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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 ２０１３ 年福建省城乡居民的膳食纤维摄入现状、 膳食纤维食物来源等情况ꎮ 方法:
采用半定量食物频率调查法对 ２９３０ 名 １８ 岁及以上居民进行个人食物摄入量调查ꎮ 结果: 福建省人均每日膳

食纤维摄入量为 １１ ９６ｇꎬ 城市和农村分别为 １２ ０５ｇꎬ １１ ９２ｇ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ｔ’ ＝ ０ ３８８ꎬ Ｐ ＝ ０ ６９８)ꎻ
年龄越大ꎬ 人均每日摄入量越少ꎬ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Ｈ ＝ ５０ ７５６ꎬ Ｐ<０ ００１)ꎮ 膳食纤维主要来源为谷

类、 菌 菇 类、 豆 类、 蔬 菜、 水 果、 甘 薯ꎬ 总 摄 入 量 分 别 为 ９１１９ ８５ｇ、 ７５６８ ８６ｇ、 ７０４３ １８ｇ、 ６９１６ ６１ｇ、
２１５９ ７９ｇ、 １５７５ ９７ｇꎬ 分别占 ２６ ００％、 ２１ ５８％、 ２０ ０８％、 １９ ７２％、 ６ １６％、 ４ ４９％ꎮ 结论: 福建省城乡居

民人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普遍不足ꎮ
关键词　 膳食纤维ꎻ 摄入ꎻ 食物来源ꎻ 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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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饮食结构的

改变ꎬ 摄入纤维性食物减少、 脂肪性食物增

加ꎬ 加之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ꎬ 多种慢性病

的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ꎮ 膳食纤维对人体有

其特有的、 其他营养素不可代替的生理作

用ꎬ 在肠癌[１]、 高胆固醇症[２]、 冠心病[３]、
肥胖[４]、 糖尿病[５]及其它慢性病防治中[６]有

积极作用ꎬ 被称为第七大营养素ꎮ 本研究通

过对福建省城乡居民膳食摄入调查ꎬ 了解人

群膳食纤维摄入现状及膳食纤维结构ꎬ 为指

导居民合理膳食ꎬ 提高营养水平和促进健康

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按照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
选取梅列区、 蕉城区、 建瓯市ꎬ 永定县、 惠

安县这 ５ 个疾病监测点ꎬ 在每个监测点随机

抽取 ４ 个乡镇 (街道、 团)ꎬ 每个乡镇 (街
道、 团) 随机抽取 ３ 个村 (居委会、 连)ꎬ
每个村 (居委会、 连) 随机抽取 ５０ 户ꎬ 每

户随机抽取 １ 名 １８ 岁及以上居民进行调查ꎮ
按年龄段划分为 ３ 组: １８ ~ ４４ 岁组、 ４５ ~ ５９
岁组和 ６０ 岁及以上组ꎮ

１ ２　 方法

半定量食物频率调查法: 采用自行设计

的半定量食物频率调查问卷 (ＳＱＦＦＱ) 调查

研究对象近 １０ 年膳食纤维摄入量及其它方面

饮食习惯ꎻ 本次调查所获得的食物种类按照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２ 版» [７]编码ꎬ 对膳食纤

维的摄入量计算也以此为依据ꎬ 因此本文所

分析的数据仅包含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ＩＤＦ)ꎮ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

行处理ꎮ 近似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

加减标准差 (ｘ±ｓ) 的形式描述ꎮ 近似正态

分布但方差不齐的两组定量资料之间的差异

性比较采用 ｔ’检验ꎻ 不满足正态分布或方差

不齐的多组定量资料之间的差异性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ꎮ

２　 结果

２ １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全省共调查 ２９３０ 人ꎬ 其中男性 １２６５ 人ꎬ
占 ４３ ２％ꎬ 女性 １６６５ 人ꎬ 占 ５６ ８％ꎻ 城市

