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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研究设计 

一、 立论依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外就餐”已成为现代社会常见的就餐形

式，成为影响人们总膳食结果的重要因素。在过去几十年里，各国在外就餐的人数迅猛

增加。从1977年到1995年，美国居民在外吃正餐和购买小吃的比例都明显升高，分别从

16%和17%增至29%和22%
[1]。2002年，马冠生等人调查显示，城市15岁以上居民每日在

外就餐的比例高达26%
[2]。2005年，北京、日本、韩国及台湾的4家公司针对各地主要城

市的居民进行了有关在外就餐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每周在外享用午餐1次以上的人数

高达70.0%，每周至少在外进食1次晚餐的比例为66.0%
[3]

 。2009年，张琳等人对北京海淀

区青少年的调查也发现，青少年每日在外就餐的比例高达22.7%
[4]，2011年，《餐饮产业

蓝皮书：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每天都有15%的居民要外出就餐[5]。且外出

就餐的频次增加和花费上升推动中国餐饮业高速成长，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十二五”期间

促进餐饮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餐饮业年均复合增长为16%

左右，产业规模在2015年有望突破3.7万亿元。可见在外就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

越来越重要地位。 

    随着在外就餐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各种慢性病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大量研究表

明，消费者在外就餐会摄入更多的能量、脂肪和钠等。已有研究证实，高能量、高脂肪

和少膳食纤维的饮食与超重和肥胖[6]、糖尿病[7]、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

发生有着密切联系。此外，过量钠的摄入也是导致心血管疾病[8]、中风[9]和冠心病[10]等的

危险因素。同时，在外就餐的食品安全卫生问题也不容忽视，变质原材料、隐藏500万细

菌的菜单、劣质一次性饭盒等等，对人体健康都存在着众多潜在危害。 

同时，近年来，计算机网络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渠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发布的第 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13 年 12

月，网民规模已达 6.18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5.8%。其中，作为新媒体代表的微博、微

信，使用已非常普及，2013 年 7 月我国微博网民规模已达 3.31 亿，即网民中微博使用率

达到了 56.0%，且同时我国微信用户已超过 4 亿。在互联网的使用者中，20～29 岁的年

轻人互联网的普及率分别高达 72.9%，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11-12]。且国内外均有研究表

明：微博作为新媒体的代表，对青少年饮食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13-14]。国外也开展了大

量以网络为平台的营养宣教研究[15-17]，如国外 Vereecken CA 博士等人曾利用网络对儿童

营养问题进行调查和干预，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网络优势主要表现在快速、简便、覆盖面广、可以延伸到各个角落，并且节约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营养宣教全天候，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必将成为一种有效快

捷的营养宣教途径[18-20]。作为新媒体代表的微博、微信具有快捷、方便、受众群体大、

普及面广、可以互动等特点，这些特点为其开展营养知识的普及提供了极大便利。 

然而，国内外少见开展新媒体对人群在外就餐行为的影响研究，并且，迫切需要探

索如何利用此平台对人群进行在外就餐行为干预。 

本研究在本课题组以往营养科普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国际营养教育资源优势，开展

新媒体对人群在外就餐行为影响及干预试点研究。采用网络调查与现场调查(现场调查以

大学生为例：在校大学生作为特殊的社会消费公众，对新生事物关注度较高，有强烈的

求知欲；是很好的健康知识扩散者，其在外就餐认知和行为有很强的辐射力；也是新媒

体可及性非常好的群体)结合，定性（个人深入访谈）和定量（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本课题研究。以期获得当前新媒体对人群在外就餐行为影响的数据，

并获得以新媒体为平台对人群在外就餐行为进行试点干预的效果评价，制定切实可行的

新媒体营养教育措施，科学引导人群在外就餐相关行为。 

二、 研究基本思路 

本课题应用新媒体平台，对人群进行在外就餐知识的宣教，观察新媒体在对人群进

行健康教育方面的作用。本课题采取了网络和现场、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调查。首先了解

当前人群在外就餐以及新媒体对其行为影响的现况，获取以新媒体平台进行人群在外就

餐行为干预的需求状况。然后对新媒体平台干预前后人群对在外就餐知识的掌握情况、

在外就餐态度、在外就餐行为的改变情况做了对比研究，并融合了行为阶段改变理论。

以便制定切实可行的新媒体营养教育措施，科学的引导人群在外就餐相关行为。 

三、 技术路线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与成果 

一、 需求调查 

采用了现场与网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共 4501 人（现场调查 4100 人， 

