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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餐时间和频率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影响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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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逐年增加ꎬ且受遗传、饮食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影响ꎬ为了解具体进餐时间和频率

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ꎬ文章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三餐或零食的进餐时间和频率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影响的相关

研究ꎬ为防控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提供科学证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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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发展ꎬ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营养与健康
状况得到明显改善ꎬ但超重与肥胖问题不断凸显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开展的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显
示ꎬ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达到 １９. ０％ꎬ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了 ３. ２％[１] ꎮ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与遗
传、饮食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相关[２－３] ꎬ其中饮食行
为起着重要作用ꎬ包含与饮食相关的各种活动ꎬ如进
餐时间、对食物的反应与偏好、进食动机与氛围等[４] ꎮ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２０２２)»指出[５] ꎬ学龄儿童要
做到一日三餐定时定量ꎬ规律进餐ꎬ培养健康的饮食
行为ꎮ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儿童青少年三餐和零食的
进餐时间、频率对超重肥胖影响的研究ꎬ为国内开展
相关研究提供思路ꎮ

１　 进餐时间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关联

１.１　 早餐进餐时间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２２)»建
议[６] ꎬ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 ２５％ ~ ３０％ꎬ
进餐时间安排在 ６:３０—８:３０ 为宜ꎮ 随着近年来居民
生活节奏的加快ꎬ忽视早餐的儿童青少年数量明显增
加[７] ꎮ 国内外有多项研究提示ꎬ不吃早餐会增加儿童

青少年患超重肥胖的风险ꎮ 一项对 １.５ 岁日本儿童进
行的为期 １０.５ 年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８] ꎬ不吃早餐
的儿童超重肥胖风险增加了 １８％ ~ １１６％ꎬ其他研究也
报道了类似的结果[９－１０] ꎮ 也有研究显示ꎬ每周摄入早
餐的频率能预测儿童的超重或肥胖ꎮ 如 Ｏｌｓｏｎ 等[１１]

对 １０５ 名 ３ ~ １６.７ 岁美国儿童青少年开展的横断面研
究观察到ꎬ一周内吃早餐的频率每增加 １ ｄꎬ超重或肥
胖的风险降低 ３０.１％ꎬ可能与吃早餐可以调节午餐的
能量摄入ꎬ防止暴饮暴食有关[１２] ꎮ 如果儿童青少年未
吃早餐ꎬ在午餐时间会出现强烈的饥饿感ꎬ使午餐时
摄入过量的食物ꎬ而短时间内大量进食会造成体内能
量的大量储存ꎬ增加超重肥胖的可能性[１３] ꎮ

也有研究显示不吃早餐与肥胖之间没有关联ꎮ
如 Ｃｈａｍｐｉｌｏｍａｔｉ 等[１４]研究显示ꎬ儿童超重和肥胖率与
是否吃早餐无显著相关性ꎬ即使排除了潜在的混杂因
素ꎬ仍未观察到两者的关联ꎮ 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
研究者对早餐时间和频率定义不完全相同有关[１５] ꎮ
此外ꎬ儿童的睡眠时间、前一天晚餐摄入量、早餐成分
以及零食摄入等都可能对早餐进食情况产生影
响[１６－１８] ꎮ 因此ꎬ需要更加全面考虑各种可能影响早餐
进餐时间的因素ꎬ为研究早餐时间与儿童超重肥胖发
生发展的关系提供更有力的证据ꎮ
１.２　 午餐进餐时间　 午餐在一日三餐中有承上启下
的作用ꎬ不仅要补充上午消耗的能量和营养ꎬ还要为
下午的活动提供能量ꎮ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２２)»
建议[６] ꎬ午餐时间安排在 １１:３０—１３:３０ 为宜ꎬ午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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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时间较晚可能会增加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和肥胖率ꎮ 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１９]调查了１ ９６１
名葡萄牙儿童 ４ 岁时膳食摄入和 ７ 岁时体格发育情
况ꎬ结果显示ꎬ调整混杂因素后ꎬ与儿童 ４ 岁时１１:００—
１４:３０ 吃午餐相比ꎬ儿童 １５:００ 吃午餐与其 ７ 岁时的
ＢＭＩ 增加呈正相关ꎮ