１１６７ 人ꎬ 占 ３９ ８％ꎬ 农 村 １７６３ 人ꎬ 占

６０ ２％ꎮ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 ５１ １±１３ ３ 岁ꎬ 其

中ꎬ ４５~ ５９ 岁组人数最多ꎬ 为 １１９４ 人ꎬ 占

４０ ８％ꎻ ６５ 岁及以上组人数最少ꎬ 为 ７３８ 人ꎬ
占 ２５ ２％ꎮ 城市与农村调查对象年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５ ３２４ꎬ Ｐ<０ ００１)ꎮ

２ ２　 膳食种类与结构

本次共调查居民摄入膳食种类 ３７ 种ꎮ
主要的膳食结构包括: 粮谷类、 薯类ꎬ 豆类

及其制品ꎬ 蔬菜类、 菌菇类ꎬ 肉类ꎬ 鱼虾

类ꎬ 蛋类ꎬ 奶类ꎬ 油类等ꎮ

２ ３　 不同性别居民膳食纤维 (ＤＦ) 摄入

情况 (表 １)
　 　 福建省人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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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９６ｇꎮ 年龄越大ꎬ 人均每日摄入量越少ꎬ 且

差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Ｈ ＝ ５０ ７５６ꎬ Ｐ <
０ ００１)ꎻ 男性人均每日摄入量多于女性ꎬ 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ｔ’ ＝ ０ ３００ꎬ Ｐ ＝ ０ ７６４)ꎻ
城市人均每日摄入量多于农村ꎬ 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ｔ’ ＝０ ３８８ꎬ Ｐ＝０ ６９８)ꎮ

表 １　 福建省不同年龄、 性别城乡居民人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情况 (ｘ±ｓ)

年龄组
(岁) 性别

城市

人数
(人)

摄入量
(ｇ)

农村

人数
(人)

摄入量
(ｇ)

合计

人数
(人)

摄入量
(ｇ)

男 １７４ １３ ９６±１０ ０４ ２１２ １３ ３４±８ ７２ ３８６ １３ ６２±９ ３３

１８~４４ 女 ２８７ １２ ５７±９ ８８ ３２５ １３ ４１±９ ７７ ６１２ １３ ０２±９ ８２

合计 ４６１ １３ １０±９ ９５ ５３７ １３ ３８±９ ３６ ９９８ １３ ２５±９ ６３

男 １９２ １０ １７±７ ６７ ３０５ １２ ５５±７ ６５ ４９７ １１ ６３±７ ７４

４５~５９ 女 ２５６ １２ １８±１１ １２ ４４１ １１ １７±７ ７１ ６９７ １１ ５４±９ １２

合计 ４４８ １１ ３２±９ ８３ ７４６ １１ ７４±７ ７１ １１９４ １１ ５８±８ ５７

男 １４０ １１ ６４±８ １２ ２４２ １０ ５２±８ １２ ３８２ １０ ９３±８ １３

６０岁及以上 女 １１８ １１ ２３±８ ６１ ２３８ １０ ５９±９ ９７ ３５６ １０ ８０±９ ５３

合计 ２５８ １１ ４５±８ ３４ ４８０ １０ ５５±９ ０７ ７３８ １０ ８７±８ ８３

男 ５０６ １１ ８８±８ ８１ ７５９ １２ １２±８ １８ １２６５ １２ ０３±８ ４３

合计 女 ６６１ １２ １８±１０ １７ １００４ １１ ７６±９ ０４ １６６５ １１ ９３±９ ５０

合计 １１６７ １２ ０５±９ ６０ １７６３ １１ ９２±８ ６８ ２９３０ １１ ９７±９ ０６

２ ４　 城乡居民 ＤＦ 食物来源

ＤＦ 食物主要来源依次为谷类、 菌菇类、
豆类、 蔬菜类、 水果类、 薯类ꎬ 总摄入量分别

为 ９１１９ ８５ｇ、 ７５６８ ８６ｇ、 ７０４３ １８ｇ、 ６９１６ ６１ｇ、
２１５９ ７９ｇ、 １５７５ ９７ｇꎬ 分 别 占 ２６ ００％、
２１ ５８％、 ２０ ０８％、 １９ ７２％、 ６ １６％、 ４ ４９％ꎬ
薯类膳食纤维十年前总摄入量为 ３０４１ ８８ｇꎮ
其他食品占 ＤＦ 来源的比例基本低于 ５％ꎮ 特

