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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家庭社会经济状况!165(67&56/60(51','81" ZEZ#与儿童青少年体重指数! \6)*0,11(/)&a"

<W;#G评分的关系"以及家庭 ZEZ如何通过影响儿童青少年的饮奶行为作用于儿童青少年的<W;G评分$ 方法!采

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按城市中学+城市小学+乡村中学+乡村小学各抽取 $ 所学校"共有 I $KL 名学生及其家长作

为研究对象$ 通过 M )饮食行为问卷得到学生每周饮奶次数和日均饮奶份数$ 采用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和家庭月收

入反映家庭 ZEZ$ 利用统计软件 Z2ZZ #@G" 中2>Q:EZZ插件程序分析儿童青少年饮奶行为在家庭 ZEZ 和儿童青

少年<W;G评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结果!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与儿童青少年<W;均呈正相关!!值分

别为 "G""#" "G"J@#$ 总人群的日均饮奶份数为!"GKI h"G@$#份"每周饮奶次数为!$G$J hIGM"#次$ 小学生+城

市+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非肥胖与每周饮奶次数和日均饮奶份数多有关!!值均 F"G"H#$ 儿童青少

年饮奶行为在家庭 ZEZ与儿童青少年<W;G评分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每周饮奶次数在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和家

庭月收入与<W;G评分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iLGHMf和i#"GI#f$ 日均饮奶份数在父母最

高文化程度和家庭月收入与<W;G评分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iJGLJf和 iHG@Lf$ 结论!我

国儿童青少年饮奶行为还有待提高%儿童青少年饮奶行为在家庭高 ZEZ与儿童青少年高<W;G评分关系中起部分

中介作用"为儿童青少年肥胖的保护因素%未来还需对其他饮食或运动行为进行研究"以探索家庭 ZEZ与儿童青少

年<W;G评分关系之间的机制"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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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165(6&56/60(51','81% <6)*0,11(/)&a% W(+̀(/',̀&

!!#K@H0I"#$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的

结果表明"中国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持续增长"

I"#"0I"#$ 年间肥胖检出率年均增长值达到

#K@H0I"#$ 年间中最高时段"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

非常严峻$ 有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165(67

&56/60(51','81" ZEZ#是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重要影

响因素)I iH*

"而且家庭 ZEZ 可能影响儿童青少年的

膳食质量+饮食和静态行为)L i#"*

"在我国"低家庭

ZEZ与较差的饮食摄入以及较高的肥胖风险有

关)I" L" K i#"*

$ 本文旨在研究家庭 ZEZ 与儿童青少年

体重指数!\6)*0,11(/)&a" <W;#G评分的关系"以

及家庭 ZEZ 如何通过影响儿童青少年的饮奶行为

作用于儿童青少年的 <W;G评分"从而为今后的儿

童青少年肥胖干预提供依据$

EF资料与方法

EGE!研究对象

在北京市房山区中小学校中"按照城市+乡村+

初中+小学分层"每层各选取 $ 所学校"选中学校的

小学 I dH 年级和初中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整群纳

入$ 纳入标准为研究对象年龄在 M d#@ 岁"并经过

儿童及其家长共同签署知情同意书$ 研究对象排除

标准为通过咨询校医+家长知情同意等方法"将有

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病史者!如心脏病+高血

压+肺结核+哮喘+肝炎+肾炎等#"由其他原因!如内

分泌疾病+药物副作用等#引起肥胖的肥胖者"身体

发育异常者!如侏儒症+巨人症#"身体残缺者"畸形

者!如严重脊柱侧弯+鸡胸+跛足等#排除$ 于 I"#I

年 #" 月对抽中学校的 J $$# 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

调查$ 在校发放给学生膳食问卷和家长调查问卷"

让学生将问卷带回家中"膳食问卷由学生填写!二+

三年级学生由家长辅助填写#"家长调查问卷由家

长填写"M )后收回$ 共有 I $KL 份合格问卷"有效

回收率为 MIGHLf"其中男生 # IM$!H#G"$f#名"女

生 # III !$@GKLf#名%城市学生 # #L# !$LGH#f#

名"乡村学生 # JJH ! HJG$Kf# 名%平均年龄为

!##GIL hIG#M#岁$ 研究经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批准号&;><""""#"HI7#I"$@#" 所有参