网络调查 401 人）参与定量问卷调查。20 人参与定性一对一深入访谈。正式调查前，在

重庆市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某两个班级（非选定正式调查的两个班级）进行了预调

查，发现问题，修改调查问卷。总结经验后，开展正式调查。 

在调查前我们对调查人员进行了专业的培训。因为研究涉及的调查对象，尤其是需

求调查数量庞大，因此调查质量控制相对较难，对此我们采取了：招募调查人员前进行

了筛查，尽量选择有现场经验的人员；每次现场调查，每小组均由长期参与本课题的现

场经验丰富的研究生带领。 

1. 现场调查 

① 调查方法：定量-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定性-自行设计访谈提纲以进行个人深入访谈  

② 调查对象：重庆市大学城的大学生  



③ 抽样方法：1）按院校性质将重庆市大学城 16 所大学分类，随机抽取其中具有代

表性的四所院校，分别为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大学和重庆科技学院  

             2）随机抽取四所高校中的若干学院的低年级学生（大一、大二，重

医包括大三），以班级为单位开展调查  

④ 预期样本量：定量-4000 人；定性-信息饱和原则 

2. 网络调查   

① 调查方法：定量-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    

② 调查对象：所有人群  

③ 预期样本量： 以实际愿意填写问卷人数为准  

④ 在线调查系统： http://www.nQuestion.com  

3. 调查表及访谈提纲  

通过专家咨询、课题组讨论以及预调查，结合本研究的目的，反复修改自行设计的

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最终确定为  

1） 定量问卷调查表： 采用封闭式问卷的形式，共四部分：  

①  一般情况：共 13 题，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户口所在地、家长文化程

度、平均每月伙食费、读书期间居住地等。  

②  在外就餐现况：共 14 题，包括工作日和周末分别在外就餐频率、选择在外就餐

的原因、对长期在外就餐潜在风险的认知、是否了解过在外就餐健康知识以及其需求等。  

③ 新媒体对在外就餐的影响：共 11 题，包括新媒体使用情况（种类、频率等）、

是否通过新媒体了解过在外就餐相关知识以及是否因其改变过相关行为等。  

④ 知情同意书及邀请函：简介我们即将开展的干预活动，并诚挚邀请大家参加。  

2）定性访谈提纲：采用个人深入访谈，共三个部分：  

① 在外就餐情况：包括在外就餐目的、在外就餐地影响因素、在外就餐饮食行为等。  

② 新媒体使用情况：新媒体使用情况（种类、频率等）、浏览信息的选择等。  

http://www.nquestion.com/
http://www.nquestion.com/


③ 新媒体对在外就餐行为的影响及需求：包括在外就餐餐厅信息、在外就餐健康信

息、在外就餐知识需求等。 

4. 调查结果 

由于人群研究混杂因素较多，制订出针对每一个环节的具体质控措施。经过严格整

理后，用 Epidata 双录入，采用统计软件 SPSS17.0 分析处理。统计学分析主要采用描述

性统计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1） 定量调查结果 

（1） 调查人群基本特征 

① 现场调查：共有调查对象：4100 名，合格调查问卷：3926 份，合格率：95.8%， 

平均年龄：19.44±2.826 岁。 

②  网络调查：共有调查对象：401 名，合格调查问卷：401 份，合格率：100%，平 

均年龄：24.03±5.916 岁。 

表 1 人口学基本特征 

 现场  网络 

 人数（n） 构成比（%）  人数（n） 构成比（%） 

性别      

男 1520 38.7  154 38.4 

女 2365 60.2  244 60.9 

BMI      

偏瘦（<18.5） 767 19.5  67 16.7 

正常（18.5~23.9） 2713 69.1  260 64.8 

超重（≧24） 196 5.0  36 9.0 

肥胖（≧28） 48 1.2  7 1.7 

平均每月的生活费      

＜500 元 141 3.6  20 5.00 

500-800 元 878 22.4  81 20.2 

800-1200 元 2007 51.1  154 38.4 

1200-1500 元 618 15.7  65 16.2 

＞1500 元 267 6.8  70 17.5 

（2） 在外就餐现况 

 ① 在外就餐频率：现场和网络调查显示，工作日在外就餐的频率大多为 1~3 餐，

周末大多数人会在外就餐 1~2 次。  



表 2 在外就餐频率 

在外就餐频率 现场  网络 

n 构成比（%）  n 构成比（%） 

最近一个月，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平均每周在外就餐频率为 

     

0 餐 913 23.3  50 12.5 

1 餐~3 餐 2429 61. 8  172 42.9 

4 餐~5 餐 198 5.0  81 20.2 

6 餐及以上 463 11.8  98 24.4 

最近一个月，周末（周六、周日） 

平均每周在外就餐频率为 

     

