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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某县农村地区 9~10 岁儿童膳食模式与
生长发育和肥胖的关系
戴一鸣，王铮，丁佳韵，张济明，郭剑秋，张沁雨，张磊，许思楠，邬春华，常秀丽，周志俊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2

摘要 ：

［背景］　学龄期儿童肥胖现状日益严峻，膳食模式作为衡量膳食情况的综合指标，是影响儿
童肥胖的重要因素。

［目的］　总结农村地区学龄期儿童的膳食模式，评价其与儿童生长发育和肥胖的关系。

［方法］　选取 “ 射阳小型出生队列 ” 中 481 名 9~10 岁随访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24 h 膳食
回顾调查法收集膳食资料，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儿童膳食模式进行分析，并将膳食模式因子
得分按三分位数定义为 T1、T2、T3 三个水平 ；测量学龄期儿童的体格生长指标，并使用广
义线性模型评估膳食模式因子得分与儿童身体质量指数（BMI）-Z 评分（经年龄、性别校正
的 BMI，肥胖评价指标）的关系，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评估膳食模式因子得分与儿童肥胖
的关系。

［结果］　本次研究中，学龄期儿童的肥胖检出率为 17.26%。因子分析法提取 5 种膳食模式，累
计贡献率为 58.46%，分别为蔬菜蛋类、油脂肉类、谷薯油脂类、水果肉类、富含维 A 蔬果类。
5 种膳食模式 T3 组之间的能量及营养素的摄入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广义线
性模型显示 ：与谷薯油脂类因子得分 T1 组相比，T3 组儿童的 BMI-Z 评分更低（全体，T3 ：T1，
b=-0.44，95% CI ：-0.74~-0.15），性别分层分析发现女童中也有此关联（女童，T2 ：T1，b=-0.41，
95% CI ：-0.78~-0.04 ；女童，T3 ：T1，b=-0.39，95% CI ：-0.77~-0.01）；水果肉类膳食模式与
儿童 BMI-Z 评分呈正相关（全体，b=0.16，95% CI ：0.01~0.31）。logistic 回归模型显示 ：富含维
生素 A 蔬果类膳食模式的因子得分与儿童肥胖发生风险呈负相关（全体，OR=0.46，95% CI ：
0.27~0.77，P < 0.05 ；女童，T2 ：T1，OR=0.25，95% CI ：0.06~1.00，P < 0.05）。

［结论］　该地学龄期儿童肥胖检出率较高。谷薯油脂类膳食模式不利于儿童体格的健康生
长，而水果肉类膳食模式与之相反，富含维生素 A 蔬果类的膳食模式与低肥胖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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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Obesity among school-age children is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Dietary 
pattern, as a comprehensive index to measure the dietary intak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childhood obe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to analyze dietary patterns and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of 
dietary patterns with physical growth and obesity in rural school-age children. 

[Methods] A total of 481 children aged 9-10 years in Sheyang Mini Birth Cohort were enrolled. 
Dietary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using 24-h dietary recall survey. A facto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fine dietary patterns, and dietary pattern score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y tertiles (T1, T2, T3; from low to high levels). Anthropometric indicators were measured and 
a generalized line model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dietary patterns and 
body mass index (BMI)-Z scores (a measure of obesity defined by sex- and age- standardized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riteri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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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etary patterns and children obesity. 

[Result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obesity was 17.26% in selected school-age children. Five dietary patterns were identified by the factor 
analysis, explaining 58.46% of the diet variation, including vegetables and eggs, oil and meat, cereals and oil, fruit and meat, vegetables 
and fruit rich in vitamin A patterns, respectively. The intakes of energy and nutr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T3 groups of 
the five dietary patterns (P < 0.05). The results of generalized line model showed that the children of the cereals and oil pattern T3 group 
had a lower BMI-Z score compared with the T1 group (total, T3 : T1, b=-0.44, 95% CI: -0.74 - -0.15), and the associations were also found 
in girls (T2 : T1, b=-0.41, 95% CI; -0.78 - -0.04; T3 : T1, b=-0.39, 95% CI: -0.77 - -0.01); the fruit and meat patter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BMI-Z score (total, b=0.16, 95% CI: 0.01-0.31).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factor score of 
vegetables and fruit rich in vitamin A pattern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isk of obesity (total, OR=0.46, 95% CI: 0.27-0.77, P < 0.05; 
girls, T2 : T1, OR=0.25, 95% CI: 0.06-1.00, P < 0.05).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rate of obesity among selected school-age children is high. Contrast to the fruit and meat pattern, the cereals and 
oil pattern is detrimental to children’s growth. The vegetables and fruit rich in vitamin A pattern is related to a low prevalence rate of obesity.

