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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 名中小学生含糖饮料摄入情况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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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了解中小学生含糖饮料的饮用情况以及行为习惯，为开展中小学生控糖

科普宣传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某市共 1636 名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生活习惯以及过去一个月含糖饮料的饮用情况。结果 1636

名中小学生过去一个月含糖饮料平均饮用量为 195．36mL/d，男生含糖饮料饮用量高于女生，小

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含糖饮料饮用量依次增加，消瘦学生和肥胖超重学生含糖饮料饮用量高于

BMI 正常学生（P<0．05）；平均每天从含糖饮料中摄入的糖为 30．96g，小学生、高中生、初中生

摄入的糖量比较差异显著（P<0．05）；平均每天从含糖饮料中摄入的能量为 312．83kJ，占平均每

天摄入总能量的 4．0%，男生摄入的能量高于女生，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摄入的能量依次增加

（P<0．05）。对影响从含糖饮料中摄入糖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母亲肥胖、母亲喜欢甜

食、经常吃快餐与其呈正相关，OR（95%CI）分别为 1．70（1．30 ～ 2．21）、1．53（1．22 ～ 1．91）、

1．57（1．25 ～ 1．97）。结论 中小学生饮用含糖饮料的行为普遍存在，应以中学生和超重肥胖以

及消瘦的学生和家长为重点，对其开展少喝高糖饮料、积极控糖的宣传教育。

【关键词】 中小学生；含糖饮料；饮用量；糖；能量

含糖饮料是指在饮料制作过程中人工添加

单糖（葡萄糖、果糖）或双糖（蔗糖、乳糖或麦

芽糖），含糖量在 5% 以上的饮料，包括含糖的碳

酸饮料、果蔬汁饮料、运动饮料、茶饮料、含乳饮

料、植物蛋白饮料和咖啡饮料等［1］。儿童青少年

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饮食行为和生活

方式形成的关键时期，有研究显示，添加糖摄入过

多会增加超重肥胖、Ⅱ型糖尿病［2］、心血管系统

疾病［3］、龋齿等疾病的发病风险。本研究通过对

中小学生进行含糖饮料饮用情况调查，为今后指

导中小学生合理膳食、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提供

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方法共抽取 7 所学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

从每个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3 个班级进行问卷

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1636 份。

1．2   调查方法和内容

1．2．1  调查方法 对学校老师经过统一培训，

集中在班级中发放调查问卷，并说明此次调查的

目的和意义以及填写要求，完成后再统一收回。

本次调查活动均获得学生及家长的知情同意。

1．2．2  调查内容 采用自行设计编制的《中

小学生含糖饮料饮用频率统计表》和《24h 膳食

回顾调查表》，《中小学生含糖饮料饮用频率统

计表》主要填写过去一个月含糖饮料的饮用频

率、饮用量和生活习惯。

1．2．3  评价标准 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每个

学生的体质指数（BMI），参照中国 2 ～ 18 岁儿

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 BMI 界值点来判定各年

龄段男女生消瘦、正常、超重和肥胖情况［4］。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 ±s）表示，分别采用

χ2 检验、t 检验，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从

含糖饮料中摄入糖的危险因素。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对

象 1636名，年龄在 9 ～ 1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3．5岁。其中，男生 877名（53．6%）、女生 759名

（46．4%），小学生 433 名（26．5%）、初中生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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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66．7%）、高中生 112 名（6．8%）。用营养