0 餐 459 11.7  42 10.5 

1 餐 1363 34.7  136 33.9 

2 餐 993 25.3  114 28.4 

3 餐 528 13.4  56 14.0 

4 餐及以上 536 13.7  53 13.2 

② 在外就餐选择餐厅时考虑因素：现场和网络调查均显示，人们对营养与安全重 

视度不高，其中现场调查显示仅有 34.9%的人表示会考虑。 

表 3 在外就餐选择餐厅时的考虑因素 

③ 对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影响的认知：现场和网络调查均显示，大多数人认为长 

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危害。 

表 4 对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影响的认识 

你认为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 现场  网络 

n 构成比（%）  n 构成比（%） 

有利 57 1.5  9 2.2 

有害 1577 40.2  253 63.1 

没有影响 562 14.3  50 12.5 

不一定 1704 43.4  89 22.2 

④ 在外就餐的风险：现场和网络调查均显示，高达 80%的人表示在外就餐摄入的食

在外就餐选择餐厅时您一般会考虑 现场  网络 

n %  n % 

消费水平 2452 62.5  266 66.3 

营养与安全 1372 34.9  206 51.4 

菜肴口味 2983 76.0  266 66.3 

服务态度 933 23.8  101 25.2 

环境 1595 40.6  184 45.9 

地理位置 1216 31.0  174 43.4 

特色 1007 25.6  111 27.7 

其它 55 1.4  8 2.0 



物不卫生，其次为油炸、烧烤类食物摄入多。 

表 5 在外就餐潜在风险的认知 

在外就餐可能存在哪些风险 现场  网络 

n 构成比（%）  n 构成比（%） 

摄入的食物不卫生 3360 85.6  330 82.3 

食物总量摄入过多 1267 32.3  169 42.1 

肉类摄入过多 793 20.2  105 26.2 

辛辣食物摄入过多 1618 41.2  155 38.7 

油炸、烧烤类食物摄入多 2589 65.9  239 59.6 

食盐过多 1100 28.0  172 42.9 

甜食摄入过多 491 12.5  63 15.7 

碳酸饮料摄入过多 880 22.4  72 18.0 

饮酒过量 904 23.0  64 16.0 

其它 61 1.6  10 2.5 

⑤ 在外就餐健康知识的关注程度及了解途径：现场调查显示有 63.2%的人关注，网

络调查显示仅有 37.4%的人关注。现场和网络调查均显示人们关注这些知识的主要途径为

书报杂志，其次才为网络。 

表 6 对在外就餐健康知识的关注程度及了解途径 

 现场  网络 

n 构成比（%）  n 构成比（%） 

了解或关注过一些在外就餐健康知识吗      

有 2482 63.2  150 37.4 

没有 1083 27.6  204 50.9 

记不清了 355 9.0  47 11.7 

若了解过，其途径是      

书报杂志 1471 59.1  102 68.0 

广播电视 1151 46.3  75 50.0 

课堂或专业讲座 584 23.5  62 41.3 

亲朋指导 889 35.8  37 24.7 

网络 1352 54.4  100 66.7 

其它 44 1.8  2 1.3 

⑥ 在外就餐健康知识的需求程度及其期望途径：现场和网络调查显示分别有 76.4%

和 69.6%的人希望增加在外就餐健康知识，且人们希望增加这些知识的主要途径为网络。 

 

 

 

 



表 7 在外就餐健康知识的需求程度以及期望途径 

 
现场  网络 

n %  n % 

是否希望增加在外就餐健康知识      

希望 3000 76.4  279 69.6 

不希望 213 5.4  56 14.0 

无所谓 704 17.9  66 16.5 

若希望，希望的途径为      

网络 1921 64.1  234 83.9 

课堂或专业讲座 1147 38.2  129 46.2 

亲朋指导 641 21.4  74 26.5 

广播电视 903 30.1  106 38.0 

书报杂志 1427 47.6  155 55.6 

（3） 微博（微信）对在外就餐的影响 

① 新媒体使用种类：现场和网络调查显示：使用最多的为微信、其次为新浪微博、

接着为腾讯微博。  

② 新媒体使用时间段：大多调查对象表示随机，其次为 22:00 点之后。  

 ③ 现场和网络调查显示分别有 67.1%和 39.7%的人通过新媒体看到过在外就餐  

知识，但仅 30.9%和 34.4%的人表示曾因这些知识改变过饮食行为。  

表 8 新媒体对在外就餐行为的影响 

 
现场  网络 

n %  n % 

在新媒体上看到过在外就餐健康知识吗      

看到过 2114 67.1  149 39.7 

没有看到过 688 21.8  159 42.4 

记不清了 339 10.8  49 13.1 

曾因新媒体上的在外就餐健康信息而改变过饮食行为吗      

没有看到过相关信息 419 13.3  66 17.6 

改变过 974 30.9  129 34.4 

没有改变过 1182 37.5  119 31.7 

记不清了 519 16.5  45 12.0 

④ 现场和网络调查显示 71.2%和 60.1%的人希望通过微博、微信增加在外就餐健康

知识，其中在外就餐注意事项、营养知识、食品安全知识均为大部分人所需。 

 