有研究显示ꎬ午餐进餐较晚可能使超重肥胖的受
试者减重困难ꎮ 如 Ｇａｒａｕｌｅｔ 等[２０] 在西班牙 ４２０ 名成
年肥胖受试者中进行的减重试验结果显示ꎬ１５:００ 以
后吃午餐的人比 １５:００ 前吃午餐的人减重更少ꎮ 可能
与午餐时间晚ꎬ导致晚餐时间向后推迟较晚ꎬ能量在
体内堆积有关[２０] ꎮ 为了解吃午餐时间晚的人减肥困
难的内在机制ꎬ该团队 ２０１８ 年在 １８ 名年轻女性中开
展一项交叉随机试验发现ꎬ与 １４:００ 吃午餐的人相比ꎬ
１６:００ 吃午餐的人打乱了唾液菌群的昼夜节律ꎬ增加
了促炎菌群的数量ꎬ导致食物代谢紊乱ꎬ增加了超重
肥胖的风险[２１] ꎮ

目前关于儿童青少年午餐进餐时间与肥胖的研
究较少ꎬ且更多的关注午餐时间的能量和营养素摄入
情况与肥胖的关系ꎬ建议在儿童中进行前瞻性研究或
干预研究来明确午餐进餐时间与超重肥胖的关系ꎮ
１.３　 晚餐进餐时间　 晚餐摄入时间可能通过影响儿
童的昼夜节律ꎬ进而影响食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ꎮ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２２)»建议[６] ꎬ吃晚餐的适宜时
间为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ꎮ 国外有研究提示ꎬ晚餐进食过晚
可能会增加儿童青少年 ＢＭＩꎮ 如 Ｖｅｎｋａｔａｐｏｏｒｎａ 等[２２]

对 １６９ 名 ６ ~ １０ 岁的美国儿童进行的横断面研究显
示ꎬ在 １９:００ 之后用餐的儿童体质量指数标准化评分
(ＢＭＩ￣Ｚ)高于较早用餐的儿童ꎻ在 １８:００ 之前吃饭的
儿童中有 １８％是肥胖者ꎬ而 １９:００ 之后吃饭的儿童中
肥胖者占 ５４％ꎮ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Ｌｏｚａｎｏ 等[２３]对 ３９７ 名 ８ ~ １２
岁地中海地区儿童进行了观察性研究ꎬ根据晚餐进餐
时间的中位数将儿童分为两组ꎬ观察到 ２１:０７ 以后吃
晚饭的儿童超重肥胖的可能性是 ２１:０７ 之前吃晚饭儿
童的 ２.１ 倍ꎮ 可能与晚餐后运动量较少ꎬ能量消耗低ꎬ
多余的能量会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有关[２２] ꎮ

也有研究未观察到晚餐时间与儿童青少年超重
肥胖的关联ꎮ 如 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 等[２４]进行的一项涉及１ ６２０
名 ４ ~ １８ 岁英国儿童青少年的横断面研究显示ꎬ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 与 ２０:００ 前吃晚饭的两组儿童青少年ꎬ
调整混杂因素后ꎬ平均每日能量摄入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ꎬ提出超重和肥胖风险可能与晚餐时间无关联ꎮ 不
同研究之间的差异可能与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睡眠
时间以及运动情况有关[２５－２６] ꎮ 国内对成人开展的相
关研究较多ꎬ而缺乏儿童晚餐进餐时间与超重肥胖的
相关研究ꎮ 关于晚餐时间与儿童肥胖的研究多为横
断面调查ꎬ还需进一步开展纵向研究或干预研究ꎬ以
明确晚餐用餐时间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关系ꎮ
１.４　 零食时间　 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

