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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中国中西部贫困农村中小学生的零食消费情况及影响因素ꎬ为正确引导儿童合理消费零食、促进健

康成长提供基础数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９ 年ꎬ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中西部 ２２ 个省 ６９９ 个县中ꎬ分片选取

１~ ３ 个国家试点县ꎬ共选取 ５０ 个重点监测县ꎮ 按照不同供餐模式ꎬ随机各抽取 ２ 所小学和 ２ 所初中作为重点监测学校ꎮ
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ꎬ每个年级抽取 １ ~ ２ 个班ꎮ 采用学生调查表收集所调查的 ２７ ３７４ 名学生的零食消费频率、花
费和种类等信息ꎮ 结果　 中国中西部贫困农村有 １４.０％的学生每天吃零食≥２ 次ꎬ２１.６％的学生每天零食花费≥３ 元ꎮ 零

食选择的前 ３ 位依次是蔬菜、水果(５０.６％)ꎬ饼干、面包(５０.１％)ꎬ膨化食品(４０.０％)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母亲

在外地打工、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企业供餐、校园里有小卖部或超市的学生每天摄入≥１ 次零食的可能性更高(ＯＲ 值分别

为 １.３５ꎬ１.１９ꎬ１.１１ꎬ１.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中国中西部贫困农村中小学生零食消费现象较为普遍ꎬ且存在零食选择不

合理的问题ꎮ 应建立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全方位支持引导的健康教育体系ꎬ引导学生合理选择零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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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均衡的营

养摄入、良好的饮食习惯对身体发育至关重要ꎮ 零食

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各种少量的食物或饮料(不包

括水) [１] ꎮ 合理的零食消费可以在正餐之余为儿童青

少年提供一定的营养补充ꎻ而不合理的零食消费则会

影响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２] ꎮ 我国于 ２０１１ 年底启动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以下简称“营养

改善计划”)ꎬ为中西部集中连片困难地区 ２２ 个省 ６９９
个县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每人每学习日 ３ 元

的营养膳食补助ꎬ２０１４ 年提高到 ４ 元ꎬ旨在改善其营

养健康状况[３] ꎮ 本次调查分析 ２０１９ 年“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试点地区中小学生的零食消费情况及影响因

素ꎬ为正确引导学生合理消费零食、改善营养健康状

况提供参考ꎮ

９２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的 ２２ 个省的 ６９９ 个县中ꎬ分片随机选取 １ ~ ３ 个

县作为重点监测县ꎬ共选取 ５０ 个县开展重点监测工

作ꎮ 每个重点监测县中ꎬ按照学校供餐、企业供餐、混
合供餐 ３ 种供餐模式ꎬ随机抽取小学和初中各 ２ 所作

为重点监测学校ꎮ 当某种供餐模式学校不足 ２ 所时ꎬ
则抽取该供餐模式下所有学校ꎮ 每所学校按年级分

层ꎬ以教学班级为单位进行随机整群抽样ꎬ从小学三

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共 ７ 个年级)ꎬ每个年级抽取 １ ~ ２
个班ꎬ确保每个年级参加监测学生数量达到 ４０ 人左

右ꎬ要求男、女生基本各半ꎮ 共调查 ２７ ３７４ 名中小学

生ꎬ其中男生 １３ ８８５ 名ꎬ女生 １３ ４８９ 名ꎻ小学生 １６ ３５４
名ꎬ初中生 １１ ０２０ 名ꎻ中部地区学生 ８ ８２３ 名ꎬ西部地

区学生 １８ ５５１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调查使用统一编制的学生调查表ꎬ
内容包括是否住宿、父母外出打工等基本信息以及学

生零食摄入频率、花费和种类等ꎮ 零食种类为多选

题ꎬ其余均为单选题ꎮ 此外ꎬ学校所在地、学校供餐模

式、营养课开设情况、校园里小卖部开设情况等来自

学校调查表ꎻ学校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来自县调查

表ꎮ 所有调查表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健康所(以下简称“营养所”)设计ꎬ并经专家研讨会及

预调查后修订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４—７ 月ꎮ
１.２.２　 质量控制 　 营养所对省级和重点监测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的主要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培训ꎬ各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二级培训ꎮ 调查员考核合格后

参加调查ꎮ 调查时ꎬ调查员巡视答卷情况ꎬ发现问题

及时提醒ꎮ 调查后ꎬ调查员核查问卷ꎬ如发现错填、漏
填的题目ꎬ及时返回问卷重新填写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系统” 进行录入上

报ꎬ采用 ＳＡＳ ９.４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及统计分析ꎮ
零食频率和零食花费为多分类有序变量ꎬ采用秩和检

