. 1 软件建立数据库，双人双录入

数据，并用 SPSS 20. 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珋x±s 表示，计数资料用率或构成比表

示，单因素分析用 χ2 检验，用 Logistic 回归法分析

营养状况与早餐行为的关联性，P＜0. 05 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体格检查共计人数 4001 人，年龄分

布在 6～16 岁，经整理后获得有效人数 3952 人，

有效率 98. 25%。其中男生 1966( 49. 75%) 人，女

生 1986 ( 50. 25%) 人，汉族 2061 ( 52. 15%) 人，少

数民族 1891( 47. 85%) 人，小学生 2211( 55. 95%)

人，中学生 1741( 44. 05%) 人。4 年级及以上学生

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数共计 2833 份，其中男生

1374 人( 48. 50%) ，女生 1459 人( 51. 50%) ; 汉族

1575 人( 55. 59%) ，少数民族 1258 人( 44. 41%) ;

小 学 生 1092 人 ( 38. 55%) ，中 学 生 1741 人

( 61. 45%) 。
2. 2 各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民族学生与 2014
年全国学生的身高和体重比较

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男生还是女生，6 ～
16 岁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

增加，总体趋势显示汉族学生身高和体重大部分

略高于少数民族学生，到 16 岁时会逐渐趋于重

合。2019 年调查该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身高、体
重均低于 2014 年全国平均水平。见图 1 和图 2，

因 2014 年全国标准无 6 岁，故只比较 7～16 岁。

图 1 2019 年贵州某市不同年龄中小学生体重与

2014 年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图 2 2019 年贵州某市不同年龄中小学生身高与

2014 年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第 4 期 刘应洁，等． 2019 年贵州省某市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生营养状况与早餐行为的关联性 555

2. 3 不同人口学特征中小学生营养状况的总体

情况

学生总体营养不足率为 21. 39% ( 生长迟缓

率为 13. 13%，中重度消瘦率为 3. 04%，轻度消瘦

率为 5. 22%) ，男生营养不足率( 26. 49%) 高于女

生( 16. 59%) ( χ2 = 41. 29，P＜0. 01) ，其中男生生

长迟缓率、中重度消瘦率、轻度消瘦率均高于女生

( P＜0. 05) ; 少数民族学生营养不足率( 24. 72%)

高于汉族学生( 18. 73%) ( χ2 = 14. 93，P＜0. 01) ，

其中少数民族学生生长迟缓率( 16. 69%) 高于汉

族( 10. 29%) ( χ2 = 31. 81，P＜0. 01) ，少数民族学

生消瘦 率 与 汉 族 学 生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05) 。学生总体超重肥胖率为 8. 65%，其中超

重率为 6. 42%，肥胖率为 2. 22%。见表 1。
表 1 2019 年贵州某市中小学生营养状况［n( r /%) ］

变量 人数 生长迟缓 中重度消瘦 轻度消瘦 体重正常 超重 肥胖

性别 男 1374 201( 14. 63) 53( 3. 86) 110( 8. 01) 901( 65. 57) 79( 5. 75) 30( 2. 18)

女 1459 171( 11. 72) 33( 2. 26) 38( 2. 60) 1081( 74. 09) 103( 7. 06) 33( 2. 26)
χ2 值 5. 25 6. 12 43. 97 24. 42 2. 02 0. 02
P 值 0. 02 0. 01 ＜0. 01 ＜0. 01 0. 16 0. 89

民族 汉族 1575 162( 10. 29) 44( 2. 79) 89( 5. 65) 1138( 72. 25) 105( 6. 67) 37( 2. 35)

少数民族 1258 210( 16. 69) 42( 3. 34) 59( 4. 69) 844( 67. 09) 77( 6. 12) 26( 2. 07)
χ2 值 25. 17 0. 71 1. 30 8. 87 0. 35 0. 26
P 值 ＜0. 01 0. 40 0. 25 ＜0. 01 0. 56 0. 61