Keywords: school-age; child; obesity; dietary pattern; factor analysis

儿童青少年肥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
题之一［1］，对儿童青少年的体格生长与身心健康都
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儿童期肥胖不仅会导致慢性疾
病［2］、睡眠呼吸障碍［3］和抑郁症［4］等问题，还会促
进成年期肥胖［5］，因此预防儿童肥胖至关重要。除遗
传因素外，儿童肥胖还受到环境、生活方式及膳食因
素的影响［6］。其中，儿童日常膳食摄入与饮食习惯对
其健康和生长发育具有重要影响，而膳食模式能够
更为全面地反映食物选择及饮食习惯，从而更好地
探究膳食与儿童健康的关联性［7-8］。研究表明，儿童
的膳食模式与儿童超重肥胖存在一定关联［9］，但由
于国家、地区、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各地不同人群的
膳食模式存在差异［10］，而学龄期儿童膳食模式与体
格生长和肥胖关系的研究因为饮食差异结论尚不一
致，因此利用儿童的膳食数据分析当地学龄期儿童
的膳食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分析农村地
区学龄期儿童膳食模式，探究其与儿童生长发育和
肥胖的关系，为开展健康营养膳食指导和预防儿童
肥胖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 射阳小型出生队列 ” 随访数
据［11］。课题组于 2009 年 7 月 —2010 年 1 月在江苏射
阳当地妇产科医院纳入 1 303 名孕妇建立出生队列，旨
在研究环境因素与儿童生长发育的关系，并在 2019 年
8 月对队列中的调查对象进行随访，9~10 岁儿童及其
抚养人共同接受了调查。本研究获得 513 名儿童的随
访资料，排除社会人口学信息不全者 18 人，体格数据
不全者 3 人，膳食调查缺失者 1 人，能量摄入异常者

10 人（根据标准人能量摄入异常与 10 岁儿童能量需要
量折算，即 24 h 能量摄入量低于 1 821 kJ 或高于 20 059 kJ

的儿童），最终纳入 481 名儿童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本
研究项目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
批准（批件号 ：IRB#2021-02-0875），知情同意书由调
查对象接受随访调查时签署。
1.2   问卷调查

随访调查使用自编问卷收集儿童的基本信息、
运动情况、睡眠情况、家庭情况、口味偏好 ；孕期相
关信息通过调取孕期问卷调查得到。使用 24 h 膳食
回顾调查法收集儿童过去 24 h 内摄入的全部食物信
息。自编问卷调查与 24 h 膳食调查均由课题组经培
训考核合格的调查员询问，由儿童与其抚养人共同
回答。
1.3   膳食模式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食
物成分数据库《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一册）》［12］，对收
集的食物消费量数据计算能量和营养素摄入值。根据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标准［13］，将拆分好的食物分
为 10 大类，分别为谷物根茎类、富含维生素 A 的蔬果、
其他水果、其他蔬菜、坚果豆类、油脂类、肉类、奶制
品类、蛋类、其他食物，对每一大类食物每种食物的
摄入质量进行加和，得到每类食物摄入的总重量，进
一步进行因子分析。其中，富含维生素 A 的蔬果定义
为每 100 g 食物的视黄醇当量大于 120 或视黄醇活性
大于 60 的蔬果和每 100 g 蔬果类饮品的视黄醇当量大
于 60 或视黄醇活性大于 30 的蔬果饮品。
1.4   体格指标调查

使用身高体重仪对儿童的身高、体重进行测量，
儿童测量时需脱鞋，着单衣立于身高体重仪上，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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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员记录数据，分别精确到 0.1 cm 与 0.01 kg，并计算
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的标准［14］对 BMI 进行性别年龄校正，将 BMI-Z