验分析组间差异ꎻ零食种类是二分类无序变量ꎬ不同

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每天摄入零食 １ 次及以上的影响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零食消费频率　 在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ꎬ４３.２％
的中小学生每周吃零食<３ 次ꎬ２５.８％每周吃 ４ ~ ６ 次零

食ꎬ１６.９％每天吃 １ 次零食ꎬ１４.０％每天吃≥２ 次零食ꎮ
不同学段、地区学生零食消费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学段和地区学生零食消费行为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ｎａｃｋ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ｓꎬ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组别 选项 人数
零食频率

<３ 次 / 周 ４~ ６ 次 / 周 １ 次 / ｄ ≥２ 次 / ｄ Ｚ 值 Ｐ 值

零食花费 / (元ｄ－１)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Ｚ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３ ８８５ ５ ９５８(４３.１) ３ ６３１(２６.２) ２ ２９０(１６.６) １ ９５０(１４.１) －０.０３ ０.９８ ４ ７４７(３４.４) ３ ５２９(２５.５) ２ ４４４(１７.７) ３ ０９７(２２.４) －０.９４ ０.３５
女 １３ ４８９ ５ ８３７(４３.４) ３ ４１９(２５.４) ２ ３２２(１７.２) １ ８７４(１３.９) ４ ４８５(３３.４) ３ ７４６(２７.９) ２ ４２４(１８.０) ２ ７８９(２０.８)

学段 小学 １６ ３５４ ７ ６６１(４６.９) ３ ５６９(２１.９) ２ ９１１(１７.８) ２ １８０(１３.４) ９.７３ <０.０１ ６ ３７６(３９.１) ４ ７１０(２８.９) ２ ５７４(１５.８) ２ ６４９(１６.２) ３０.９２ <０.０１
初中 １１ ０２０ ４ １３４(３７.７) ３ ４８１(３１.８) １ ７０１(１５.５) １ ６４４(１５.０) ２ ８５６(２６.１) ２ ５６５(２３.４) ２ ２９４(２１.０) ３ ２３７(３０.０)

地区 中部 ８ ８２３ ３ ５９６(４１.０) ２ ５７１(２９.３) １ ３３５(１５.２) １ ２７２(１４.５) ２.５６ ０.０１ ３ １２９(３５.７) ２ ２５７(２５.７) １ ５２８(１７.４) １ ８５４(２１.２) －３.６８ <０.０１
西部 １８ ５５１ ８ １９９(４４.３) ４ ４７９(２４.２) ３ ２７７(１７.７) ２ ５５２(１３.８) ６ １０３(３３.０) ５ ０１８(２７.１) ３ ３４０(１８.１) ４ ０３２(２１.８)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部分调查项目存在缺失值ꎮ

２.２　 零食花费　 中西部贫困农村ꎬ仅有 ３３.８％的中小

学生每天的零食花费<１ 元ꎬ而 ２１.６％的学生每天花费

≥３ 元ꎮ 不同学段、地区之间零食花费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初中生每天零食花费≥３
元的比例为 ３０.０％ꎬ小学生为 １６.２％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零食选择　 中小学生选择零食的前 ３ 位依次是

蔬菜、水果( ５０. ６％)ꎬ饼干、面包( ５０. １％)ꎬ膨化食品

(４０.０％)ꎮ 不同学段、地区学生选择蔬菜、水果ꎬ膨化

食品ꎬ糖果、巧克力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不同学段学生选择干脆面、方便面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４　 零食消费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每天摄

入≥１ 次零食为因变量(是 ＝ １ꎬ否 ＝ ０)ꎬ将单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ꎬ纳入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母亲外出务工、父
母都外出务工、企业供餐、校园里有小卖部或超市的

学生每天摄入≥１ 次零食的可能性更高ꎬ中部、经济水

平高的地区学生每天摄入零食的可能性更低(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我国中西部贫困农村 ２０１９ 年有

３０.９％的中小学生每天吃零食≥１ 次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显示ꎬ我国成年居民每

天吃零食≥１ 次的比例达到 ４１. ７％[４] ꎬ高于本研究ꎮ
本研究还发现我国有 １４.０％的中小学生每天吃零食≥
２ 次ꎬ 低于 ２０１７ 年 “ 营养改善计划” 的学生比例

(１８.４％) [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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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性别、学段和地区学生零食选择情况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ｎａｃｋ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ｓ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组别 选项 人数 统计值 蔬菜、水果 饼干、面包 膨化食品 坚果
干脆面、
方便面等