 



表 9 通过新媒体了解在外就餐知识的需求以及知识种类 

 
现场  网络 

n %  n % 

希望在新媒体上了解在外就餐健康知识吗      

希望 2795 71.2  241 60.1 

不希望 288 7.3  61 15.2 

无所谓 811 20.7  99 24.7 

希望得到哪些在外就餐相关知识      

在外就餐注意事项 1783 63.7  203 84.2 

营养知识 1900 67.9  191 79.3 

食品安全知识 1839 65.8  189 78.4 

其它 51 1.8  6 2.5 

⑤ 最喜欢的新媒体传递信息的形式：偏向图文并茂。  

（4）在外就餐频率与 BMI、是否了解过在外就餐知识等因素的线性关系 

 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工作日及周末在外就餐频率与 BMI、是否了解过在外就餐知 

识等因素的关系，因变量与自变量设置如下： 

变量名 变量的意义 变量值 

Y 
最近一个月，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周末

（周六、周日）平均每周在外就餐频率 

1=0 餐   2=1 餐   3=2 餐   4=3 餐    

5=4 餐    6=5 餐及以上 

X1 性别 1=男   2=女 

X2 BMI 1=消瘦  2=正常  3=超重  4=肥胖 

X3 入学前户口所在地 1=城镇  2=农村 

X4 父亲的文化程度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中专   

4=大学及以上 

X5 母亲的文化程度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中专   

4=大学及以上 

X6 平均每月的生活费 
1≤500  2=500-800 元 3=800-1200 元 

4=1200-1500 元   5≥1500 元 

X7 平均每月的伙食费 
1≤200 元 2=200-300 元 3=300-600 元   

4=600-900 元     5≥900 元 

X8 读书期间，常居住在/周末放假在 1=学校寝室   2=非学校寝室 

X9 你认为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 1=有害       2=没有危害 

X10 了解或关注过一些在外就餐健康知识吗 1=有         2=没有 

X11 参加过在外就餐健康知识课程或培训吗 1=有         2=没有 

X12 
在新媒体（微博或微信）上看到过就餐 

美食推荐吗 
1=有         2=没有 

X13 
在新媒体上看到过在外就餐健康知识 

(如注意事项)吗 
1=有         2=没有 

X14 
曾因新媒体上的在外就餐健康信息 

而改变过饮食行为吗 
1=有         2=没有 

采用逐步法建立回归模型(自变量纳入检验水准为 α=0.10，剔除检验水准为 α=0.15) 

 



① 现场，工作日 

a) 影响大学生工作日在外就餐频率的因素有：每月生活费(X6)、户口所在地(X3)、 

是否了解过在外就餐知识(X10)、居住地(X8)、是否通过新媒体了解过美食推荐(X12)、 

每月伙食费(X7)。 

b) 每月生活费(X6)对大学生工作日在外就餐频率影响最大，平均每月生活费越高，在 

外就餐频率越高；其次为户口所在地(X3)，城镇户口的大学生外出就餐频率较城镇户口的

大学生高；接着为每月伙食费(X7)、居住地(X8)、是否了解过在外就餐知识(X10)、平均

每月伙食费越高、读书期间不在学校寝室居住、没有了解或关注过在外就餐知识的同学

在外就餐频率更高；最后为是否通过新媒体了解过美食推荐(X12)，通过新媒体看到过美

食推荐的同学在外就餐频率较没有看到过的高。 

逐步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 

变异来源 SS Ｖ MS F 值 P 值 

总变异 7624.604 3149    

回归 604.031 6 100.672 45.069 <0.001 

残差 7020.573 3143 2.234   

 

 

逐步回归模型偏方回归系数的估计及检验结果 

变量 偏回归系数 偏回归系数标准误 标准偏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常数项 1.785 0.209  8.545 0.000 