计算器计算出所有学生每天平均摄入总能量为

1899．85kcal。

2．2   中小学生含糖饮料摄入情况分析

2．2．1  不同性别每天含糖饮料摄入情况分析 

中小学生平均每天含糖饮料的饮用量是 195．36mL，

男生高于女生（P<0．05）；平均每天从含糖饮料中

摄入能量 312．83kJ，男生高于女生（P<0．05）。见

表 1。

2．2．2  不同年龄段每天含糖饮料摄入情况分

析 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平均每天含糖饮料

的饮用量依次增加（P<0．05）；平均每天从含糖

饮料中摄入糖的量初中生为 32．17g，高中生为

29．76g，小学生为 28．24g（P<0．05）；平均每天

从中摄入的能量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依次增

加（P<0．05）。见表 2。

2．2．3  不同营养状况学生每天含糖饮料摄入情

况分析 消瘦学生和超重肥胖学生平均每天含糖饮

料饮用量显著高于 BMI 正常学生（P<0．05）。见

表 3。

2．3   影响从含糖饮料中摄入糖的含量的相关

因素分析 依据从含糖饮料中摄入糖的含量用四

分位数法分为 P0、P25、P50、P75 四组，将生活

习惯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母亲是否肥胖、

母亲是否喜欢吃甜食、是否按时进餐、是否经常

吃宵夜、油炸食品、快餐均有影响（P<0．05）。

见表 4。

2．4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从含糖饮料

中摄入的糖是否超过 25g/d 为因变量，以母亲是

否喜欢甜食、母亲是否肥胖、是否按时进餐、是

否有吃宵夜的习惯、是否经常食用油炸食品和快

餐为协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母亲肥胖、母亲喜欢甜食、经常吃快餐

与从含糖饮料中摄入的糖的量呈正相关，OR

（95%CI）分别为 1．70（1．30 ～ 2．21）、1．53

（1．22 ～ 1．91）、1．57（1．25 ～ 1．97）。见表 5。

表 1 男女生每天含糖饮料摄入情况分析  

平均值
性别

Χ2 p
男（n=877） 女（n=759）

含糖饮料饮用量（mL/d） 195．36±161．68 207．90±170．74 180．88±149．34 9．85 0．002

摄入糖（g/d） 30．96±32．85 30．57±33．70 31．42±31．84 0．23 0．63

摄入能量（kJ/d） 312．83±253．31 328．44±266．52 294．80±236．03 5．58 0．02

表 2 不同年龄段每天含糖饮料摄入情况分析
年龄

Χ2 p小学（9 ～ 12 岁）
（n=433）

初中（13 ～ 15 岁）
（n=1091）

高中（16 ～ 18 岁）
（n=112）

含糖饮料饮用量（mL/d） 182．16±169．90 198．86±161．28 212．37±158．88 10．92 0．004

摄入糖（g/d） 28．24±37．974 32．17±30．97 29．76±28．7761 18．12 <0．001

摄入能量（kJ/d） 284．18±255．84 321．10±251．40 343．10±254．95 17．33 <0．001

表 3 每天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及能量的分析
营养状况

Χ2 p
消瘦 BMI 正常 超重肥胖

含糖饮料饮用量（mL/d） 182．16±169．90 174．81±138．33 213．19±164．01 34．77 <0．001

摄入糖（g/d） 31．21±31．93 28．76±32．29 31．69±35．87 3．77 0．15

摄入能量（kJ/d） 312．39±248．62 300．72±269．24 322．23±256．91 3．35 0．19

表 4 影响含糖饮料摄入影响因素相关因素分析［n（%）］

P0 P25 P50 P75 Χ2 p

母亲是否肥胖 17．80 <0．01

是 302（18．5） 72（23．8） 103（34．1） 67（22．2） 60（19．9）

否 1334（81．5） 337（25．3） 305（22．9） 343（25．7） 349（26．2）

母亲是否喜欢甜食 10．47 0．02

是 413（25．2） 89（21．5） 91（22．0） 109（26．4） 124（30．0）

否 1223（74．8） 320（26．2） 317（25．9） 301（24．6） 285（23．3）

是否按时进餐 22．19 0．01

按时 760（46．5） 223（29．3） 181（23．8） 171（22．5） 185（24．3）

基本按时 723（44．2） 151（20．9） 193（26．7） 200（27．7） 179（24．8）

很难按时 95（5．8） 20（21．1） 18（18．9） 24（25．3） 33（34．7）

不按时 58（3．5） 15（25．9） 16（27．6） 15（25．9） 12（20．7）

是否吃宵夜 17．37 0．04

基本不吃 989（60．5） 256（25．9） 245（24．8） 248（25．1） 240（24．3）

很少吃 345（21．1） 83（24．1） 99（28．7） 88（25．5） 75（21．7）

经常吃 254（15．5） 56（22．0） 57（22．4） 67（26．4） 7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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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P0 P25 P50 P75 Χ2 p

天天吃 48（2．9） 14（29．2） 7（14．6） 7（14．6） 20（41．7）

油炸食品 8．10 0．04

不经常吃 997（60．9） 268（26．9） 250（25．1） 229（23．0） 250（25．1）

经常吃 639（39．1） 141（22．1） 158（24．7） 181（28．3） 159（24．9）

快餐 28．73 <0．01

不经常吃 1195（73．0） 319（26．7） 318（26．6） 298（24．9） 260（21．8）

经常吃 441（27．0） 90（20．4） 90（20．4） 112（25．4） 149（33．8）

表 5 从含糖饮料中摄入含糖量相关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β SE． Wald 值 P 值 OR 值 95%CI

母亲肥胖 0．53 0．14 15．18 <0．001 1．70 1．30 ～ 2．21

母亲喜欢甜食 4．23 0．114 13．68 <0．001 1．53 1．22 ～ 1．91

是否按时进餐 3．83 0．28

按时 1．00

基本按时 0．15 0．11 1．92 0．17 1．16 0．94 ～ 1．44

很难按时 0．34 0．23 2．22 0．14 1．40 0．90 ～ 2．18

不按时 -0．10 0．29 0．12 0．73 0．91 0．52 ～ 1．59

是否吃宵夜 7．97 0．047

基本不吃 1．00

很少吃 -0．27 0．13 4．10 0．04 0．77 0．59 ～ 0．99

经常吃 0．18 0．15 1．45 0．23 1．19 0．90 ～ 1．59

天天吃 0．25 0．31 0．64 0．42 1．28 0．70 ～ 2．36

经常吃油炸食品 0．12 0．11 1．30 0．25 1．13 0．92 ～ 1．39

经常吃快餐 0．45 0．12 14．80 <0．001 1．57 1．25 ～ 1．97

3  讨  论

《中国儿童含糖饮料消费报告》指出：2010

—201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表

明，12 ～ 17岁儿童饮料人均每天消费量最高，为

203mL［5］。本调查结果为每天 195．36mL，略低于

《中国儿童含糖饮料消费报告》数据。男生含糖

饮料的饮用量比女生高，但从中摄入的糖却低于

女生，可能男女生喜欢含糖饮料的种类不同。高

中生含糖饮料的饮用量最高，但从中摄入的糖却

低于初中生，随着年龄的增长，高中生对健康知

识的了解逐渐增加，会选择一些口味相对较淡、

含糖量相对较低的饮料，但高强度的学习使得他

们更偏向于功能性饮料和运动饮料等高能量的含

糖饮料，从中摄入的能量依然不少。WHO 数据

显示：成人和儿童应当减少游离糖摄入量，建议

减少至占摄入总能量比例的 10% 以下，而如能降

至 5% 以下则其对健康有巨大的帮助［6］。本次调

查结果仅含糖饮料就已达到摄入总能量的 4．0%。

对影响中小学生从含糖饮料中摄入的糖的

含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影响

因素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母亲的饮食喜

好。这也提示我们在对中小学生进行营养宣教和

行为干预时，也应该帮助家长了解含糖饮料的危

害，树立正确的饮食观念，从而降低过多饮用含糖

饮料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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