评分大于 2 的儿童定义为肥胖儿童。同时使用国际肥
胖工作组、我国的专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肥胖的判
定，并比较不同标准的肥胖率。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 EpiData 3.1 录入问卷，采用 SAS 9.4 进行数
据分析。使用频数百分比或均值标准差描述调查对象
在不同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分布情况，采用 Wilcoxon 秩
和检验或卡方检验比较肥胖与非肥胖儿童在不同社
会人口学因素中的分布是否有差异 ；采用因子分析
法对调查对象摄入的 10 大类食物进行分析，提取膳
食模式，根据 KMO 检验统计量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
判定是否符合因子分析的条件，以矩阵特征根 >1、碎
石图确定保留的共同因子数，采用最大正交旋转法，
确定各类食物的因子载荷数，以因子载荷数（即该类
食物与膳食的相关程度）>0.30 确定各公因子（膳食模
式）的主要支配变量（食物组）［15］，结合营养知识对
不同膳食模式进行解释。通过回归方法计算每个调查
对象在各类膳食模式中的因子得分，因子得分为正表
示该膳食模式食物特性的高消耗，因子得分为负则表
示该膳食模式食物特性的低消耗，即因子得分越高表
示该调查对象越趋向于该种膳食模式。将膳食模式因

子得分按三分位数分为低、中、高 3 个水平，依次为
T1、T2、T3，使用中位数与三分位数描述不同膳食模式
高水平组的能量与营养素摄入量，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分析不同膳食模式高水平组之间的能量与营养
素摄入是否具有差异，并进行性别分层分析。采用广
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膳食模式的因子得分与调
查对象的 BMI-Z 评分的关系，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
型讨论不同膳食模式的因子得分与儿童肥胖发生风
险的关系，并根据因子得分分组进行趋势分析。模型
的协变量通过查阅既往文献与生物学相关机制进行
筛选纳入。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在 481 名学龄期儿童中，男、女童人数分别为 253

（52.60%）和 228（47.40%），月 龄 为 118.77（117.32，
120.64）月，其 中 有 83 名（17.26%）肥 胖 儿 童，肥 胖
儿童与非肥胖儿童在性别的分布上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 义（P < 0.001）。使 用 国 际 肥 胖 工 作 组、我 国 的 专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判定，肥胖率分别为 8.94%、
17.67% 和 19.33%，结果详见补充材料表 S1。肥胖儿童
与非肥胖儿童在被动吸烟、运动、睡眠、家庭年收入、
母亲孕前 BMI、母亲教育水平方面的分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481 名农村地区学龄期儿童的基本情况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481 school-age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项目
Characteristic

分类
Category

合计（Total）
［M（P25，P75） / N（%）］

肥胖儿童（Obese child）
［M（P25，P75）/N（%）］

非肥胖儿童（Non-obese child）
［M（P25，P75） / N（%）］ P*

性别（Sex） 男（Boy） 253（52.60） 67（80.72） 186（46.73） <0.001

女（Girl） 228（47.40） 16（19.28） 212（53.27）
年龄 / 月（Age/months） 118.77（117.32，120.64） 118.83（116.99，121.03） 118.77（117.32，120.54） 0.617

被动吸烟（Passive smoke） 是（Yes） 227（47.19） 40（48.19） 187（46.98） 0.841

否（No） 254（52.81） 43（51.81） 211（53.02）
运动 /（h· 周 -1）［Exercise/（h·week-1）］ ≤ 3 157（32.64） 25（30.12） 132（33.17） 0.846

3~7 166（34.51） 29（34.94） 137（34.42）
>7 158（32.85） 29（34.94） 129（32.41）

睡眠 /（h·d-1）［Sleep duration/（h·d-1）］ ≤ 7 15（3.12） 4（4.82） 11（2.76） 0.165

7~9 262（54.47） 51（61.45） 211（53.02）
>9 204（42.41） 28（33.73） 176（44.22）

家庭年收入 / 万元（Annual household income/105 yuan） ≤ 5 156（32.43） 27（32.53） 129（32.41） 0.984

5~10 166（34.51） 28（33.73） 138（34.67）
>10 159（33.06） 28（33.73） 131（32.91）

母亲孕前 BMI/（kg·m-2）［Pre-pregnancy BMI/（kg·m-2）］ 21.26（19.53，23.50） 22.04（19.53，23.73） 21.22（19.53，23.73） 0.330