X6 0.363 0.036 0.215 10.130 0.000 

X3 -0.186 0.052 -0.064 -3.598 0.000 

X10 -0.130 0.057 0.040 -2.283 0.022 

X8 0.235 0.099 0.041 2.376 0.018 

X12 -0.129 0.060 -0.038 -2.161 0.031 

X7 0.079 0.039 0.042 2.024 0.043 

② 现场，周末 

a) 影响大学生周末在外就餐频率的因素有：每月生活费(X6)、居住地(X8)、长期在外 

就餐对健康影响的认知(X9)、是否了解过在外就餐知识(X10)、性别(X1)。 

b) 每月生活费(X6)对大学生周末在外就餐频率影响最大，平均每月生活费越高，在外 

就餐频率越高；其次为居住地(X8)，读书期间放假后常不在学校寝室居住的同学在外就餐

频率更高；接着为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影响的认知(X9)，认为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没有危

害的同学，在外就餐频率更高；是否了解过在外就餐知识(X10)，没有了解或关注过在外

就餐知识的同学较其他同学在外就餐频率更高；最后为性别(X1)，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于周

末在外就餐。 

 

 



逐步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 

变异来源 SS Ｖ MS F 值 P 值 

总变异 4954. 246 3149    

回归 382.366 5 76.473 52.589 <0.001 

残差 4571.880 3144 1.454   

 

逐步回归模型偏方回归系数的估计及检验结果 

变量 偏回归系数 偏回归系数标准误 标准偏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常数项 1.318 0.142  9.273 0.000 

X6 0.299 0.024 0.220 12.700 0.000 

X8 0.305 0.044 0.119 6.860 0.000 

X9 0.125 0.042 0.051 2.942 0.003 

X10 -0.104 0.045 -0.040 -2.322 0.020 

X1 0.092 0.042 0.037 2.163 0.031 

③  网络，工作日 

根据网络调查本身和调查对象的特点，调整了 X 变量。去掉了入学前户口所在地 

(X3)、平均每月的伙食费(X7)、读书期间，常居住在/周末放假在(X8)、增加了年龄(X15)。 

网络调查显示：影响人群周末在外就餐频率的因素只有：每月生活费(X6)，平均 

每月生活费越高，在外就餐频率越高。 

逐步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 

变异来源 SS Ｖ MS F 值 P 值 

总变异 579.569 391    

回归 7.190 1 7.190 4.899 0.027 

残差 579.569 390 1.468   

 

逐步回归模型偏方回归系数的估计及检验结果 

变量 偏回归系数 偏回归系数标准误 标准偏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常数项 2.367 0.169  13.972 0.000 

X6 0.110 0.050 0.111 2.213 0.027 

④  网络，周末 

a) 影响人群周末在外就餐频率的因素有：每月生活费(X6)、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影响 

的认知(X9)。 

b) 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影响的认知(X9)对人群周末在外就餐频率影响最大，认为长期 

在外就餐对健康没有危害的同学，在外就餐频率更高；其次为每月生活费(X6)，平均每月

生活费越高，在外就餐频率就越高。 

逐步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 

变异来源 SS Ｖ MS F 值 P 值 

总变异 548.365 391    

回归 15.476 2  7.738 5.649 0.004 

残差 532.889 389 1.370   



 

逐步回归模型偏方回归系数的估计及检验结果 

变量 偏回归系数 偏回归系数标准误 标准偏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常数项 2.117 0.232  9.133 0.000 

X9 0.166 0.069 0.121 2.406 0.017 

X6 0.105 0.048 0.109 2.172 0.030 

    2) 定性调查结果 

① 共随机抽取了四大高校，共 20 名同学进行了一对一深入访谈。  

② 在外就餐情况：被访谈者仅一名同学表示在外就餐选择餐馆时会考虑卫生，且不

占主导地位。  

  

③ 媒体使用情况：被访谈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能吸引她们眼球的传递方式。如配图、 

控制文字长度、添加小故事、添加证据等等。  

 

④新媒体对在外就餐行为的影响及需求：仅一名同学表示曾因微博上的信息改变过

在外就餐行为，但所有的同学均表示期望能通过新媒体学习这些知识。 

 

5. 总结 

1） 定量问卷调查  

（1） 在外就餐现况 

调查人群在外就餐频率较高，且虽大部分人意识到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有危害，但现

场调查显示仅少部分人表示在外就餐选择餐馆时会考虑营养与安全，可见有必要开展相

关知识的干预，从而提高人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现场调查显示目前在外就餐潜在风险的前三位分别为：摄入的食物不卫生、油炸、

烧烤类食物摄入过多、辛辣食物摄入过多。网络调查：摄入的食物不卫生、油炸、烧烤



类食物摄入过多、食盐过多。这些方面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并对我们的干预研究提供

线索。  

现场调查显示有 63.2%的人关注在外就餐健康知识，网络调查显示仅有 37.4%的人关

注。现场和网络调查均显示人们关注这些知识的主要途径为书报杂志，其次才为网络。

但现场和网络调查显示，分别有 71.2%和 60.1%的人表示希望通过新媒体来了解在外就餐

健康知识。可见开展网络干预的必要性。 

（2）新媒体对在外就餐的影响 

调查显示，最受大家欢迎的在外就餐信息传递平台为微信，其次为新浪、腾讯微博。 

最佳的传递时间为 22:00 之后。最期望的传递形式为图文并茂。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

