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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小学生营养综合干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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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价浙江省义乌市小学生营养综合干预效果，为预防和控制儿童营养不良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随

机抽样方法抽取义乌市4所小学的三~五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纳入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实施营养健康教育、

身体活动促进、营养供餐支持和创建校园支持环境的综合干预措施，对照组不施加任何干预。分别在干预前和干预后1
年调查两组小学生的营养健康知识知晓情况、饮食行为和营养状况，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干预效果。结果 纳入879
人，其中干预组 440人，男生 243人，女生 197人，男女性别比为 1∶0.81，年龄为（10.47±0.99）岁；对照组 439人，

男生244人，女生195人，男女性别比为1∶0.80，年龄为（10.35±1.02）岁。干预后，干预组小学生“食物分类”“食

物提供的7种营养素”“平均每天至少应吃12种食物”“每天食盐摄入量不宜超过6 g”“营养早餐的食物组成”“纯牛奶

的营养标签”“每天体育活动时间应不少于60 min”“太胖或太瘦都会损害健康”的知晓率和早餐食物种类≥3种比例提

高幅度大于对照组（均P<0.05）；营养正常比例提高幅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实施营

养综合干预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小学生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改善饮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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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rehensive nutrition intervention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
dents in Yiwu City,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malnutrition control among children. Methods Grade 3 to 5 stu⁃
dents were sampled from four primary schools in Yiwu City using a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nd randomly as⁃
sign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inter⁃
ventions, including nutritional health education,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ies, nutritional meal support and creation of
a nutritional campus, whil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no interventions. The awareness of nutritional
health knowledge, dietary behaviors and nutritional status were compared in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rior to in⁃
terventions and one year following intervent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was evaluated using generalized es⁃
timating equations. Results Totally 879 students were enrolled. There were 440 stud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in⁃
cluding 243 males and 197 females, with a male to female ratio of 1︰0.81 and a mean age of (10.47±0.99) years;
and there were 439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244 males and 195 females, with a male to female ratio of
1 ︰ 0.80 and a mean age of (10.35 ± 1.02) years. Following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s, the awareness of “type of
food”, “seven nutriments from food”, “eating at least 12 types of food daily”, “less than 6 g of daily salt in⁃
take”, “food composition in nutritional breakfast”, “nutritional labels of pure milk”, “no less than 60 min of dai⁃
ly exercise duration” and “too fat or too thin may threaten health”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3 and
more types of food in breakfas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mong stud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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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ll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normal nutri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comprehensive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s may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awareness of nutri⁃
tion health knowledge and improve dietary behavior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student; nutrition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effect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营养与健康状况有了较大

改善，但依然存在生长发育迟缓、低体重和多种微量

营养素缺乏现象，同时超重肥胖的发生率迅速增长，

处于高流行水平［1-3］。2016 年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省

义乌市儿童青少年存在的主要营养健康问题是消瘦与

超重肥胖并存、贫血及维生素 D 缺乏［4］。儿童青少

年时期不仅是生长发育的快速期，也是饮食行为形成

的关键期，提高营养知识水平，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尤

为重要。2017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所受国

家卫生计生委委托，在全国 8 个地区开展“营养校

园”试点项目，通过实施一系列营养综合干预措施培

养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和控制营养不

良［5］。本研究参考“营养校园”试点项目总体方案

的干预措施，对义乌市小学生进行营养综合干预，评

价干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义乌市 4 所

小学三~五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随机分配入干预组

和对照组。调查对象及其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营养综合干预 参考“营养校园”试点项目总

体方案［5］，干预措施包括：（1）营养健康教育。每

学期向学生发放 2 次营养宣传材料，组织至少 1 次

营养主题活动，开展 2 次营养健康主题课。（2）身

体活动促进。由体育老师或班主任组织学生进行身体

活动，每日至少 60 min。（3）营养供餐支持。每学

期组织食堂工作人员开展合理配餐、科学烹饪和食品

安全培训，采用学生电子营养师软件辅助配餐。（4）
创建校园支持环境。校园内张贴营养健康主题宣传材

料。对照组不实施任何干预。干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2021 年 5 月。

1.2.2 干预效果评价 干预前后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

和体格检查收集调查对象资料。参考“营养校园”试

点项目总体方案设计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性别、

年龄、班级、营养健康知识知晓情况和饮食行为情

况。其中早餐食物种类包括谷薯类、肉蛋类、奶豆类

和果蔬类［6］。由校医和调查人员根据 GB/T 26343—
2010《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7］测量身高和体重，

计算体质指数（BMI）。参考 WS/T 456—2014《学龄

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8］ 和 WS/T 586—2018
《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9］评估营养状况，

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为营养状况异常。比较干预组和

对照组小学生的营养健康知识知晓情况、饮食行为和

营养状况，评价干预效果。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录入数据，采

用 SPSS 17.0 软件统计分析。干预前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干预效果分析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纳入小学生 879 人，其中干预组

440 人，男生 243 人，女生 197 人，男女性别比为

1∶0.81，年龄为（10.47±0.99）岁；对照组 439 人，

男生 244 人，女生 195 人，男女性别比为 1∶0.80，
年龄为（10.35±1.02）岁。

2.2 营养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干预前，除“营养早

餐的食物组成”外，两组小学生其他各项营养健康知

识知晓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后，两组小学生各项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均提高；

除“营养早餐的食物组成”外，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除“太胖或太瘦都会损害健康”外，时间和组

间均存在交互作用，即干预组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提

高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1。
2.3 饮食行为改善情况 干预前，两组小学生早餐

