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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运用多种学龄儿童营养健康指南对小学学生知信行的干预效果ꎬ为指导学生合理膳食ꎬ改善不良饮

食行为提供参考ꎮ 方法　 选取成都市 １ 所学校食堂供餐小学为干预校ꎬ另选条件相当的 １ 所小学作为对照校ꎮ 对干预校

学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营养宣教干预ꎬ对照校不提供干预措施ꎮ 干预前后抽取三至五年级学生共 ５８９ 名进行问卷调查(终末

调查 ５５８ 名ꎬ失访 ３１ 名)ꎮ 结果　 干预前ꎬ干预组和对照组大部分营养知识知晓率、总体知晓率达到 ８０％以上的比例、饮食

行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干预组学生的营养知识知晓率以及总体知晓率达到 ８０％以上的比例高

于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组早餐食物种类 １ 种以下的比例(２６.６％)低于对照组(４９.４％)ꎬ每周吃鸡蛋、喝牛奶的次数

和吃蔬菜种类每天≥３ 种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 Ｐ 值均< ０.０１)ꎻ干预组学生剩饭率( １５.８％) 低于对照组( ５７.９％) ( χ２ ＝
９９.４７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综合运用多种学龄儿童营养健康指南进行营养宣教ꎬ能够提高学生的营养知识知晓率ꎬ改善不良

饮食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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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也是饮

食行为养成的关键时期ꎮ 学校是学龄儿童主要活动

场所ꎬ在学校开展健康教育有利于提高学龄儿童健康

意识ꎬ养成健康饮食行为ꎮ 国民营养计划 (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０ 年)的学生营养改善行动中明确提出开展学生营

养健康教育[１] ꎮ 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营养学会发布«中国学

龄儿童膳食指南»ꎬ强调培养学龄儿童合理饮食行为ꎬ
做到均衡膳食[２] ꎻ同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学生

餐营养指南(ＷＳ / Ｔ ５５４—２０１７)»(以下简称«指南»)ꎬ
指导学校食堂和供餐企业提供营养均衡的学生餐[３] ꎮ
本调查综合运用多项学龄儿童营养相关指南开展营

养健康教育ꎬ指导学生合理膳食ꎬ改善不良饮食行为ꎬ
并评价其干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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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成都市农村随机选择食堂供餐小学 １
所学校作为干预校ꎬ在同一地区另选条件相当的 １ 所

学校作为对照校ꎮ ２ 所学校按照年级分层ꎬ选取三至

五年级ꎬ每个年级抽取 ２ 个班ꎬ每个班达到 ４０ 人左右ꎬ
男女生基本各半ꎮ 基线调查共有调查对象 ５８９ 名ꎬ干
预组 ３１１ 名ꎬ对照组 ２７８ 名ꎮ 终末调查共有调查对象

５５８ 名ꎬ干预组 ２８９ 名ꎬ对照组 ２６９ 名ꎻ男生 ３０４ 名ꎬ女
生 ２５４ 名ꎻ失访 ３１ 名ꎮ
１.２　 干预方法　 基线调查后ꎬ自 ２０１９ 年 ３—７ 月每月

１ 次对干预学校学生实施营养宣教ꎬ以健康教育课、专
家培训、播放小视频、学校张贴宣传画或发放科普材

料的形式ꎬ传授«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和«指南»的

主要内容ꎬ包括三餐合理、不喝含糖饮料等ꎬ共 ５ 次ꎮ
对学校食堂工作人员科普宣传«指南»主要内容ꎬ如食

物互换、预防缺乏常见维生素的食物、控油限盐等ꎬ共
２ 次ꎮ 对照学校学生不实施任何干预ꎮ 分别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基线) 和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 干预后) 实施 ２ 次

调查ꎮ
１.３　 调查方法　 通过自行设计学生问卷进行调查(问

卷设计主要依据“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

生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评估”使用的学生问卷内容)ꎬ
获得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前后学生的营养知识和饮

食行为状况ꎬ包括就餐满意度和剩饭情况、摄入早餐

情况、在校食物摄入情况和吃零食情况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所调查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进行双

录入ꎬ并采用 ＳＡＳ ９.３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及统计

分析ꎮ 单项营养知识知晓率、剩饭率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ꎬ食物摄入情况(包括早餐、早餐食物种类、零食、饮
料、鸡蛋、牛奶、蔬菜等)多分类有序变量比较采用秩

和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营养知识　 干预前ꎬ干预组和对照组大部分营养

知识的知晓率和总体知晓率达到 ８０％以上的比例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干预组营养知识