线索。  

现场和网络调查显示分别有 67.1%和 39.7%的人通过新媒体看到过在外就餐知识，

但仅30.9%和34.4%的人表示曾因这些知识改变过饮食行为。可见需加大宣传范围和力度。

大部分人均表示希望通过微博、微信增加在外就餐健康知识，其中在外就餐注意事项、

营养知识、食品安全知识均为大家所需，为我们的干预研究提供了指导。  

2）定性访谈 

（1）在外就餐现况 

结果显示在外就餐选择餐馆时很少有人会考虑卫生，与定量结果一致。  

（2） 新媒体使用情况 

被访谈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能吸引她们眼球的传递方式。如配图、控制文字长度、

添加小故事，添加证据等等。结合定量调查结果，一起指导我们干预材料的设计和传递

方式等。  

（3） 新媒体对在外就餐行为的影响及需求 

仅一名同学表示曾因微博上的信息改变过在外就餐行为，但所有的同学均表示期望 

能通过新媒体学习这些知识。给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支撑。  

 



二、 干预组、对照组参与者招募 

1. 现场招募  

① 方法：随机抽取纳入需求调查的四所高校中的两所（重医和重师），分别抽取 3

个学办（其中 2 个学办为干预组，1 个学办为对照组），在干预组所有班级进行活动动员，

通过基线调查问卷的邀请函反应。  

② 纳入标准：1）自愿参与；2）使用新媒体半年及以上；3）使用新媒体较为活跃  

③ 排除标准：1）未使用新媒体；2）即将转校或转班；3）不愿参与  

④ 预期样本量：干预组 800 人（两所高校各 400 人）  

               对照组 800 人（两所高校各 400 人） 

2. 网络招募  

① 方法： 通过网络宣传和需求问卷所附邀请函进行招募  

② 纳入标准：1）自愿参与；2）使用新媒体半年及以上；3）使用新媒体较为活跃； 

4）留下固定的联系方式  

③ 排除标准：1）未使用新媒体；2）不愿意参与；3）未留下固定联系方式或联系 

方式有误  

④ 预期样本量：干预组：以实际愿意参与人数为准  

                对照组：愿意参加，但不愿接收干预消息的  

三、基线调查 

本课题对所有的参与者(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干预活动正式开始前，进行在外就餐知

识、态度、行为的问卷调查。 

1. 调查方法：现场与网络调查同时进行，采用自行设计的定量调查问卷  

2. 调查对象：所有招募到的参与人员  

3. 调查表：通过专家咨询、课题组讨论以及预调查，结合本研究的目的，反复修改 

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最终确定为六个部分： 

1） 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高、体重、年龄、性别、平均每月伙食费等。  

2）在外就餐营养知识：共 20 题，共 20 分。主要涉及在外就餐常遇问题的相关知识，



如高盐、高脂等。  

3）在外就餐态度：共 8 题，共 24 分。包括是否愿意接收在外就餐相关知识等。  

4）在外就餐行为：共 20 题，共 40 分。主要涉及在外就餐频率以及在外就餐时是否

观察碗筷卫生、是否洗手等行为。 

5）变化阶段量表：分为在外就餐频率和食品安全防范行为两个方面，将参与者的在

外就餐频率和食品安全防范行为划分为无打算、打算、准备、行动、维持五个阶段。 

6）知情同意书及干预平台的选择：参与者自行选择使用最多且愿意接收消息的平台。  

4. 调查结果 

经过严格整理后，用 Epidata 双录入，采用统计软件 SPSS17.0 分析处理。统计学分

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T 检验、卡方检验、秩和检验。双侧检验，P<0.05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1） 调查人群基本特征 