糖果、
巧克力

面制
小食品

性别 男 １３ ８８５ ６ ５３６(４７.２) ６ ６３３(４７.９) ５ ４８２(３９.６) ４ ７２９(３４.２) ４ ５９２(３３.２) ３ ７３５(２７.０) ４ ０５３(２９.３)
女 １３ ４８９ ７ ２６９(５４.０) ７ ０４９(５２.４) ５ ４５１(４０.５) ４ ４７４(３３.２) ３ ９９１(２９.７) ４ ３２３(３２.１) ３ ９００(２９.０)

χ２ 值 １２６.４３ ５４.４３ ２.３９ ２４９.００ ３９.０３ ８７.５５ ０.２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２

学段 小学 １６ ３５４ ８ ８１０(５３.９) ７ ８３２(４８.０) ６ ０２９(３６.９) ５ ７７５(３５.４) ４ ３９３(２６.９) ４ ４４７(２７.２) ３ ８５９(２３.６)
初中 １１ ０２０ ４ ９９５(４５.５) ５ ８５０(５３.３) ４ ９０４(４４.７) ３ ４２８(３１.３) ４ １９０(３８.２) ３ ６１１(３２.９) ４ ０９４(３７.３)

χ２ 值 １９１.０７ ７１.５４ １６１.４４ ４６.３４ ３８３.３６ ９９.６６ ５８９.３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中部 ８ ８２３ ５ ０５８(５７.６) ４ ５８９(５２.３) ４ １０９(４６.８) ２ ９８７(３４.０) ２ ５８６(２９.５) ２ ６７０(３０.４) ２ ５９３(２９.５)
西部 １８ ５５１ ８ ７４７(４７.２) ９ ０９３(４９.１) ６ ８２４(３６.８) ６ ２１６(３３.６) ５ ９９７(３２.４) ５ ３８８(２９.１) ５ ３６０(２８.９)

χ２ 值 ２４９.００ ２０.９６ ２４０.６６ ０.９８ ２５.７１ ４.００ ０.７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４０

组别 选项 人数 统计值 冷饮 纯牛奶、酸奶 牛肉干、鱼片等 水果制品 豆制品 其他
性别 男 １３ ８８５ ３ ４５９(２５.０) ２ ９２８(２１.２) ２ ６１０(１８.９) １ ９３８(１４.０) １ ０４６(７.６) ７９(０.６)

女 １３ ４８９ ３ ７０７(２７.５) ３ ４３４(２５.５) １ ９５１(１４.５) ２ ４１５(１７.９) ９６９(７.２) ６５(０.５)
χ２ 值 ２３.３８ ７３.２４ ９３.６７ ７８.７３ １.１７ ０.９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３２

学段 小学 １６ ３５４ ３ ７１０(２２.７) ３ ５２１(２１.６) ２ ４７６(１５.２) ２ ４１３(１４.８) ９０９(５.６) １１１(０.７)
初中 １１ ０２０ ３ ４５６(３１.５) ２ ８４１(２５.９) ２ ０８５(１９.０) １ ９４０(１７.７) １ １０６(１０.１) ３３(０.３)

χ２ 值 ２５７.４４ ６６.７５ ６７.４５ ４１.２２ １９４.３０ １８.１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中部 ８ ８２３ ２ ２３３(２５.４) ２ ２９９(２６.２) １ ６８６(１９.２) １ ６６９(１９.０) ７６７(８.７) ６０(０.７)
西部 １８ ５５１ ４ ９３３(２６.６) ４ ０６３(２１.９) ２ ８７５(１５.５) ２ ６８４(１４.５) １ ２４８(６.７) ８４(０.５)

χ２ 值 ５.１８ ５７.５５ ５５.１０ ８７.３２ ３３.６８ ５.９０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ꎻ零食选择报告有缺失值ꎮ

表 ３　 学生零食摄入频率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２７ ３７４)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ｎａｃｋ ｉｎｔａｋ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ｎ＝ ２７ ３７４)

影响因素 选项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父母外出务工 均未外出 　 １.００　 　 　 　 　 　 　

父亲外出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９１ ０.３４ ０.９７(０.９１~ １.０３)
母亲外出 ０.３０ ０.０６ ２８.９０ <０.０１ １.３５(１.２１~ １.５１)
父母均外出 ０.１７ ０.０４ ２２.０３ <０.０１ １.１９(１.１０~ １.２８)

学校所在地 农村 １.００
乡镇 －０.３７ ０.０４ ７９.０７ <０.０１ ０.６９(０.６３~ ０.７５)
县城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９８ ０.３２ ０.９３(０.８０~ １.０８)