母亲受教育年限 / 年（Maternal education level/years） ≤ 9 340（70.69） 57（68.67） 283（71.11） 0.658

>9 141（29.31） 26（31.33） 115（28.89）
合计（Total） 481（100.00） 83（17.26） 398（82.74）

［注］* ：使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或卡方检验。
［Note］*: By Wilcoxon rank sum test or chi-squar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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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膳食模式
因子分析的 KMO 检验统计量与 Bartlett’s 球形检

验的结果表明各个食物分组具有相关性，适宜做因子
分析。以矩阵特征根 >1、碎石图确定保留 5 个共同因
子，累计贡献率为 58.46%，根据 5 种膳食模式的特点
分别命名为 ：蔬菜蛋类、油脂肉类、谷薯油脂类、水
果肉类、富含维 A 蔬果类。各膳食模式及其食物类别
的载荷因子详见表 2。

表 2   农村地区学龄期儿童 5 种膳食模式及其因子载荷
Table 2   Five dietary patterns and their factor loads of 

school-age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食物类别
Food class

蔬菜蛋类
Vegetables & 

eggs

油脂
肉类
Oil & 
meat

谷薯油
脂类

Cereals 
& oil

水果
肉类

Fruit & 
meat

富含维 A
蔬果类

Vegetables 
& fruit rich 
in vitamin A

谷物根茎类
Cereals，roots and tubers

0.170 -0.127 0.537* -0.060 0.189

富含维生素 A 蔬果
Fruits and vegetables rich 
in vitamin A

0.028 0.117 0.160 -0.019 0.800*

其他水果
Other fruits

-0.025 0.069 -0.120 0.660* 0.105

其他蔬菜
Other vegetables

0.641* 0.118 -0.169 -0.029 0.012

坚果豆类
Legumes，pulses，and 
nuts

-0.002 0.103 -0.240 -0.504 0.193

油脂类
Oils and fats

0.091 0.437* 0.363* -0.039 -0.476

肉类
Meat，poultry，and fish

0.077 0.534* -0.140 0.335* 0.115

奶制品类
Dairy

0.169 -0.054 -0.533 -0.039 0.012

蛋类
Eggs

0.568* -0.040 0.106 0.018 0.008

其他类
Other food

-0.046 0.526* 0.013 -0.238 0.069

贡献率 /%
Contribution rate/%

13.89 12.02 11.38 10.99 10.19

［注］* ：载荷因子 >0.3，为膳食模式的主要支配变量。
［Note］*: Load factor >0.3 is identified as the dominant variable of a 

dietary pattern.

2.3   不同膳食模式的能量与营养素摄入特征
Kruskal-Wallis H 检验结果表明，5 种膳食模式高

水平组之间儿童摄入的能量及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的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5）。其中，富
含维生素 A 蔬果类膳食模式的能量摄入量中位值最
高，为 1 812.3 kJ ；油脂肉类（中位值为 1 764.2 kJ）与
谷薯油脂类（中位值为 1 592.8 kJ）两种膳食模式次

之 ；水果肉类膳食模式的能量摄入量中位值最低，
为 1 374.4 kJ。富含维生素 A 蔬果类膳食模式的蛋白
质、脂肪与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都较高，中位值分别为
79.1、36.4、272.4 g，而油脂肉类膳食模式的蛋白质和
脂肪摄入量中位值最高，分别为 83.7、42.9 g ；谷薯油
脂类膳食模式的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中位值最低，分
别为 61.1、29.8 g ；水果肉类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中
位值最低，为 188.1 g。将所有调查对象性别分层分析
后，摄入能量及 3 种宏量营养素的差异仍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男童中，富含维生素 A 蔬果类膳食
模式的能量摄入量中位值仍最高，为 1 904.8 kJ ；女童
中，油脂肉类膳食模式的能量摄入量中位值最高，为
1 719.3 kJ。在男童和女童的分层分析中，5 种膳食模
式的 3 种宏量营养素摄入量中位值大小关系与全体调
查对象一致。结果详见补充材料表 S2。此外，5 种膳
食模式中，富含维生素 A 蔬果类膳食模式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1、维生素 C 和钙、铁、锌等微量元素摄入量
都较为均衡充足，结果详见补充材料表 S3。
2.4   膳食模式与儿童 BMI-Z 评分的关系