本次研究共招募参与者 1789 名，干预组 885 名，对照组 904 名。参与者基本特征

如下表，其中性别、BMI、父亲文化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参与者人口学特征 

 干预组  对照组 
χ2 或 T P 

 均值或n 标准差或%  均值或n 标准差或% 

性别        

男 225 25.4  250 27.7 2.907 0.088 

女 648 73.2  599 66.3   

年龄 19.21 3.171  18.77 4.497 2.322 0.020
*
 

BMI      2.271 0.518 

偏瘦（<18.5） 169 19.1  171 18.9   

体重正常（18.5~23.9） 626 70.7  546 60.4   

超重（≧24） 43 4.9  46 5.1   

肥胖（≧28） 5 0.6  6 0.7   

父亲文化程度      7.319 0.062 

小学及以下 141 15.9  177 19.6   

初中 373 42.1  377 41.7   

高中/中专 249 28.1  250 27.7   

大学及以上 114 12.9  88 9.7   

母亲文化程度      15.021 0.002
*
 

小学及以下 240 27.1  314 34.7   

初中 358 40.5  342 37.8   

高中/中专 220 24.9  176 19.5   

大学及以上 60 6.8  61 6.7   



平均每月的生活费      12.720 0.013
*
 

＜500 元 28 3.2  36 4.0   

500-800 元 177 20.0  219 24.2   

800-1200 元 496 56.0  506 56.0   

1200-1500 元 129 14.6  95 10.5   

＞1500 元 54 6.1  40 4.4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调查对象在外就餐知识掌握情况 

两组对象在外就餐知识掌握情况均较差（总分 20 分），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参与者在外就餐知识得分 

组别 人数 在外就餐知识得分 T 值 P 值 

干预组 885 11.66±2.744 
3.223 0.001

*
 

对照组 904 11.21±3.148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两组对象在外就餐态度情况 

两组对象在外就餐态度较差（总分 24 分），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参与者在外就餐态度得分 

组别 人数 在外就餐态度得分 T 值 P 值 

干预组 885 17.07±2.644 
2.631 0.009

*
 

对照组 904 16.72±3.060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两组对象在外就餐行为情况 

两组人群在外就餐行为情况均较差（总分 40 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4 参与者在外就餐行为得分 

组别 人数 在外就餐行为得分 T 值 P 值 

干预组 885 24.32±4.376 
0.345 0.730 

对照组 904 24.24±5.226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两组对象在外就餐行为频率 



干预组和对照组平均每周在外吃早餐的频率大多为 0 餐和 1~3 餐，工作日在外吃 1~3

餐午餐或晚餐的频率最高，周末大多数人均会在外吃 1~2 次午餐或晚餐。  

表 5 参与者在外就餐频率 

在外就餐频率 

干预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例数（人） 百分比（%）  例数（人） 百分比（%） 

早餐（周一-周日）      13.424 0.004
*
 

0 餐 390 44.1  329 36.4   

1~3 餐 307 34.7  342 37.8   

4~5 餐 107 12.1  114 12.6   

6 餐及以上 80 9.0  115 12.7   

工作日在外就餐

（不包括早餐） 
     53.143 <0.001

*
 

0 餐 96 10.8  206 22.8   

1~3 餐 478 54.0  404 44.7   

4~6 餐 185 20.9  149 16.5   

7~8 餐 51 5.8  44 4.9   

9 餐及以上 75 8.5  96 10.6   

周末在外就餐 

（不包括早餐） 
     19.756 0.001

*
 

0 餐 69 7.8  107 11.8   

1 餐 234 26.4  279 30.9   

2 餐 312 35.3  254 28.1   

3 餐 143 16.2  122 13.5   

4 餐及以上 119 13.4  121 13.4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两组对象在外就餐行为频率与行为变化阶段量表 