供餐模式 学校 １.００
企业 ０.１０ ０.０４ ５.３１ ０.０２ １.１１(１.０２~ １.２１)
混合 －０.３０ ０.０５ ３１.７０ <０.０１ ０.７４(０.６７~ ０.８２)

校园里是否有小卖 否 １.００
　 部或超市 是 ０.４１ ０.０３ １４８.４１ <０.０１ １.５１(１.４１~ １.６１)
地区 西部 １.００

中部 －０.０６ ０.０３ ３.９５ ０.０５ ０.９４(０.８９~ １.００)
经济水平 低 １.００

高 －０.０８ ０.０３ ７.７１ ０.０１ ０.９２(０.８７~ ０.９８)

　 　 本研究显示ꎬ有 ３９.５％的学生每天零食花费≥２
元ꎮ 说明有部分学生在享受“营养改善计划” 补贴 ４
元的同时每天仍花费≥２ 元购买零食ꎬ提示试点地区

学生用于购买零食的钱较多ꎬ要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教

育ꎬ让学生真正意识到零食的危害ꎬ减少零食花费ꎮ
另外ꎬ应积极引导将花费在零食上的钱合理投入到营

养餐中ꎬ不断提高学校供餐质量ꎬ吃得更健康ꎮ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２０１６)» [１] 和«中国儿

童青少年零食指南(２０１８)» [６－７]都建议ꎬ儿童应优先选

择水果、奶类和坚果等清洁卫生、营养丰富的食物作

为零食ꎬ当做正餐营养需求的必要补充ꎮ 本研究发现

半数的学生把蔬菜、水果作为零食首选ꎬ与于冬梅

等[８－９] 研究类似ꎮ 但是仍有 ４０％的学生选择膨化食

品ꎬ有超过 ３０％的学生选择方便面、干脆面ꎬ这两类食

品虽然口味多样、食用方便ꎬ但大多含糖、脂肪、能量

高ꎬ而含维生素、矿物质低[１０] ꎬ经常食用会增加肥胖、
高血压等疾病风险[１１－１２] ꎮ 本研究也发现ꎬ有近 ３０％的

学生选择糖果、巧克力ꎬ此类食物粘附性较强ꎬ经常食

用会增加龋齿的发生风险[１３－１４] ꎮ 提示对试点地区学

生要进行针对性的营养健康教育ꎬ引导学生选择营养

丰富的零食ꎬ促进健康成长ꎮ
本研究发现ꎬ父母均外出务工或母亲外出务工的

学生每天摄入零食的可能性更大ꎮ 可能与父母或母

亲外出务工ꎬ疏忽学生饮食习惯的培养有关ꎮ 多项研

究结果显示ꎬ父母引导对儿童饮食行为的建立和形成

具有重要作用[１５－１６] ꎬ其中ꎬ母亲在儿童饮食习惯的培

养上具有更加直观的影响[１７] ꎮ 一项荷兰的研究显示ꎬ
父母对饮食控制程度较高的儿童ꎬ每天吃 １ 次以上不

健康零食的可能性更低[１８] ꎮ 另外ꎬ家长自身的零食消

１３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费知识、态度、行为都会影响学生零食消费行为[１９] ꎮ
滕克强等[２０]研究发现ꎬ家长一周零食摄入频率越高ꎬ
孩子一周零食摄入频率更高ꎮ 在农村父母外出务工

增多的情况下ꎬ隔代监护、单亲监护、上代监护、同辈

监护已成为趋势[２１－２２] ꎬ要加强对监护人的健康教育ꎬ
同时也需要强化学校营养教育ꎬ 弥补家庭教育的

缺失ꎮ
校园内小卖部是儿童购买零食不可忽视的场所ꎮ

本研究也发现ꎬ校园内有小卖部或超市的学生每天摄

入零食的可能性更大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教育部、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制定的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明确ꎬ中小学、
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

场所ꎬ确有需要设置的ꎬ应当依法取得许可ꎬ并避免售

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２３] ꎮ 提示学校应加强对校内

小卖部的管理ꎬ杜绝售卖高盐、高糖、高脂食品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零

食消费频率虽有所下降ꎬ但是依然存在零食选择不合

理的问题ꎮ 改善儿童零食行为需要儿童、家长、学校、
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ꎮ 在对学生开展营养教育

的同时ꎬ不能忽视对家长的教育ꎬ应提高家长的营养

知识水平ꎬ同时学校和社会要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健

康的零食消费环境ꎬ为促进儿童健康营造良好环境ꎮ

志谢　 感谢开展“营养改善计划”学生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评

估工作的 ２２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新疆建设兵团) ５０ 个重点

监测县所有卫生及教育部门参加调查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ꎬ
感谢所有监测学校、监测学生及其家长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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