食物种类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后，两组小学生早餐食物种类数均增加（P<0.05）；
时间和组间存在交互作用，干预组早餐食物种类≥3
种比例提高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4 营养状况 干预前，两组小学生营养状况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时间与组间不存

在交互作用（P>0.05）；两组小学生营养状况改善程

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3 讨 论

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干预研究多采用

单一营养课堂宣教方式［10-11］，提高儿童青少年营养

健康知识水平，促进健康行为，干预时间以 6 个月~
1 年为主，评价指标多为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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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态度持有率和健康行为养成率［11-13］。张振峰

等［12］实施“学校-家庭”联动的综合干预措施改善

中小学生超重肥胖，肥胖相关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

态度持有率和 BMI 水平均得到改善。田欢等［13］实施

以“营养课堂”和“快乐 10 分钟”活动为主的综合

干预措施，显著提高了小学生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

有效改善了营养健康态度和不良饮食行为，对预防肥

胖起到积极作用。本研究参考“营养校园”试点项目

总体方案的干预措施，开展以营养健康教育、身体活

动促进、营养供餐支持和创建校园支持环境为主的综

合干预，采用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饮食行为和营养

状况指标评价短期、中期和长期干预效果。

正确的营养健康知识是健康饮食行为的基础。干

预后，干预组小学生的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明显提

高，与赵永丽等［14］和任时等［15］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8 项营养健康知识中，除“太

胖或太瘦都会损害健康”外，干预后知晓率均低于

85%；其中“营养早餐的食物组成”知晓率最低，仅

表 1 两组小学生营养综合干预效果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mprehensive nutrition intervention effect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项目 Item

营养健康知识

Nutrition health knowledge
食物分类Type of food
食物提供的7种营养素

Seven nutrients from food
平均每天至少应吃12种食物

Eating at least 12 types of
food daily

每天食盐摄入量不宜超过6 g
Less than 6 g of daily

salt intake
营养早餐的食物组成

Food composition in
nutritional breakfast

纯牛奶的营养标签

Nutrition labels of pure milk
每天体育活动时间应不

少于60 min
No less than 60 min of

daily exercise duration
太胖或太瘦都会损害健康

Too fat or too thin may
threaten health

早餐食物种类

Types of food in breakfast
≤2
3
4

营养状况Nutritional status
正常Normal
异常Abnormal

干预组 Intervention
［n（%），n=440］
干预前

Before

66（12.50）
56（12.73）

84（19.09）

163（37.05）

24 （5.45）

304（69.09）

169（38.41）

362（82.27）

351（79.77）
75（17.05）
14 （3.18）

270（61.36）
170（38.64）

干预后

After

163（37.05）
189（42.95）

263（59.77）

304（69.09）

90（20.45）

361（82.05）

281（63.86）

397（90.23）

277（62.95）
121（27.50）
42 （9.55）

282（64.09）
158（35.91）

对照组Control
［n（%），n=439］
干预前

Before

59（15.03）
58（13.21）

93（21.18）

158（35.99）

40 （9.11）

290（66.06）

145（33.03）

345（78.59）

333（75.85）
82（18.68）
24 （5.47）

274（62.41）
165（37.59）

干预后

After

78（17.77）
71（16.17）

122（27.79）

160（36.45）

48（10.93）

308（70.16）

150（34.17）

369（84.05）

310（70.62）
98（22.32）
31 （7.06）

272（61.96）
167（38.04）

χ2 值/P值 a

1.189/0.276
0.046/0.831

0.599/0.439

0.105/0.745

4.353/0.037

0.922/0.337

2.770/0.096

1.896/0.169

3.416/0.181

0.103/0.749

Wald χ2 值/P值

组间

Group

6.793/0.009
17.395/<0.001

20.817/<0.001

33.129/<0.001

0.222/0.638

8.525/0.004

34.663/<0.001

6.178/0.013

0.139/0.709

0.031/0.860

时间

Time

71.489/<0.001
107.493/<0.001

180.787/<0.001

91.650/<0.001

47.591/<0.001

43.956/<0.001

65.342/<0.001

26.588/<0.001

44.752/<0.001

1.441/0.230

组间*时间

Group*time

40.501/<0.001
60.099/<0.001

82.014/<0.001

86.411/<0.001

27.580/<0.001

14.886/<0.001

53.701/<0.001

2.550/0.110

11.820/0.001

2.817/0.093

注：a表示干预前组间比较。Note: a, comparison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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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可能是因为涉及食物分类和营养早餐组成

要素方面的专业知识，小学生理解难度较大。提示健

康教育内容应考虑调查对象的知识水平，对重难点内

容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

保证每日早餐营养充足，可以改善认知能力，降

低超重肥胖的发生风险。一顿营养充足的早餐至少要

包含谷薯类、肉蛋类、奶豆类和果蔬类中的 3 类食

物［7］。干预后早餐食用 3 类及以上食物的学生较干

预前增加，由 20.23% 提升至 37.05%，表明综合干

预措施能够有效改善学生的早餐饮食行为。由于小学

生的早餐多由家长决定，提示应加强“学校-家庭”

联动［12］，提升家长对营养早餐的重视程度。

干预后，干预组小学生营养正常的比例略有升

高，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儿童青

少年的营养改善是一项长期和系统的工程，需要社会、

学校和家庭等多方面的支持与配合。本研究采取以合

理膳食为核心的营养健康教育、身体活动促进和营养

供餐支持等综合干预措施，对提高营养健康知识知晓

率、改善饮食行为和促进营养健康具有积极作用，有

利于预防和控制儿童青少年多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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