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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饮食与减肥相关健康行为调查分析 

——以南京市高中生为例 

严文悦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江苏 南京 210018) 

【摘 要】：[目的]了解南京市某中学高中生的饮食及减肥相关健康行为现状,为制定青少年饮食健康行为的干

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改编的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问卷于 2018 年 6 月对方便抽取的南京市某

中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高中生饮食健康行为和减肥相关健康行为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研究共调查 175 名

高中生,报告经常喝汽水饮料、零食代替三餐、吃甜点心、吃西式快餐等不良饮食健康行为的比例分别为 5.7%、4.6%、

22.3%和 4.0%。另外,不吃肉、节食、催吐、长时间禁食、自行服用减肥药等不良减肥行为的报告比例分别为 9.1%、

23.4%、2.9%、1.7%和 3.4%。[结论]被调查的南京市高中生饮食相关健康行为情况较好,存在不良减肥相关行为,应

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来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饮食和运动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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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饮食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近年来,中国乃至全球儿童青少年的营养水平有很大提高,导

致的超重和肥胖问题突出,儿童青少年的全球肥胖率已从 1975年的 4%上升到了 2016年的 16%。儿童青少年期由于偏食、挑食等

不良饮食习惯和运动的减少也造成超重和肥胖问题突出。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发展和形成的个体饮食行为不仅延续到成年,还会持

续一生。因此,我们以江苏省南京市为研究地点,以了解高中生饮食及减肥相关健康行为的现况和存在的问题,为今后制定相应的

干预措施,保护青少年健康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与内容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南京市某高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年级为单位进行整群随机抽样。在抽中的年级中随机

抽取样本班级,样本班级中所有同学均纳入调查。考虑到分析所用统计方法的样本量需求及调查过程中的无应答率,本研究抽取 4

个班级,共 200名高中生就行问卷调查。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问卷进行调查,该问卷参考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04 年编制的《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

查问卷》(高中、大学版)。调查问卷为自填式,调查内容包括有:学生基本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民族等)、饮食健康行为情

况(包括有喝汽水饮料、零食代替三餐、吃甜点、吃油炸/烟熏食物、吃西式快餐店用餐、吃新鲜水果、蔬菜、早餐等)及减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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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康行为情况(包括是否采用锻炼、催吐、节食、自行服用减肥药等方法减肥)三部分内容。 

1.3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3.0 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一录入,并核查逻辑错误。采用 SPSS20.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均数

±标准差(Mean±Sd)对正态分布的连续型变量进行描述,使用频率指标对分类变量进行描述。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χ2 检验)

比较组间构成差异。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研究结果 

2.1调查高中生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75 份,回收问卷有效率为 87.5%。调查高中生年龄范围为 15-19 岁,平均年龄为

16.91±0.45 岁。175名高中生中女生 93人,占 53.1%。175名高中生平均身高为 170.75±7.88cm,平均体重为 64.03±13.01kg。

BMI 在 15.4～33.9 之间,平均 BMI 为 21.86±3.54kg/m
2
。父亲文化程度和母亲文化程度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最多,分别占到

52.6%和 41.7%(表 1)。 

表 1南京市某高中学生人口学特征(n=175) 

变量 Mean±sd/(%) 变量 n(%) 

年龄(岁) 16.91±0.45 父亲文化程度 
 

性别 
 

小学及以下 1(0.6) 

男 82(46.9) 初中 8(4.6) 

女 93(53.1) 高中 46(26.3) 

民族 
 

大专 28(16.0) 

汉族 169(96.6) 本科及以上 92(52.6) 

其他民族 6(3.4) 母亲文化程度 
 

是否走读 
 

小学及以下 2(1.1) 

是 112(64.0) 初中 18(10.3) 

否 63(36.0) 高中 52(29.7) 

身高(cm) 170.75±7.88 大专 30(17.1) 

体重(kg) 64.03±13.01 本科及以上 73(41.7) 

体质指数(kg/m2) 21.86±3.54 
  

 

2.2高中生饮食健康相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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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报告经常喝汽水饮料、零食代替三餐、吃甜点心、吃油炸食物、吃西式快餐、吃路边摊和吃

夜宵这些不良饮食健康行为的比例分别为 5.7%、4.6%、22.3%、6.9%、4.0%、13.1%和 36.6%。另外有 52.0%的高中生报告有偏食

行为。报告每天喝牛奶/豆浆和按时吃早餐的学生占比 68.6%和 76.0%;每天吃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比例分别为 78.3%和 66.9%。在

不良饮食行为方面,男生吃路边摊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58,p=0.010);男生吃夜宵的比例也要明显高

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6,p=0.027)(表 2)。 

表 2南京市某高中学生饮食健康相关行为情况(n=175) 

饮食行为 频次 样本(%) 男(n=82) 女(n=93) χ2 P值 

喝汽水饮料 ≥1次/天 10(5.7) 8(9.8) 2(2.2) 3.37 0.066 

 
<1次/天 165(94.3) 74(90.2) 91(97.8) 

  

零食代替三餐 ≥1次/天 8(4.6) 5(6.1) 3(3.2) 0.30 0.586 

 
<1次/天 167(95.4) 77(93.9) 90(96.8) 

  

吃甜点 ≥1次/天 39(22.3) 19(23.2) 20(21.5) 0.70 0.792 

 
≥1次/天 136(77.7) 63(76.8) 73(78.5) 

  

吃油炸/烟熏食物 ≥1次/天 12(6.9) 9(11.0) 3(3.2) 2.97 0.085 

 
≥1次/天 163(93.1) 73(89.0) 90(96.8) 