2. 4 不同人口学特征中小学生一周早餐行为

情况

一周 早 餐 食 用 频 率 最 高 的 是 米 面 制 品

( 71. 66%) ，其 次 为 新 鲜 蔬 菜 ( 45. 89%) 、奶 类

( 35. 55%) 、肉 /蛋 /鱼 类 ( 29. 33%) 、豆 类

( 19. 52%) 、新鲜水果( 18. 74%) 。男生食用米面

制品的比例高于女生，而新鲜蔬菜、水果和奶类的

比例低于女生。汉族学生食用米面制品及新鲜蔬

菜和水果的比例低于少数民族，肉 /蛋 /鱼类的比

例高于少数民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见表 2。

表 2 2019 年贵州某市中小学生早餐饮食行为［n( r /%) ］

变量 人数 米面制品 新鲜蔬菜 新鲜水果 肉 /蛋 /鱼类 豆类 奶类

性别 男 1374 1070( 77. 87) 687( 50. 00) 198( 14. 41) 432( 31. 44) 180( 13. 10) 409( 29. 77)

女 1459 960( 65. 80) 613( 42. 02) 333( 22. 82) 399( 27. 35) 373( 25. 57) 598( 40. 99)
χ2 值 50. 81 18. 17 32. 89 5. 72 69. 99 5. 72
P 值 ＜0. 01 ＜0. 01 ＜0. 01 0. 02 ＜0. 01 0. 02

民族 汉族 1575 1025( 65. 08) 653( 41. 46) 226( 14. 35) 508( 32. 25) 313( 19. 87) 552( 35. 05)

少数民族 1258 1005( 79. 89) 647( 51. 43) 305( 24. 24) 323( 25. 68) 240( 19. 08) 455( 36. 17)
χ2 值 75. 52 28. 00 44. 97 14. 60 0. 28 0. 38
P 值 ＜0. 01 ＜0. 01 ＜0. 01 ＜0. 01 0. 60 0. 54

2. 5 中小学生营养不足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

以是否营养不足( 1=是，2 =否) 为因变量，在

调整了性别、民族、学段、主要看护人情况后，多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每周几乎不吃早餐发生营养不

足的危险性是每周几乎每天吃早餐的 1. 43 倍，早

餐营养质量差发生营养不足的危险性是早餐营养

质量充足的 1. 98 倍，每周早餐吃新鲜蔬菜次数≤
2 次发生营养不足的危险性是 5～7 次的 1. 25 倍，

每周早餐喝牛奶及制品次数≤2 次发生营养不足

的危险性是 5 ～ 7 次的 1. 99 倍，每周早餐吃肉 /
蛋 /鱼类次数≤2 次发生营养不足的危险性是 5 ～
7 次的 2. 68 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
见表 3。

3 讨论

身高和体重是反映生长发育最直接最客观的

指标［9］。贵州省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布依族、
侗族等，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本文通过横断

面研究发现，该地区所有中小学生身高、体重均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与全国学生生长发育趋势

相同。该地区中小学生身高、体重均低于 2014 年

全国平均水平［10］，提示该地区中小学生生长发育

水平不乐观。汉族男学生和女学生身高和体重略

高于少数民族，但到 16 岁时会逐渐趋于重合。说

明除遗传因素外，环境是影响生长发育的重要因

素，且有研究表明身高对环境因素特别敏感［11］。
11 岁以前，男生身高普遍低于女生，11 岁身高突

增以后，男生身高普遍高于女生。12 岁以后，女

生身高增长速度减慢，男生继续增长，可能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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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9 年贵州某市中小学生营养不足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 n=2833)

自变量 变量 参照 β 值 S．E．值 Waldχ2 P 值 OＲ 值 95%CI
早餐次数 几乎不吃 几乎每天 1. 49 0. 73 4. 12 0. 04 1. 43 1. 05～1. 65

1～2 次 /周 0. 15 0. 19 0. 63 0. 43 1. 16 0. 81～1. 67
3～4 次 /周 －0. 08 0. 16 0. 22 0. 64 0. 93 0. 68～1. 26

早餐质量 营养差 营养充足 0. 68 0. 21 10. 74 ＜0. 01 1. 98 1. 32～2. 97
营养良好 0. 22 0. 20 1. 20 0. 27 1. 25 0. 84～1. 86