加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EGG!研究内容

本研究包括体格检查和问卷调查两个部分"严格

按照 I"#"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检测细则)##*测

量身高!50#和体质量!`.#$ 学生调查问卷中包括学

生的年龄+性别和城乡等基本信息"采用自行设计的

膳食问卷连续记录 M ) 研究对象是否饮用纯牛奶和

酸牛奶"并记录饮奶份数情况!一份为 IH" 0[#"从而

得到儿童青少年每周饮奶次数和日均饮奶份数$ 家

长调查问卷中包括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和家

庭月收入$ 采用父母最高文化程度代表父母受教育

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三个等级"

家庭月收入分为
'

I """ 元+ tI """ dFH """ 元+

#

H """ dF@ """元+

#

@ """元四个等级$ 将父母最高

文化程度和家庭月收入作为衡量家庭 ZEZ的指标$

EGH!判断标准

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H d#K 岁儿童青少年生

长标准!I""M 年#为参考标准"采用<W;G评分法对

学生的体格发育状况进行评价$ 根据中国肥胖工作

组在 I""$ 年制定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

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将被试学生分为非

肥胖和肥胖 I 个营养状况组)#I*

$

EG!!统计学分析

采用 E%(4,',JG" 软件建立数据库"对其中

#"f的数据进行双录入$ 利用 Z2ZZ #@G" 软件及其

2>Q:EZZ插件进行数据分析"检验水准
#

l"G"H$

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不同组间儿童青少年饮奶行为的

差异$ 参照温忠麟等)#J*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

分析儿童青少年饮奶行为在家庭 ZEZ 和儿童青少

年<W;G评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时"以家庭 ZEZ 作

为自变量"儿童青少年<W;G评分为因变量"儿童青

少年饮奶行为为中介变量"得到线性回归模型&

HlCIj7

#

"

6l=Ij7

I

"

HlCJIjK6j7

J

$

系数C表示自变量 I对因变量 H的总效应"系数 =

表示自变量I对中介变量6的效应"系数K是在控

制了自变量I的影响后中介变量 6对因变量 H的

效应"系数Cw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 6的影响之后"

自变量I对因变量 H的直接效应$ 采用多元线性

(K"J(史欣然"等!饮奶行为在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与儿童青少年体重指数间的中介作用



回归模型分析家庭 ZEZ与儿童青少年<W;G评分之

间的关系$ 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66'1'-,%

置信区间法"利用2>Q:EZZ插件程序建立的控制中

介模型分析儿童青少年饮奶行为在家庭 ZEZ 和儿

童青少年<W;G评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其中以父

母最高文化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分别作为自变量"儿

童青少年<W;G评分作为因变量"控制城乡+年龄和

性别等变量"分别计算儿童青少年每周饮奶次数和

日均饮奶份数的中介作用!图 ##$

图 EF中介模型示意图

K$/+('EFW6)&+6C0&)(,'(6/

!

GF结果

GGE!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儿童青少年 <W;G评分

的关系

!!分别控制了儿童青少年年龄+性别和城乡等协

变量后"儿童青少年 <W;G评分与父母最高文化程

度+家庭月收入均呈正相关!即系数 C"表 ##$ 父母

最高文化程度每升高一个水平"儿童青少年 <W;G

评分平均增加 "G#J `.=0

I

!! l"G""##$ 家庭月

收入每增加一个水平"儿童青少年 <W;G评分平均

增加 "G"M `.=0

I

!!l"G"J@#$

GGG!儿童青少年饮奶摄入情况

不同特征人群的儿童青少年饮奶情况见表 I"

总人群的日均饮奶份数为!"GKI h"G@$#份"每周饮

奶次数为!$G$J hIGM"#次$ 不同性别的儿童青少

年每周饮奶次数!!l"G#HJ#和日均饮奶份数!!l

"GL$H#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城乡+不

同父母文化程度+不同家庭收入和不同体型人群的

平均每日饮奶份数和每周饮奶次数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其中小学生!!值均 F"G""##+城市!!值

均 F"G""##+父母最高文化程度高 !!值均 F

"G""##+家庭月收入高!!值均 F"G""##和非肥胖

!!值分别为 "G""M" "G"I##的人群每周饮奶次数和

日均饮奶份数多$

表 EF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与儿童青少年<W;G评分之间的关系

%)52'EF31165(,'(6/ \&'_&&/ C,0(+*165(6&56/60(51','81,/) <W;G7156-&6C59(+)-&/ ,/) ,)6+&15&/'1

;'&01

"

Z',/),-) &--6- " KHf12 !