题知晓率在 ３.５％ ~ ８８.１％ꎮ 干预后ꎬ除“中等强度身体

活动时间” 外ꎬ其余题目干预组学生的知晓率均在

７５％以上ꎬ且均高于对照组ꎬ干预组和对照组营养知识

总体知晓率达到 ８０％以上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营养知识知晓率干预前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学生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知识

基线

对照组

(ｎ ＝ ２７８)
干预组

(ｎ ＝ ３１１)
χ２ 值 Ｐ 值

干预后

对照组

(ｎ ＝ ２６９)
干预组

(ｎ ＝ ２８９)
χ２ 值 Ｐ 值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 １００(３６.０) １４４(４６.３) ６.４６ ０.０１ ９９(３６.８) ２７１(９３.８) ２０２.４０ <０.０１
如何预防缺铁性贫血 ２９(１０.４) ３８(１２.２) ０.４６ ０.４９ ３７(１３.７) ２４２(８３.７) ∗∗ ２７２.９０ <０.０１
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１４３(５１.４) ２２５(７２.３) ２７.４０ <０.０１ １４９(５５.４) ２６８(９２.７) ∗∗ １０２.９０ <０.０１
营养充足的早餐 １２７(４５.７) １５２(４８.９) ０.６０ ０.４４ １４７(５４.６) ∗ ２１９(７５.８) ∗∗ ２７.５７ <０.０１
小学生每天的饮奶量 １５２(５４.７) ２１８(７０.１) １４.９０ <０.０１ １６３(６０.６) ２６５(９１.７) ∗∗ ７５.４１ <０.０１
营养价值高的零食 ４９(１７.６) ６９(２２.２) １.９０ ０.１７ ５０(１８.６) ２３３(８０.６) ∗∗ ２１４.５０ <０.０１
小学生最健康的饮品 １８９(６８.０) ２１８(７０.１) ０.３１ ０.５８ １６６(６１.７) ２７８(９６.２) ∗∗ １０１.９０ <０.０１
看电子设备的时间 ２５５(９１.７) ２７４(８８.１) ２.１１ ０.１５ ２４４(９０.７) ２７７(９５.８) ∗∗ ５.９５ <０.０５
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时间 １５(５.４) １１(３.５) １.２０ ０.２７ １６(６.０) ∗ ３(１.０) ∗∗ １０.２１ <０.０５
总体知晓率 ８０％以上 ４(１.５) ９(２.９) ２.４２ ０.１２ ３(１.１) ２２３(７７.２) ∗∗ ３３０.６０ <０.０１

　 注:与基线时组内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２　 饮食行为

２.２.１　 早餐情况　 干预后ꎬ干预组和对照组学生每天

吃早饭的比例均能达到 ９４％ꎬ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前ꎬ两组学生早餐食物种类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干预后ꎬ干预组学生早

饭食物种类≤１ 种的比例为 ２６.６％ꎬ对照组为 ４９.４％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２.２　 在校食物摄入情况　 干预前ꎬ干预组和对照组

学生每天吃鸡蛋、喝牛奶和每天吃≥３ 种新鲜蔬菜的

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干预后ꎬ干
预组学生每天吃鸡蛋、喝牛奶和每天吃≥３ 种新鲜蔬

菜的比例均有所上升ꎬ分别为 ４３.９％ꎬ５０.２％和 ６６.１％ꎬ

对照组分别为 ２９.４％ꎬ３９.４％和 ４２.０％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２.３　 吃零食情况　 干预前ꎬ干预组和对照组学生最

近 １ 周吃零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干预

后ꎬ干预组学生每天吃≥３ 次零食的比例为 ４.８％ꎬ低
于对照组(１０.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见

表 ２ꎮ
２.２.４　 剩饭情况　 干预前ꎬ干预组和对照组学生的剩

饭率(４８.５％ꎬ５１.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４７ꎬＰ>
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干预组学生的剩饭率有所下降ꎬ为

１５.８％ꎻ对照组为 ５７. ９％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９９.４７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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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饮食行为分布情况干预前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学生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行为 选项

基线

对照组

(ｎ ＝ ２７８)
干预组

(ｎ ＝ ３１１)
χ２ / Ｚ 值 Ｐ 值

干预后

对照组

(ｎ ＝ ２６９)
干预组

(ｎ ＝ ２８９)
χ２ / Ｚ 值 Ｐ 值

最近 １ 周吃早餐情况 / ｄ 没吃过 １(０.４) ３(１.０) ４.４２ ０.３５ ２(０.７) ０ ３.７９ ０.４４
１ ~ ２ ８(２.９) ３(１.０) ４(１.５) ２(０.７)
３ ~ ４ ３(１.１) ４(１.３) １(０.４) ２(０.７)
５ ~ ６ ３(１.１) ６(１.９) ７(２.６) ５(１.７)
每天吃 ２６３(９４.６) ２９５(９４.８) ２５５(９４.８) ２８０(９６.９)