米面制品 ≤2 次 /周 5～7 次 /周 0. 22 0. 12 3. 25 0. 07 1. 25 0. 98～1. 59
3～4 次 /周 0. 22 0. 13 2. 72 0. 10 1. 25 0. 96～1. 62

新鲜蔬菜 ≤2 次 /周 5～7 次 /周 0. 23 0. 11 4. 08 0. 04 1. 25 1. 01～1. 56
3～4 次 /周 －0. 15 0. 16 0. 91 0. 34 0. 86 0. 63～1. 17

牛奶及制品 ≤2 次 /周 5～7 次 /周 0. 69 0. 20 12. 34 ＜0. 01 1. 99 1. 36～2. 93
3～4 次 /周 0. 23 0. 16 2. 06 0. 15 1. 26 0. 92～1. 72

肉 /蛋 /鱼类 ≤2 次 /周 5～7 次 /周 0. 99 0. 23 19. 35 ＜0. 01 2. 68 1. 73～4. 16
3～4 次 /周 0. 24 0. 15 2. 69 0. 10 1. 27 0. 95～1. 70

生长持续时间更长有关［12］。
该地区 2019 年中小学生总体营养不足率为

21. 39%，低于贵州省 2010 年中小学生总体营养

不良率( 33. 69%) ［13］，略高于全国贫困地区平均

水平( 18. 0%) ［1］。中学生营养不足率( 22. 52%)

高于小学生( 17. 19%) ，与国内有关研究一致［14］。
可能是中学生处于青春期，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

增加，学习压力大有关。少数民族学生营养不足

率( 24. 72%) 高于汉族学生( 18. 73%) ，但随着年

龄增加，身高、体重与汉族趋于重合，可能是遗传

身高较汉族低，但随着环境的影响会逐渐改变。
生长迟缓是长期营养素缺乏的表现［15］，表明该地

学生存在膳食结构不合理的情况。该地区学生总

体超重肥胖率为 8. 65%，高于贵州省 2010 年中小

学生超重肥胖率 7. 54%，低于 2014 年全国平均水

平( 超重 12. 1%，肥胖 7. 3%) ［16］，但高于新疆农

村地区超重肥胖率( 3. 5%) ［17］，说明该地区超重

肥胖问题仍然存在。
中小学生生长发育迅速，均衡的膳食摄入是

生长发育、形成良好身体素质的基础。早餐是一

天中最重要的一餐，良好的早餐习惯、营养丰富的

早餐可为学生提供体格和智力发育的能量和营养

素［18］。本研究显示，该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用频

率不高，每天食用早餐的比例仅占 62. 97%，一周

早餐食用频率最高的是米面制品( 71. 66%) ，肉 /
蛋 /鱼类、豆类、奶类等优质蛋白质的食用频率仅

占 30%左右。男生营养不足率高于女生，少数民

族学生营养不足率高于汉族学生，与学生的早餐

饮食结构有重大关系。该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用

肉 /蛋 /鱼类、豆类、奶类等优质蛋白质的比例较

低，食物种类单一，缺少优质蛋白质、维生素等是

营养不足的主要影响因素。多因素研究结果显

示，每周几乎不吃早餐发生营养不足的危险性是

每周几乎每天吃早餐的 1. 43 倍，早餐营养质量差

发生营养不足的危险性是早餐营养质量充足的

1. 98 倍，每周早餐吃新鲜蔬菜次数≤2 次发生营

养不足的危险性是 5 ～ 7 次的 1. 25 倍，每周早餐

喝牛奶及制品次数≤2 次发生营养不足的危险性

是 5～ 7 次的 1. 99 倍，每周早餐吃肉 /蛋 /鱼类次

数≤2 次发生营养不足的危险性是 5 ～ 7 次 的

2. 68 倍，提示营养不良与早餐次数和早餐食物种

类存在关联性。有研究显示，男生吃早餐的频率

较女生低，导致男生发生营养不足的风险高于

女生［19］。
综上所述，贵州省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营养问

题仍有待解决，应制定合理的长期和阶段性的营

养干预措施，加强对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深远影

响的认知，改善早餐饮食情况，继续以消除长期性

的营养不良为重点，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改善

膳食营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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