2,-&/'1' &)85,'(6/ "G#J "G"$ JGIL "G"H" "GI" "G""#

D681&96+) (/560& "G"M "G"J IG"M F"G"#" "G#J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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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H!儿童青少年饮奶行为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

儿童青少年<W;G评分的关系

每周饮奶次数与家庭 ZEZ 和儿童青少年 <W;G

评分的关系见表 J$ 在控制了儿童青少年年龄+性

别和城乡等协变量后"父母最高文化程度每升高一

个水平"儿童青少年每周饮奶次数平均增加 "GJ# 次

!!F"G""##$ 在控制了儿童青少年年龄+性别+城

乡和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后"儿童青少年每周饮奶次

数每增加一次"<W;G评分减少 "G"J `.=0

I

!! l

"G"#"#$ 每周饮奶次数在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和儿

童青少年<W;G评分 关系的中介效应值为 i"G""K

`.=0

I

!KHf12& i"G"#K" i"G""J#$ 中介效应为

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LGHMf$ 在控制每周

饮奶次数后"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对儿童青少年 <W;

G评分的直接效应显著!! l"G""##"说明儿童青少

年每周饮奶次数在父母最高文化程度与儿童青少年

<W;G评分关系中为部分中介作用$ 在控制了儿童

青少年年龄+性别和城乡等协变量后"家庭月收入每

升高一个水平"儿童青少年每周饮奶次数平均增加

"GIL 次!! F"G""##$ 在控制了儿童青少年年龄+

性别+城乡和家庭月收入后"儿童青少年每周饮奶次

数每增加一次"<W;G评分减少 "G"J `.=0

I

!! l

"G"#J#$ 每周饮奶次数在家庭月收入和儿童青少

年<W;G评分关系的中介效应值为 i"G""M `.=0

I

!KHf12& i"G"#L" i"G""I#$ 中介效应为遮掩效

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GI#f$ 在控制每周饮奶

次数后"家庭月收入对儿童青少年 <W;G评分的直

接效应显著!! l"G"II#"说明儿童青少年每周饮

奶次数在家庭月收入与儿童青少年<W;G评分关系

中为部分中介作用$

表 $ 显示了日均饮奶份数与家庭 ZEZ和儿童青

少年<W;G评分的关系"日均饮奶份数在父母最高

文化程度和儿童青少年<W;G评分关系的中介效应

值为i"G""H `.=0

I

!KHf12& i"G"#I" Fi"G""##$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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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日均饮奶份数在父母最高文化程度与

儿童青少年 <W;G评分关系中为部分中介作用

!! l"G""##$ 中介效应为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

比例为 JGLJf$ 日均饮奶份数在家庭月收入和儿

童青少年 <W;G评分关系的中介效应值为 i"G""$

`.=0

I

!KHf12& i"G"#"" Fi"G""##$ 儿童青

少年日均饮奶份数在家庭月收入与儿童青少年

<W;G评分关系中为部分中介作用!!l"G"I@# $

中介 效 应 为 遮 掩 效 应" 占 总 效 应 的 比 例 为

HG@Lf$

表 GF不同特征人群的儿童青少年奶饮用情况

%)52'GFW(+̀(/',̀&6C)(CC&-&/'59,-,5'&-(1'(5%,-'(5(%,/'1

:9,-,5'&-(1'(51 ' !f#

Z&-Y(/.16C),(+*0(+̀(/',̀&"

$

(h$

E=0 !

T&&̀+*C-&A8&/5*

6C0(+̀(/',̀&" 6!!

IH

" !

MH

#

E=0 !