早餐食物种类＃ ≤１ １１６(４１.７) １２５(４０.２) ２.８１ ０.４２ １３３(４９.４) ７７(２６.６) ３５.６４ <０.０１
２ ８３(２９.９) ７９(２５.４) ７５(２７.９) １４０(４８.４)
３ ５８(２０.９) ７９(２５.４) ５２(１９.３) ５７(１９.７)
４ ２１(７.６) ２８(９.０) ９(３.４) １５(５.２)

最近 １ 周吃零食情况∗＃ <３ 次 １６５(５９.３) １６９(５４.３) ３.４４ ０.４８ １１２(４１.６) １４１(４８.８) １１.３３ ０.０２
４ ~ ６ 次 ３３(１１.９) ４７(１５.１) ３７(１３.８) ２８(９.７)
每天 １ 次 ５３(１９.１) ７０(２２.５) ７２(２６.８) ７４(２５.６)
每天 ２ 次 １３(４.７) １０(３.２) ２０(７.４) ３２(１１.１)
每天≥３ 次 １４(５.０) １５(４.８) ２８(１０.４) １４(４.８)

最近 １ 周喝饮料情况∗ <３ 次 １７４(６２.６) ２００(６４.３) ３.３６ ０.５０ １５０(５５.８) １９１(６６.１) ７.４７ ０.１１
４ ~ ６ 次 ３５(１２.６) ４２(１３.５) ２１(７.８) ２２(７.６)
每天 １ 次 ５２(１８.７) ４６(１４.８) ７０(２６.０) ５６(１９.４)
每天 ２ 次 １０(３.６) ９(２.９) １５(５.６) ９(３.１)
每天≥３ 次 ７(２.５) １４(４.５) １３(４.８) １１(３.８)

最近 １ 周吃鸡蛋∗ 没吃过 ２６(９.４) ３２(１０.３) ２.３９ ０.４９ ３８(１４.１) １７(５.９) １８.９２ <０.０１
１ ~ ３ 个 １０６(３８.１) １０１(３２.５) １１６(４３.１) １０７(３７.０)
４ ~ ６ 个 ４８(１７.３) ６４(２０.６) ３６(１３.４) ３８(１３.２)
每天≥１ 个 ９８(３５.３) １１４(３６.７) ７９(２９.４) １２７(４３.９)

最近 １ 周喝牛奶及奶制品 没喝过 １９(６.８) １８(５.８) ０.４７ ０.９２ ３１(１１.５) ９(３.１) ２１.３４ <０.０１
１ ~ ３ 包 ８８(３１.７) ９６(３０.９) ８２(３０.５) ９９(３４.３)
４ ~ ６ 包 ５３(１９.１) ５８(１８.７) ５０(１８.６) ３６(１２.５)
每天≥１ 包 １１８(４２.５) １３９(４４.７) １０６(３９.４) １４５(５０.２)

每天蔬菜种类＃ 基本不吃 ５(１.８) １２(３.９) ６.９３ ０.０７ ５(１.９) ５(１.７) ３５.２７ <０.０１
１ ５４(１９.４) ４０(１２.９) ４４(１６.４) １９(６.６)
２ ９８(３５.３) １０８(３４.７) １０７(３９.８) ７４(２５.６)
≥３ １２１(４３.５) １５１(４８.６) １１３(４２.０) １９１(６６.１)

　 注:∗对照组干预前后比较 Ｐ<０.０５ꎬ＃干预组干预前后比较 Ｐ<０.０５ꎻ()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牛奶 １ 包约为 ２００ ｍＬꎮ

３　 讨论

本次研究发现ꎬ通过对学生实施营养相关指南健

康宣教干预后ꎬ营养知识知晓情况有显著改善ꎬ干预

组与对照组以及干预组干预前后自身比较ꎬ每道营养

知识题的知晓率以及总体知晓率均有显著提高ꎮ 国

内外研究也表明ꎬ健康干预活动有助于提高儿童的营

养认知水平[４] ꎬ改善儿童健康状况[５] ꎮ 本次研究营养

知识题目中“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时间”干预前后知晓

率均为最低ꎬ可能是由于学生对身体活动强度的概念

及身体活动时间不明确ꎬ因此需要加强身体活动方面

的知识宣教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干预后学生的饮食行为有所改

善ꎬ早餐食物品种更加丰富、食物摄入频率有所提高ꎬ
剩饭率也由干预前的 ４８.６％降低到 １５.８％ꎮ 开展教育

宣教对学龄儿童饮食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ꎬ对改

善饮食行为不合理有显著的效果ꎮ 国外 Ｇｌａｓｓｏｎ 等[６]