物和饮料(不包括水) [６] ꎮ 处于生长期的儿童青少年
新陈代谢旺盛ꎬ合理的零食可以成为儿童青少年日常
膳食的有益补充ꎮ 然而零食时间不合理会扰乱消化
系统的正常规律ꎬ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有关ꎮ «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２２)»建议[６] ꎬ吃零食和正餐最好
间隔 １ ｈ 以上ꎬ睡前 ０.５ ｈ 之内最好不要吃零食ꎮ

国外有研究发现ꎬ不规律的吃零食会增加儿童青
少年超重肥胖的风险ꎮ Ｂｏ 等[２７]对 ４００ 名 １１ ~ １３ 岁意
大利儿童青少年进行的横断面研究显示ꎬ在调整运动
水平和总能量摄入后ꎬ每天吃零食超过 ３ 次和在晚餐
后吃零食与超重 / 肥胖呈正相关ꎮ 对英格兰 ２０ 名 １２.９
岁男童和 １８ 名 １３.１ 岁女童的研究观察到类似的结
果[２８] ꎮ 研究者提出可能与晚上吃零食增加胰岛素抵
抗ꎬ降低全身脂肪氧化ꎬ使夜间产热反应下降ꎬ出现代
谢异常和体重增加有关[２９] ꎮ

但有研究显示进食零食的时间和频率与儿童肥
胖无关联ꎮ 如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等[３０] 对英国 ８１８ 名 ４ ~ １０ 岁
儿童和 ８１８ 名 １１ ~ １８ 岁青少年的横断面研究显示ꎬ减
少零食的次数对肥胖影响无统计学意义ꎮ 国内对于
零食摄入时间与儿童肥胖关系的研究较少ꎬ而多集中
在零食种类的选择和摄入量上ꎬ今后应进一步开展零
食摄入时间与儿童超重肥胖关系的前瞻性研究或干
预研究ꎮ

２　 进餐时长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关联

进餐时长不宜过短或过长ꎬ儿童青少年应细嚼慢
咽ꎬ进餐过快可能会增加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风
险[５] ꎮ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２２)»建议[６] ꎬ早餐用餐
时长为 １５ ~ ２０ ｍｉｎꎬ午、晚餐用餐时长为 ２０ ~ ３０ ｍｉｎꎮ

有研究显示ꎬ进餐速度过快会增加儿童青少年的
ＢＭＩꎮ 如日本 ８７ 个社区开展的出生队列研究显示ꎬ持
续快速进食的儿童在 １２ 岁时的 ＢＭＩ 高于从未有过快
速进食习惯的儿童[３１] ꎮ 另一项对中国 ６６４ 名 １０ ~ １２
岁儿童开展的横断面研究呈现类似的结果[３２] ꎮ 一些
干预研究通过控制儿童每餐进食速度来控制儿童青
少年体重ꎬ为确定两者的关联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ꎮ
如 Ｓａｌａｚａｒ－Ｖｚｑｕｅｚ 等[３３] 为 ５４ 名 １２ 岁的墨西哥儿童
提供一个 ３０ ｓ 的便携式沙漏ꎬ标准化每口食物的时间
间隔ꎬ研究结果显示ꎬ坚持按照沙漏时间进食 １ 个学期
后ꎬ儿童体重下降 ( ２. ０ ± ５. ７)％ꎬ １ 年后下降 ( ３. ４ ±
４.８)％ꎻ然而ꎬ未坚持组的体重不降反升ꎮ 国内开展的
研究也报道了类似的结果[３４－３５] ꎮ 如对中国 ７ 个省份
５０ ０３７ 名 ７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的调查显示ꎬ与中等进
食速度相比ꎬ进食速度快与儿童的一般性肥胖、腹部
肥胖和腰围身高比(ＷＨｔＲ)≥０.５ 呈正相关ꎬ而进食速
度慢与以上指标呈负相关[３６] ꎮ 研究者提出儿童进食
速度过快ꎬ咀嚼时间过短ꎬ饱腹感反馈抑制作用会被
延迟ꎬ导致食欲旺盛ꎬ食物摄入量增加ꎻ而进食时间足
够长时可及时产生饱腹感ꎬ随后抑制进食ꎬ降低超重