B6',+ I $KL!#""G""# "GKI h"G@$ H!I" M#

S&/)&-

!<6*1 # IM$!H#G"$# "GK$ h"G@$ i#G$J "G#HJ H!I" M# i"G$L "GL$H

!S(-+1 # III!$@GKL# "G@K h"G@$ H!I" M#

S-,)&

!2-(0,-*15966+ # J"#!HIG#I# "GKM h"G@@ iJGHI F"G""# L!J" M# iJGK@ F"G""#

!b8/(6-9(.9 15966+ # #KH!$MG@@# "G@L h"GMK H!#" M#

3-&,

!X-\,/ # #L#!$LGH## #G"# h"GMM i@G"M F"G""# L!J" M# i@GI# F"G""#

!>8-,+ # JJH!HJG$K# "G@J h"G@K $!#" M#

2,-&/'1' &)85,'(6/

!b8/(6-9(.9 15966+,/) \&+6_# "$H!$#G@M# "G@J h"G@M LIGML F"G""# $!#" M# L$GIL F"G""#

!Z&/(6-15966+ MLH!J"GLH# "GKI h"G@J H!I" M#

!b8/(6-56++&.&,/) ,\6Y& L@L!IMG$@# #G"H h"GMK L!$" M#

D681&96+) (/560&

!

'

I """ *8,/ $$L!#MG@M# "GML h"G@L HMG$I F"G""# $!"" M# HHGIJ F"G""#

! tI """ iFH """ *8,/ # #HI!$LG#H# "GK" h"G@$ H!I" M#

!

#

H """ iF@ """ *8,/ H##!I"G$M# #G"J h"G@L L!J" M#

!

#

@ """ *8,/ J@M!#HGH"# #G"# h"GM$ L!J" M#

Q\&1('*

!U&1 $$#!#MGLM# "G@# h"GM@ iIGM# "G""M H!#" M# iIGJ" "G"I#

!?6 I "HH!@IGJJ# "GK$ h"G@H H!I" M#

表 HF每周饮奶次数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儿童青少年<W;G评分的关系

%)52'HFW&)(,'(/.&CC&5'6C'9&_&&̀+*C-&A8&/5*6C0(+̀(/',̀&(/ '9&,1165(,'(6/ \&'_&&/ C,0(+*ZEZ ,/) <W;G7156-&6C59(+)-&/ ,/) ,)6+&15&/'1

;'&01 = ! K ! C| ! =K KHf12 =K3!CJj=K#

2,-&/'1' &)85,'(6/ "GJ# F"G""# i"G"J "G"#" "G#$ "G""# i"G""K i"G"#K" i"G""J iLGHMf

D681&96+) (/560& "GIL F"G""# i"G"J "G"#J "G"M "G"II i"G""M i"G"#L" i"G""I i#"GI#f

!!3++6C+(/&,--&.-&11(6/1,)O81'&) '9&,.&" .&/)&-" 8-\,/ ,/) -8-,+,-&," -&1%&5'(Y&+*G<W;" \6)*0,11(/)&a% ZEZ" 165(67&56/60(51','81G

表 !F日均饮奶份数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儿童青少年<W;G评分的关系

%)52'!FW&)(,'(/.&CC&5'6C'9&),(+*0(+̀(/',̀&(/ '9&,1165(,'(6/ \&'_&&/ C,0(+*ZEZ ,/) <W;G7156-&6C59(+)-&/ ,/) ,)6+&15&/'1

;'&01 = ! K ! C| ! =K KHf12 =K3!CJ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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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讨论

ZEZ 与儿童肥胖的相关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

家 ZEZ 与儿童肥胖呈正相关"而在发达国家则相

反$ 刘丹等)I*利用 I"#"0I"#I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

健康状况监测数据"分析了家庭相关因素与 L d#M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关系"发现母亲文化水平

高+家庭年人均收入高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呈正

相关$ 4(/1,等)J*对中低收入国家中儿童+成年男

性和成年女性的 ZEZ 与肥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系

统综述"结果表明"中+低收入国家中儿童肥胖与

ZEZ 呈正相关$ <,--(816等)$*综述了 IM 个国家的

#H@ 篇研究"结果表明在富裕国家"ZEZ 与儿童青少

年体质量状况的关系主要呈负相关"正相关关系几

乎已经消失$ 本研究发现"在分别控制儿童青少年

年龄+性别和城乡等协变量后"儿童青少年<W;G评

分与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高均呈正相关"