别是肉、 蛋、 乳制品及鱼虾几乎不含 ＤＦꎮ

３　 讨　 论

膳食纤维 (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ꎬ 简称 ＤＦ) 是

指不能被人体的小肠所消化吸收ꎬ 但在大肠

中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发酵的可食用的碳水化

合物及其类似物质ꎬ 包括多糖、 低聚糖、 木

质素以及相关的植物物质ꎮ ＤＦ 可以分为可

溶性 (果胶、 树胶和植物多糖) 和不溶性

(纤维素、 木质素和半纤维素) 纤维ꎮ 膳食

纤维是健康饮食不可缺少的ꎬ 在保护消化系

统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ꎮ 同时ꎬ 摄取足够的

膳食纤维ꎬ 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癌症、 糖

尿病以及其他疾病ꎮ 膳食纤维可以清洁消化

壁和增强消化功能ꎬ 也可以稀释和加速食物

中致癌物质和有毒物质的移除ꎬ 保护脆弱的

消化道和预防结肠癌ꎮ 还可以减缓消化速度

和最快速度排泄胆固醇ꎬ 让血液中的血糖和

胆固醇控制在最理想的水平ꎮ 膳食纤维具有

较强的持油力、 持水力和诱导微生物的作

用[８]  它虽然不具营养价值ꎬ 但由于它能预

防和治疗多种疾病ꎬ 故被称为继淀粉、 蛋白

质、 脂肪、 维生素、 矿物质和水之后的 “第
七大营养素” [９]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 ２０１３ 年福建省成人人

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

低ꎮ 福建省城乡居民 ＤＦ 食物主要来源为谷

类、 菌菇类、 豆类、 蔬菜类、 水果类、 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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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ꎬ 其中谷类、 菌菇类、 豆类、 蔬菜类占了

很大的比例ꎬ 且所占比例差距不大ꎮ 而水果

类膳食纤维摄入量较少ꎬ 原因可能是调查种

类不够丰富ꎬ 仅调查了苹果、 梨、 香蕉三种

水果的膳食纤维摄入量ꎮ ２００２ 年中国膳食纤

维摄入状况中ꎬ 我国居民的 ＤＦ 主要来源为

蔬 菜、 面、 米、 杂 粮ꎬ 分 别 占 ３１ ６％、
２１ ２％、 １６ １％、 ５ ８％ꎬ 鲜果、 薯类、 干豆、
豆制品均在 ２％~５％之间ꎮ 可发现福建省居民

菌菇类及豆类摄入量所占比例较高ꎬ 原因可

能是福建省的地理位置及优势作物有关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纤维性食物

减少ꎬ 脂肪性食物增加ꎬ 再加上生活方式的

改变ꎬ 多种慢性病的发生率也再上升ꎮ 中国

营养学会 ２０００ 年提出: 我国成年人膳食纤

维的适宜摄入量为每天 ３０ｇ 左右ꎮ 我省城乡

居民膳食纤维摄入量不足ꎬ 仅为 １１ ９６ｇꎬ 并

且总体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ꎬ 这更不利于

慢性病的防治ꎮ 居民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反应

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发展

水平、 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１０] 根据此

次的调查结果ꎬ 福建省的城乡居民膳食纤维

的摄入量有待提高ꎬ 特别是中老年人ꎬ 应加

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ꎬ 树立科学的营养健

康观念ꎬ 合理膳食ꎬ 以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

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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