开展的一项营养宣教干预项目结果显示ꎬ干预组和对

照组的果蔬平均消费量分别增加 ０.６２ 和 ０.１１ 份ꎬ说
明营养宣教干预能提髙学生对营养知识的认知程度ꎬ
正确的营养知识可以促进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ꎮ

我国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来ꎬ
大力推行学校食堂供餐ꎬ是由于食堂供餐运营成本

低、供餐内容丰富、易于推广等优点ꎬ是农村学校理想

的供餐模式[７] ꎮ 本研究选择在食堂供餐的学校开展

干预研究ꎬ不仅可以对学生进行营养宣教ꎬ同时还可

以对食堂供餐人员进行膳食指导ꎬ有利于指导学生合

理膳食ꎬ改变不良饮食行为ꎬ因此认为综合运用营养

相关指南在学校开展健康教育有利于儿童健康行为

习惯的养成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 明确规定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ꎮ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８] 指

出ꎬ“将食物与营养知识纳入中小学课程ꎬ 加强对教

师、家长的营养健康教育和对学生食堂及学生营养配

餐单位的指导ꎬ引导学生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ꎮ 本

研究仅开展半年的干预ꎬ建议采取长期干预措施ꎬ综
合运用«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 «指南»等相关指南

从营养知识、饮食行为、膳食指导等多方面进行营养

干预ꎬ将健康教育融入课程体系ꎬ推进学校健康教育

工作ꎬ促进学龄儿童健康成长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民营养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０７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１０１３４.ｈｔ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７ － ２０３０)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３０].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１０１３４.

ｈｔｍ. (下转第 ３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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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ｉｏｎ ｆｏｏ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 Ｃｈ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Ｌｉｂｅｒ Ａｒｍｙꎬ２０１４ꎬ３２(３):２８７－２８８.

[９] 　 徐培培ꎬ李荔ꎬ潘慧ꎬ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

堂建设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中国食物与营养ꎬ２０１７ꎬ２３( ４):
７３－７７.
ＸＵ Ｐ Ｐꎬ ＬＩ Ｌꎬ ＰＡＮ Ｈ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ａｎｔｅｅｎ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Ｊ] . Ｆｏｏｄ
Ｎｕｔｒ Ｃｈｉｎａꎬ２０１７ꎬ２３(４):７３－７７.

[１０] 赵宏ꎬ文国颖ꎬ苏效东ꎬ等.青海藏区寄宿制中小学食堂从业人员

营养知识行为现状[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２):２６８－２６９.
ＺＨＡＯ ＨꎬＷＥＮ Ｇ ＹꎬＳＵ Ｘ Ｄꎬｅｔ 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ａｎｔｅｅ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ｎ ｂｏａｒｄ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ｒｅａ[Ｊ]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２):
２６８－２６９.

[１１] 徐国红.贵州省部分农村学校营养午餐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Ｄ].
贵阳:贵阳医学院ꎬ２０１４.
ＸＵ Ｇ Ｈ.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ｕｎｃｈ 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Ｇｕｉｙａｎｇ: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４.

[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十五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五个配套文件的通知[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２－ ０５ － ２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０５ / ｓ７５０５ /
２０１２０５ / ｔ２０１２０５２３＿１７０４４３.ｈｔｍ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１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ｆ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２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０５ /
ｓ７５０５ / ２０１２０５ / ｔ２０１２０５２３＿１７０４４３.ｈｔｍｌ.

[１３]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ＪꎬＣＨＲＩＱＵＩ Ｊ Ｆ.Ｓｃｈｏｏｌ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ｍｏｎｉ￣
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ｔｒ￣ＣＡＢ Ｉ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３ꎬ１６(６):９８２－９８８.

[１４] 蒋建平.国内外学生营养餐推广的回顾与展望[Ａ].公众营养与发

展中心.中国营养产业发展报告.北京ꎬ２００６.
ＪＩＡＮＧ Ｊ Ｐ.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ｌ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２００６.

[１５] 谭寿昌.浅谈农村学校食堂卫生管理中的问题和对策[ Ｊ] .河南预

防医学杂志ꎬ２００９ꎬ２０(６):４６６－４７４.
ＴＡＮ Ｓ 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
ｒ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ａｎｔｅｅｎｓ[Ｊ] .Ｈｅｎａｎ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ꎬ２００９ꎬ２０(６):４６６－４７４.