３３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第 ４４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３ꎬＶｏｌ.４４ꎬＮｏ.４



肥胖风险[３７] ꎮ

３　 每日进餐频率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关联

有学者提出ꎬ在控制食物摄入总量的同时ꎬ适当
增加进食频率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减少饥饿感ꎬ改善
葡萄糖和胰岛素控制ꎬ从而减轻体重[３８] ꎻ进餐频率与
儿童青少年的腰围或超重肥胖呈负相关[３９－４０] ꎮ Ｒｉｔ￣
ｃｈｉｅ 等[４１]对 ２ ３７２ 名 ９ ~ １９ 岁非裔美国女生和白人女
生进行的纵向研究发现ꎬ在 １０ 年的时间里ꎬ吃饭频率
越低ꎬＢＭＩ 和腰围越大ꎮ 而 Ｊａａｓｋｅｌａｉｎｅｎ 等[４２] 对 ６ ２４７
名 １６ 岁芬兰儿童青少年的出生队列研究观察到ꎬ与每
天进餐不超过 ４ 次的儿童青少年相比ꎬ每天吃饭 ５ 次
的儿童青少年超重 / 肥胖风险降低了 ６１％ (男生) 和
４３％(女生)ꎻ调整混杂因素后ꎬ差异依然有统计学意
义ꎮ 最近对 ３ ５０４ 名希腊 １０ ~ １６ 岁儿童开展的横断面
研究呈现出类似的结果[４３] ꎮ

也有一些研究结果与此不同ꎬ显示较高的进餐频
率与儿童超重和腹部肥胖呈正相关或无关联ꎮ 如 Ｍｕ￣
ｒａｋａｍｉ 等[４４]对 ４ ３４６ 名 ６ ~ １１ 岁英国儿童的横断面研
究结果显示ꎬ较高的进食频率可增加儿童超重和腹部
肥胖的风险ꎮ 但 Ｌｉｕ 等[４５] 对 ２ ５３１ 名 ４ ~ ５ 岁嘉兴儿
童开展的为期 １０ 年的出生队列研究显示ꎬ每天用餐大
于 ６ 次的儿童超重肥胖率与用餐 ３ 次的儿童无差异ꎮ
同样对 ６ ９８５ 名 ５ ~ １７ 岁哥伦比亚儿童青少年开展的
横断面研究也显示ꎬ进餐次数与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
胖无关[４６] ꎮ 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不同研究对每餐
的定义以及零食的定义不完全相同有关ꎮ

４　 小结

综上所述ꎬ午餐时间和进餐时长与儿童青少年超
重肥胖呈正相关ꎬ而早餐时间、晚餐时间、零食时间以
及进餐频率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关联性还存在
争议ꎮ 目前国外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进展ꎬ但
国内关于进餐时间和频率与儿童超重与肥胖关系的
研究尚处于早期阶段ꎮ 建议进行更多深入且细致的
前瞻性研究和干预研究ꎬ明确进餐时间和频率对儿童
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ꎮ 同时ꎬ建议
家长和教师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２２)» [６] ꎬ纠正
学龄儿童不合理的进餐时间和频率ꎬ培养良好的饮食
行为习惯ꎬ预防和控制儿童超重肥胖ꎮ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ꎮ

参考文献

[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２０２０ 年)[Ｊ] . 营养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４２(６):５２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２０２０)[Ｊ] . Ａｃｔａ Ｎｕｔｒ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２０ꎬ４２(６):５２１.(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２] 　 ＫＲＡＬ Ｔ Ｖ.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ｐｒ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ｌｂｅｒｔ Ｊ. Ｓｔｕｎｋａｒｄ[Ｊ] .
Ｃｕｒｒ Ｏｂｅｓ Ｒｅｐꎬ２０１６ꎬ５(１):１２６－１３１.