采用广义线性模型，经过性别、年龄、被动吸烟、
运动分组、睡眠分组、家庭年收入及性别与因子得
分交互项校正后，结果显示 ：与谷薯油脂类膳食模
式 T1 组相比，T3 组儿童的 BMI-Z 评分更低（b=-0.44，
95% CI ：-0.74~-0.15，P < 0.05）；水果肉类膳食模式
的因子得分与儿童的 BMI-Z 评分呈正相关（b=0.16，
95% CI ：0.01~0.31，P < 0.05）。性别分层分析结果发现，
在 谷 薯 油 脂 类 膳 食 模 式 中，T2 组（b=-0.41，95% CI ：
-0.78~-0.04，P < 0.05）与 T3 组（b=-0.39，95% CI ：-0.77~ 

-0.01，P < 0.05）的女童 BMI-Z 评分均低于 T1 组。经趋
势性检验，仅发现谷薯油脂类膳食模式因子得分与儿
童 BMI-Z 评分有关联（P < 0.05）。见表 3。
2.5   膳食模式与儿童肥胖的关系

经性别、年龄、被动吸烟、运动分组、睡眠分组、
家庭收入、母亲孕前 BMI、性别和因子得分的交互项
校正后，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富含维生素 A 蔬果
类膳食模式的因子得分与儿童肥胖发生风险呈负相
关（OR=0.46，95% CI ：0.27~0.77，P < 0.05）。在 性 别 分
层分析中，与富含维生素 A 蔬果类膳食模式 T1 组相比，
T2 组与儿童肥胖的发生呈负相关（OR=0.25，95% CI ：
0.06~1.00，P < 0.05）。未发现其他膳食模式与儿童肥
胖发生风险的关联。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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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村地区学龄期儿童不同膳食模式与儿童 BMI-Z 评分的
关系［b（95% CI）］

Table 3   Associations between various dietary patterns and BMI-Z 
score among school-age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b (95% CI)]