[１６] 段佳丽ꎬ滕立新ꎬ赵然ꎬ等.北京市城区中小学校自供营养午餐管

理现状[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２):１６２－１６３.
ＤＵＡＮ Ｊ ＬꎬＴＥＮＧ Ｌ ＸꎬＺＨＡＯ Ｒꎬｅｔ 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ｌｆ￣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ｌｕｎｃｈ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２ꎬ３３(２):１６２－１６３.

[１７] 吴宏艳ꎬ徐彦丽.辽宁学校食堂至少配一名公共营养师[ Ｎ].中国

食品质量报ꎬ２００９－０４－２３(００６).
ＷＵ Ｈ ＹꎬＸＵ Ｙ Ｌ.Ｔ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ｏ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ａｎｔｅｅｎ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Ｃｈｉｎａ Ｆｏｏｄ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ꎬ
２００９－０４－２３(００６).

[１８] 王丽ꎬ曹殿起.北京市门头沟区学生用午餐方式及学校食堂供餐

现状[Ｊ] .首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９(１): ３７－３９.
ＷＡＮＧ ＬꎬＣＡＯ Ｄ Ｑ.Ｌｕｎｃｈ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ｅｎｔｏｕｇ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Ｊ] .Ｃａｐｉｔ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５ꎬ９(１): ３７－３９.

[１９] 许艺凡ꎬ何海蓉ꎬ张建芬ꎬ等.不同试点地区学生对农村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的认知及满意度现状[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２):
１８２－１８５.
ＸＵ Ｙ ＦꎬＨＥ Ｈ ＲꎬＺＨＡＮＧ Ｊ Ｆꎬｅｔ ａｌ.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Ｊ]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２):１８２－１８５.

[２０] 李荔ꎬ徐培培ꎬ杨媞媞ꎬ等.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区 ２０１６ 年学

生餐剩饭状况[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５):１５－１７.
ＬＩ Ｌꎬ ＸＵ Ｐ Ｐꎬ ＹＡＮＧ Ｔ Ｔ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ｕｎｃｈ ｗａｓｔｅ ａｍ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２０１６[Ｊ]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５):１５－１７.

[２１]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６－２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９－０７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０９４９２.ｈｔ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２４].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４０９４９２.
ｈｔｍ.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０４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１６　 本文编辑:顾璇


(上接第 ３３６ 页)
[２] 　 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 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ꎬ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Ｄｉｅ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２０１７.

[３] 　 李荔ꎬ甘倩ꎬ胡小琪. «学生餐营养指南» 标准解读 ＷＳ / Ｔ ５５４—
２０１７[Ｊ]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ꎬ２０１８ꎬ９(９):２－５.
ＬＩ Ｌꎬ ＧＡＮ Ｑꎬ ＨＵ Ｘ Ｑ.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ｅａｌｓ ＷＳ / Ｔ ５５４—２０１７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ꎬ
２０１８ꎬ９(９):２－５.

[４] 　 任时ꎬ栾德春ꎬ李欣ꎬ等.辽宁省盘锦市某试点学校营养知识与行

为干预效果评价[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１９ꎬ３５(９):７９４－８１２.
ＲＥＮ ＳꎬＬＵＡＮ Ｄ ＣꎬＬＩ Ｘꎬ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Ｐａｎｊｉｎ Ｃｉｔｙ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Ｊ] .Ｃｈｉｎ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ꎬ２０１９ꎬ３５(９):７９４－８１２.

[５] 　 ＪＯＮＥＳ ＪꎬＷＯＬＦＥＮＤＥＮ ＬꎬＷＹＳＥ Ｒꎬｅｔ ａｌ.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ａｔ￣
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 .ＢＭＪ Ｏｐｅｎꎬ２０１４ꎬ４(４):ｅ００５３１２.
[６] 　 ＧＬＡＳＳＯＮ Ｃꎬ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Ｋꎬ ＧＡＮＤＥＲ Ｋ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ａ

ｂｒｉｅｆꎬｐｅｅｒ￣ｌｅ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 ｗａｉｔ￣ｌｉｓｔꎬ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ｔｒꎬ２０１２ꎬ１５(７):１３１８－１３２６.

[７] 　 任燕.当前农村学生营养餐供餐模式研究[ Ｄ].武汉:华中师范大

学ꎬ２０１４.
ＲＥＮ Ｙ.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ｍｅａ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Ｄ].Ｗｕｈａｎ: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４.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０１－ ２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１４－０２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８１７６６.ｈｔ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１－２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１４－０２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８１７６６.ｈｔｍ.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２９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３０　 本文编辑:顾璇

１４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