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日均饮奶份数为

!"GKI h"G@$#份"高于杜文雯等)#$*得到的中国九省

区 M d#M 岁儿童青少年 I""L 年人均饮奶量"但与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I"#L#-

)#H*中推荐的 #GH 份还

有很大的差距"这说明还要提高家长和学生对奶制

品的重视程度"并继续推广.学生饮用奶计划/$ 本

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青少年每周饮奶次数和日均饮

奶份数越低"与聂少萍等)#L*的研究具有一致性$ 城

市的饮奶情况优于乡村"这可能与城乡居民健康知

识和意识差异+市场条件等有关)#M i#@*

$ 奶制品对于

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和发育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加

强对于乡村儿童青少年和城市青少年的教育"提高

饮奶次数和数量$ 本研究发现"高家庭 ZEZ 与高饮

奶次数和高饮奶量相关"这与U,//,̀68+(,等)@*和聂

少萍等)#L*的研究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家庭 ZEZ 与

儿童饮食习惯有关"s(,/ 等)L*对中国两个省份 @ d

#" 岁的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在家长文化程度最低的

一组"学生营养知识和饮食行为得分最低$ 韩慧

等)#"*的研究表明"母亲文化程度越低"儿童偏食风

险越大$

本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饮奶行为与儿童青少

年<W;G评分呈负相关$ R&,1'等)#K*利用全国健康

与营养检查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儿童青少年!@ d#@

岁#食用酸奶和较高数量的乳制品与较低的身体脂

肪有关$ W66-&等)I"*发现在儿童中"乳制品摄入与

人体体脂测量指标之间关联没有一致性"在青少年

中"低水平的奶制品摄入量与高脂肪量有关$ 有随

机对照试验研究表明"奶制品中的钙能够显著降低

餐后脂反应"而钙补充剂没有这种效应)I#*

$

饮食行为是介导 ZEZ与<W;G评分关系的重要

因素$ 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低营养质量的早

餐在低 ZEZ与儿童青少年高<W;G评分关系中起部

分中介作用)II*

$ 德国的一项关于心理饮食行为对

ZEZ与<W;G评分关系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无节制

饮食!仅男性#和节制饮食在 ZEZ 与 <W;G评分关

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IJ*

$ 本研究探讨了儿童青少

年饮奶行为在家庭 ZEZ与儿童青少年<W;G评分之

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饮奶行为在家庭

ZEZ与儿童青少年<W;G评分关系中为部分中介作

用"且为遮掩效应"即在家庭 ZEZ 与儿童青少年肥

胖的关系中"儿童青少年饮奶行为为肥胖的保护因

素$ 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家庭 ZEZ 还可以通过其他

途径影响儿童青少年的 <W;G评分"为了更好地理

解家庭 ZEZ与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关系"还需要更多

的研究进行补充"尤其是在高 ZEZ 家庭中与儿童青

少年肥胖相关的危险因素研究$

本研究以每周饮奶次数和日均饮奶份数两个指

标来进行分析"互为补充"使结果更加全面可信$ 因

为衡量家庭 ZEZ的因素可能相互关联"但它们又是

不可互换的"而是部分独立和相互依存的健康决定

因素)I$*

"因此本研究中分别对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和

家庭月收入进行讨论$ 本研究优势为样本量大"并

且采用 M )饮食行为日记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回

忆偏倚$ 体质量和身高为客观测量值"避免了报告

偏倚$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为缺少父母职业变量"因

此未研究父母职业对儿童饮奶行为和肥胖的影响$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因果推断受到一定限制"未来

可继续追踪调查"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 研究采用

M )饮食行为日记法收集数据"填写问卷时间较长"

因此可能会丢失或损毁导致回收率降低$ 饮奶行

为+家庭 ZEZ 都是以自我报告为基础"因此可能会

存在报告偏倚$

本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饮奶状况还

有待提高$ 儿童青少年饮奶行为在高家庭 ZEZ 与

儿童青少年高 <W;G评分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为儿童青少年肥胖的保护因素$ 儿童青少年饮奶行

为为部分中介作用"未来还需要对其他饮食或运动

行为进行研究"以探索家庭 ZEZ 与儿童青少年 <W;

G评分关系之间的机制问题"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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