  

吃西式快餐 ≥3天 7(4.0) 3(3.7) 4(4.3) 0.05 0.829 

 
<3天 168(96.0) 79(96.3) 89(95.7) 

  

吃路边摊 ≥3天 23(13.1) 17(20.7) 6(6.5) 6.58 0.010* 

 
<3天 152(86.9) 65(79.3) 87(93.5) 

  

吃夜宵 ≥3天 64(36.6) 37(45.1) 27(29.0) 4.86 0.027* 

 
<3天 111(63.4) 45(54.9) 66(71.0) 

  

偏食行为 是 91(52.0) 42(51.2) 49(52.7) 0.04 0.846 

 
否 84(48.0) 40(48.8) 44(47.3) 

  

喝牛奶/豆浆 每天喝 120(68.6) 61(74.4) 59(63.4) 2.42 0.119 

 
非每天喝 55(31.4) 21(25.6) 34(36.6) 

  

吃新鲜水果 每天吃 137(78.3) 62(75.6) 75(80.6) 0.65 0.420 

 
非每天吃 38(21.7) 20(24.4) 18(19.4) 

  

吃新鲜蔬菜 每天吃 117(66.9) 54(65.9) 63(67.7) 0.70 0.791 

 
非每天吃 58(33.1) 28(34.1) 3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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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早餐 每天吃 133(76.0) 62(75.6) 71(76.3) 0.01 0.910 

 
非每天吃 42(24.0) 20(24.4) 22(23.7) 

  

 

2.3高中生减肥相关健康行为 

对高中生减肥相关行为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31.4%的学生采取锻炼身体这种健康行为达到减肥目的;男生(32.9%)比例稍

高于女生(30.1%),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取不吃肉、节食、催吐、长时间禁食、自行服用减肥药等不良减肥行为的

报告比例分别为 9.1%、23.4%、2.9%、1.7%和 3.4%。采取节食和催吐这两种不良减肥行为的女生比例显著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 3)。 

表 3南京市某高中学生减肥相关行为情况(n=175) 

减肥行为 频次 样本(%) 男(n=82) 女(n=93) χ2 P值 

锻炼身体 是 55(31.4) 27(32.9) 28(30.1) 0.16 0.688 

 
否 120(68.6) 55(67.1) 65(69.9) 

  

不吃肉 是 16(9.1) 4(4.9) 12(12.9) 2.48 0.115 

 
否 159(90.9) 78(95.1) 81(87.1) 

  

节食 是 41(23.4) 11(13.4) 30(32.3) 7.61 0.006* 

 
否 134(76.6) 71(86.6) 63(67.7) 

  

催吐 是 5(2.9) 0(0.0) 5(5.4) 
 

0.040* 

 
否 170(97.1) 82(100.0) 88(94.6) 

  

长时间禁食 是 3(1.7) 0(0.0) 3(3.2) 
 

0.249 

 
否 172(98.3) 82(100.0) 90(96.8) 

  

自行服用减肥药 是 6(3.4) 2(2.4) 4(4.3) 0.07 0.795 

 
否 169(96.6) 80(97.6) 89(95.7) 

  

 

3 讨论 

本研究对江苏省南京市某中学的高中生的饮食及减肥相关健康行为现状进行调查发现饮食相关健康行为情况较好,但仍存

在一些不良饮食行为,如经常吃点心和吃夜宵的报告率较高,这应当引起学生、家长及学校的重视,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展健康教育

讲座,注意合理膳食,以降低不良饮食行为的报告率。同时,调查结果还显示高中生存在不良减肥行为,不吃肉、节食、催吐、长

时间禁食、自行服用减肥药均有报告,提示我们应当对学生给予正确引导,不能为了追求形体美而选择不健康的方式方法进行减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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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的文献研究结果相比,本次调查发现经常喝汽水饮料的报告率为 5.7%,低于之前安徽省(14.5%)、福建省(13.7%)的调

查结果;偏食行为报告率达 52.0%,高于武陵地区(33.8%)和滁州市(35.1%)的研究结果。另外,本次调查对象报告每天喝牛奶/豆浆

(68.6%)、按时吃早餐(76.0%)、吃新鲜蔬菜(78.3%)和水果(66.9%)的健康饮食行为报告率要高于以往文献研究的结果。青少年

时期是行为习惯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将终身获益。社会、家庭、学校等各部门应积极引导学生养成健

康的饮食习惯,来降低超重和肥胖的发生。 

本研究发现有 23.4%的高中生为了减肥而控制某类食物的摄入,高于滁州市(11.1%)的研究结果;另外还有 3.4%的高中生报告

擅自服用减肥药,也高于以往海口市某中学高中生的报告率(1%)。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体格和智力发育迅速,且学业负担重,每

日需要的能量往往超过成年人。采取长时间节食和催吐的方法减肥,不仅会造成营养不良,还可能会导致厌食症的发生。呕吐已

摄入的食物、擅自服用减肥药等减肥行为,不但不能有效地控制体重,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身心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合理营养的膳食是青少年体格发育和学习效率的保障。社会、家庭和学校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学生养成每天吃早餐、每天

喝牛奶、吃新鲜水果和蔬菜、少喝饮料、少吃甜食等健康的饮食行为。同时,加强学校健康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膳食营养教育

活动,大力科普营养相关知识,倡导体育锻炼,让青少年了解不良饮食行为和减肥行为对身心健康的危害,预防疾病的发生,确保

青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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