膳食模式
Dietary pattern

全体 a

Total
男孩 b

Boy
女孩 b

Girl

蔬菜蛋类
Vegetable & eggs

因子得分
Factor score

0.10（-0.08，0.29） 0.11（-0.09，0.30） 0.07（-0.07，0.21）

T1 参考（Ref） 参考（Ref） 参考（Ref）

T2 0.04（-0.25，0.33） 0.05（-037，0.47） -0.04（-0.44，0.35）

T3 0.18（-0.11，0.47） 0.29（-0.15，0.72） 0.05（-0.33，0.43）

P-trend 0.187 0.205 0.768

油脂肉类
Oil & meat

因子得分
Factor score

0.11（-0.07，0.29） 0.11（-0.09，0.30） 0.02（-0.13，0.17）

T1 参考（Ref） 参考（Ref） 参考（Ref）

T2 -0.16（-0.45，0.14） -0.30（-0.73，0.13） 0.03（-0.37，0.42）

T3 -0.004（-0.30，0.29） -0.02（-0.46，0.42） 0.001（-0.38，0.38）

P-trend 0.962 0.912 0.999

谷薯油脂类
Cereals & oil

因子得分
Factor score

-0.15（-0.32，0.01） -0.15（-0.33，0.03） -0.10（-0.25，0.05）

T1 参考（Ref） 参考（Ref） 参考（Ref）

T2 -0.28（-0.57，0.01） -0.19（-0.63，0.24） -0.41（-0.78，-0.04） *

T3 -0.44（-0.74，-0.15） * -0.46（-0.90，-0.03） -0.39（-0.77，-0.01） *

P-trend 0.016 0.037 0.041

水果肉类
Fruit & meat

因子得分
Factor score

0.16（0.01，0.31）* 0.17（0.01，0.33） -0.002（-0.18，0.17）

T1 参考（Ref） 参考（Ref） 参考（Ref）

T2 0.25（-0.05，0.54） 0.22（-0.20，0.65） 0.21（-0.19，0.60）

T3 0.16（-0.13，0.45） 0.25（-0.18，0.68） 0.07（-0.32，0.46）

P-trend 0.208 0.233 0.798

富含维 A 蔬果类
Vegetable & fruit 
rich in vitamin A

因子得分
Factor score

0.03（-0.16，0.23） 0.05（-0.16，0.26） -0.005（-0.14，0.13）

T1 参考（Ref） 参考（Ref） 参考（Ref）

T2 0.05（-0.24，0.34） 0.12（-0.32，0.56） -0.02（-0.41，0.37）

T3 0.14（-0.15，0.44） 0.27（-0.17，0.71） 0.01（-0.38，0.39）

P-trend 0.266 0.231 0.968

［注］a ：模型纳入性别、年龄、被动吸烟、运动分组、睡眠分组、家庭
年收入、母亲孕前 BMI、因子得分、因子得分与性别交互项 ；b ：
模型纳入年龄、被动吸烟、运动分组、睡眠分组、家庭年收入、母
亲孕前 BMI、因子得分 ；* ：P < 0.05。

［Note］a: Adjusted by sex, age, passive smoking, exercise, sleep situation,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pre-pregnancy BMI, factor score, and 

factor score-sex interaction; b: Adjusted by age, passive smoking, 

exercise, sleep situation,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pre-pregnancy 

BMI, and factor score. *: P < 0.05.

表 4   农村地区学龄期儿童不同膳食模式与肥胖发生风险的
关系［OR（95% CI）］

Table 4   Associations between various dietary patterns and the risk 
of obesity among school-age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OR (95% CI)]

膳食模式
Dietary pattern

全体 a

Total
男孩 b

Boy
女孩 b

Girl

蔬菜蛋类
Vegetable & eggs

因子得分
Factor score

1.11（0.86，1.42） 0.99（0.70，1.40） 1.23（0.85，1.79）

T1 1 1 1

T2 1.02（0.66，1.57） 1.49（0.75，2.95） 0.60（0.15，2.41）
T3 0.97（0.65，1.47） 1.16（0.56，2.42） 0.78（0.23，2.70）
P-trend 0.927 0.658 0.728

油脂肉类
Oil & meat

因子得分
Factor score

0.33（0.07，1.68） 0.16（0.01，2.25） 0.63（0.07，5.72）

T1 1 1 1

T2 1.12（0.74，1.71） 1.85（0.92，3.73） 1.14（0.29，4.51）
T3 1.12（0.75，1.67） 1.01（0.49，2.08） 1.64（0.44，6.13）
P-trend 0.353 0.991 0.451

谷薯油脂类
Cereals & oil

因子得分
Factor score

0.96（0.65，1.43） 0.99（0.68，1.44） 1.00（0.50，2.01）

T1 1 1 1

T2 1.14（0.75，1.73） 1.49（0.76，2.93） 0.92（0.25，3.36）
T3 0.79（0.52，1.22） 0.70（0.33，1.47） 0.86（0.24，3.07）
P-trend 0.398 0.391 0.816

水果肉类
Fruit & meat

因子得分
Factor score

0.94（0.54，1.62） 1.43（0.98，2.08） 0.66（0.23，1.90）

T1 1 1 1

T2 1.06（0.70，1.59） 1.51（0.74，3.08） 0.72（0.20，2.61）
T3 0.99（0.65，1.50） 1.77（0.87，3.61） 0.67（0.18，2.50）
P-trend 0.933 0.106 0.553

富含维 A 蔬果类
Vegetable & fruit 
rich in vitamin A

因子得分
Factor score

0.46（0.27，0.77）* 0.81（0.49，1.34） 0.27（0.11，0.68）

T1 1 1 1

T2 0.80（0.49，1.30） 0.97（0.47，1.98） 0.25（0.06，1.00）*

T3 0.85（0.52，1.39） 0.91（0.45，1.87） 0.32（0.08，1.26）
P-trend 0.095 0.800 0.057

［注］a ：模型纳入性别、年龄、被动吸烟、运动分组、睡眠分组、家庭
年收入、母亲孕前 BMI、因子得分、因子得分与性别交互项 ；b ：
模型纳入年龄、被动吸烟、运动分组、睡眠分组、家庭年收入、母
亲孕前 BMI、因子得分 ；* ：P < 0.05。

［Note］a: Adjusted by sex, age, passive smoking, exercise, sleep situation,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pre-pregnancy BMI, factor score, 

and factor score-gender interaction; b: Adjusted by age, passive 

smoking, exercise, sleep situation,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pre-

pregnancy BMI, and factor score. *: P < 0.05.