[３] 　 ＳＵＮ Ｍꎬ ＨＵ Ｘꎬ ＬＩ Ｆꎬ ｅｔ 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２０ꎬ１７(１０):３５７１.

[４] 　 杨月欣ꎬ葛可佑. 中国营养科学全书[ Ｍ].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９:１１５４－１１６８.
ＹＡＮＧ Ｙ Ｘꎬ ＧＥ Ｋ Ｙ.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９:１１５４－１１６８.(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５] 　 中国营养学会.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２０２２) [ Ｍ]. 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２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２０２２)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中国营养学会.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２２) [ Ｍ]. 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２０２２)[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樊冠祺. ２０２１ 中国药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Ｃ].北京:中国药膳研

究会ꎬ ２０２１:４.
ＦＡＮ Ｇ Ｑ.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２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ｄｉｅｔ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Ｃ].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ｏｄꎬ ２０２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ＯＫＡＤＡ ＣꎬＴＡＢＵＣＨＩ Ｔꎬ ＩＳＯ 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ｋｉｐｐｉｎｇ ｂｒｅａｋ￣
ｆａｓｔ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１０.５￣ｙｅａ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Ｊ] . Ｉｎｔ Ｊ
Ｏｂｅｓ (Ｌｏｎｄ)ꎬ ２０１８ꎬ４２(１０):１７２４－１７３２.

[９] 　 刘学ꎬ 曹庆隽. 早餐频率及食物种类与儿童肥胖及相关慢性病的

关系[Ｊ] . 中国卫生工程学ꎬ ２０１９ꎬ１８(６):８３４－８３６.
ＬＩＵ Ｘꎬ ＣＡＯ Ｑ Ｊ.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ｔｙｐ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 . Ｃｈｉｎ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ꎬ ２０１９ꎬ１８(６):８３４－８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ＣＨＥＮ Ｓꎬ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ＤＵ Ｗ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ｓｋｉｐｐｉｎｇ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ｗｉｔｈ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Ｏｂｅｓꎬ ２０２２ꎬ１７(１１):ｅ１２９５０.

[１１] ＯＬＳＯＮ Ｊꎬ ＡＬＤＲＩＣＨ Ｈꎬ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 Ｔ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６ꎬ３０(５):４４４－４５２.

[１２] ＬＥＩＤＹ Ｈ Ｊꎬ ＲＡＣＫＩ Ｅ Ｍ.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ｒｉｃｈ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ｎ "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ｓｋｉｐ￣
ｐ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Ｏｂｅｓ ( Ｌｏｎｄ)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４ ( ７):１１２５ －
１１３３.

[１３] ＫＡＮＴ Ａ Ｋꎬ ＧＲＡＵＢＡＲＤ Ｂ Ｉ. Ｗｉｔｈｉｎ￣ｐｅｒｓ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ꎬ 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ａｔ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ｎ ｄａｙ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ＮＨＡＮＥ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Ｊ] .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５ꎬ１０２(３):
６６１－６７０.

[１４] ＣＨＡＭＰＩＬＯＭＡＴＩ Ｇꎬ ＮＯＴＡＲＡ Ｖꎬ ＰＲＡＰＡＳ Ｃ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Ｉ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６２(１):８１－８８.

[１５] ＯＮＥＩＬ Ｃ Ｅꎬ ＢＹＲＤ－ＢＲＥＤＢＥＮＮＥＲ Ｃꎬ ＨＡＹＥＳ Ｄ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Ｊ] . Ｊ Ａｃａｄ Ｎｕｔｒ Ｄｉｅｔꎬ ２０１４ꎬ１１４(１２):Ｓ８－Ｓ２６.

[１６] ＢＬＯＮＤＩＮ Ｓ Ａꎬ ＡＮＺＭＡＮ－ＦＲＡＳＣＡ Ｓꎬ ＤＪＡＮＧ Ｈ Ｃ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ｅａｋ￣
ｆａｓ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ｎ ｕｐ￣
ｄａｔ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Ｏｂ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１１(５):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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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第 ４４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３ꎬＶｏｌ.４４ꎬ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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