3   讨论
本研究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性别 - 年龄 -BMI

参考值进行肥胖判定，儿童的肥胖率为 17.26%。有研
究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儿童的肥胖发生率较低［16］，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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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地区为江苏北部农村，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
低。此外，该研究人群的年龄与父母教育水平较低也
可能是导致肥胖发生率较高的原因［17］。本研究发现
男童的肥胖率较女童高，与 Zhang 等［18］对江苏省的研
究结果一致，这一性别差异可能与男童女童的生活方
式差异、遗传基因有关［19-20］。因而，应加强对男童膳
食情况的关注，预防肥胖发生。

本研究使用 24 h 膳食回顾调查法和因子分析法来
调查膳食数据和分析膳食模式，发现该地区学龄期儿
童的膳食模式主要可以归类为 5 种 ：蔬菜蛋类、油脂肉
类、谷薯油脂类、水果肉类、富含维生素 A 蔬果类。其
中，油脂肉类与谷薯油脂类两种膳食模式的儿童对油
脂类食物的摄入较多，从食物中获得的脂肪与碳水化
合物都较多，这一结果与韩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21］

研究中的西方现代型膳食模式的结果一致。Zhen 等［22］

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现代膳
食模式伴随小麦制品、肉类、快餐等食物的摄入，也
增加了儿童青少年的脂肪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此
外，本研究中表现为水果肉类膳食模式的儿童的能
量、脂肪、碳水化合物摄入量较低，而蛋白质摄入量
较高，此外，富含维生素 A 蔬果类膳食模式的儿童从
食物中获取的能量及营养素更为均衡，这一膳食模式
与孟凡顺等［23］研究中的均衡膳食模式与 Zhen 等［22］

研究中的传统膳食模式相类似。
广义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发现谷薯油脂类膳食模

式与儿童身体质量指数呈负相关，而水果肉类膳食模
式因子得分与儿童 BMI 呈正相关，这表明高油脂的膳
食摄入在儿童青少年期会影响儿童的正常健康生长，
而相对均衡的水果肉类膳食模式提供了更多的蛋白
质，更加有利于儿童的体格生长。Magriplis 等［24］的研
究也强调均衡的膳食模式更有利于学龄期儿童的健
康生长，本研究结果与之一致。本研究 logistic 回归模
型结果显示 ：富含维生素 A 类蔬果类膳食模式儿童
的肥胖发生率较低，女童中亦是如此。一项黎巴嫩的
横断面研究表明，谷物奶类蔬果均衡膳食模式的学龄
前儿童发生肥胖的风险更低［25］，与本研究中以富含维
生素 A 类蔬果膳食模式的结果一致。此外，Liu 等［9］对
2010—2012 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调查结果发
现高能量摄入的西方膳食模式儿童肥胖发生率更高，
Dalrymple 等［26］在 3 岁儿童中发现精加工食品及零食为
主的膳食模式与儿童较高的肥胖风险存在相关，本研
究中油脂肉类膳食模式的分组分析结果也具有该趋势，

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研究的人群选择与年
龄阶段不同有关。但本研究结果也提示学龄期儿童应
避免高油脂高能量的膳食模式，选择均衡的膳食模式，
有益于健康生长发育，降低肥胖的发生风险。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研究人群来源于
出生队列的随访数据，虽然控制孕期的影响因素，但
由于是横断面研究，不能揭示膳食模式与儿童肥胖的
因果联系 ；本次研究仅收集了儿童 24 h 的膳食信息，
在评价膳食模式与肥胖关系时有局限性 ；此外，对膳
食模式的总结仅依靠研究者已有的营养知识，具有一
定的主观性。今后拟开展更为精确的膳食调查，如膳
食干预等，利用食物份的概念总结膳食质量，以进一
步探索膳食模式与儿童生长发育和肥胖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总结了江苏某县农村地区学龄期儿
童的膳食模式，发现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的谷薯油脂
类膳食模式不利于儿童体格的健康生长，而均衡的水
果肉类膳食模式与之相反，富含维 A 蔬果类的膳食模
式与低肥胖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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