干预组人群在外就餐频率大多趋于打算阶段或准备阶段，对照组人群在外就餐频率



大多趋于准备阶段，其次为打算阶段。干预组和对照组人群在外就餐行为均大多趋于打

算阶段或准备阶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6 参与者在外就餐频率和行为变化阶段量表 

变化阶段 

干预组  对照组 

Z 值 P 值 

例数（人） 百分比（%）  例数（人） 百分比（%） 

在外就餐频率      -3.212 0.001
*
 

无打算阶段 95 10.7  109 12.1   

打算阶段 287 32.4  228 25.2   

准备阶段 285 32.2  266 29.4   

行动阶段 144 16.3  160 17.7   

维持阶段 70 7.9  129 14.3   

在外就餐行为      -1.551 0.121 

无打算阶段 79 8.9  94 10.4   

打算阶段 302 34.1  282 31.2   

准备阶段 315 35.6  278 30.8   

行动阶段 118 13.3  130 14.4   

维持阶段 50 5.6  93 10.3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总结 

（1）参与者在外就餐知识、态度、行为现状 

以上调查分析结果表示，调查对象在外就餐知识、态度、情况均不容乐观，特别是

知识。可见，对参与者进行在外就餐知识的普及，让其掌握全维度的在外就餐知识，采

用正确的在外就餐行为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 

（2）参与者在外就餐频率 

干预组和对照组调查对象在外吃早餐的频率均较低，可能跟部分调查对象没有吃早

餐习惯有关。两组人群在外吃正餐的频率较高，尤其是周末。可见有必要进行在外就餐



知识的普及。 

（3）在外就餐频率和在外就餐食品安全防范行为阶段评估 

从变化阶段量表来看，参与对象的在外就餐频率和食品安全防范行为情况均不良，

大部分人还处于打算和准备阶段，较少人处于行动和维持阶段。因此有必要传播在外就

餐相关知识，使无打算阶段的人群意识到危害，促使打算阶段和准备阶段的人群行动。 

四．对干预组参与者实施干预活动过程 

1. 干预方法：结合需求调查结果，通过平台向干预组人群员传递在外就餐相关知识，

对照组不予任何处理。  

2. 干预平台：  

A. 微信，公众平台：yingyangren                                               

B. 新浪微博：营养科普—重医大赵勇               

C. 腾讯微博：赵勇—营养科普  

3. 干预时间及频率：2 个月，1 条/天，每晚 22:00  

4. 干预内容：包括有关在外就餐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注意事项等全方位的维度， 

着重于在外就餐常见的食品安全与卫生问题的识别与防范等。知识框架如下 

① 什么是在外就餐？ 

② 在外就餐对健康的危害？ 

③ 在外就餐营养问题？ 

④ 在外就餐可能存在的营养问题及注意事项？ 

⑤ 在外就餐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及注意事项？  

⑥ 在外就餐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如何处理？ 

5.干预信息：通过以上三个平台，共向干预组参与者传递了 67 条图文并茂的在外就 

餐相关知识，如 



 

6. 干预互动：为提高参与者的兴趣和阅读率，我们采用了以选择题的形式，每天提 

出一道相关问题进行互动，对参与度较高和正确率较高的参与者进行一定的奖励。奖励

周期为：二周/次。并设计了有奖问答的环节。如 

 

五、干预效果评价 

1. 方法：网络和现场同时进行，定量问卷调查，通过干预前后在外就餐知识、态度 

行为和利用行为阶段量表分析其变化，了解新媒体干预在外就餐的效果。  

2. 对象：干预组和对照组所有人群  

3. 时间：干预后即刻 

4. 问卷：在基线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增加了主观效果评价部分。  

5. 调查结果 

（1） 调查对象基线调查、即刻在外就餐知识效果评价 

干预组在外就餐知识得分有所提高，而对照组得分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对象干预前后在外就餐知识得分变化 

时刻 干预组 
T值 P值 

对照组   

 例数 得分 例数 得分 T值 P值 

基线 885 11.66±2.744 
-5.717 <0.001

*
 

904 11.21±3.148 
0.550 0.582 

即刻 833 12.45±2.979 885 11.29±3.280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调查对象基线调查、即刻在外就餐态度效果评价 

干预组在外就餐态度得分有所提高，对照组得分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表 2 两组对象干预前后在外就餐态度得分变化 

时刻 
干预组 

T值 P值 
对照组   

例数 得分 例数 得分 T值 P值 

基线 885 17.07±2.644 
-2.615 0.009

*
 

904 16.72±3.060 
-0.183 0.855 

即刻 833 17.41±2.658 885 16.69±3.054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调查对象基线调查、即刻在外就餐行为效果评价 

干预组、对照组在外就餐行为得分有所提高，但干预组得分高于对照组。将干预组 

即刻和对照组即刻行为得分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两组对象干预前后在外就餐行为知识得分变化 

时刻 
干预组 

T值 P值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得分 例数 得分 

基线 885 24.32±4.376 
-9.587 <0.001

*
 

904 24.24±5.226 
6.281 <0.001* 

即刻 833 26.49±4.981 885 25.86±5.669 

干预组即刻 vs.对照组即刻：T= -2.428, P=0.015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两组调查对象在外就餐频率变化 

干预组外出吃早餐频率和工作日在外吃午餐或晚餐的频率有所变化，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表 4 两组对象干预前后在外就餐频率变化 

在外就餐频率 

干预组 

χ2 值 P 值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基线

n=885(%) 

即刻
n=833(%) 

基线
n=904(%) 

即刻
n=885(%) 

早餐(周一-周日)   20.767 <0.001
*
   9.499 0.023

*
 

0 餐 390(44.1) 289(34.7)   329(36.4) 271(30.6)   

1~3 餐 307(34.7) 356(42.7)   342(37.8) 377(42.6)   

4~5 餐 107(12.1) 125(15.0)   114(12.6) 133(15.0)   

6 餐及以上 80(9.0) 62(7.4)   115(12.7) 101(11.4)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两组调查对象在外就餐行为频率与食品安全防范行为变化阶段量表 

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外就餐频率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组在外就餐行为变化有统

计学意义，处于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的人群增加，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5 两组对象干预前后在外就餐频率与行为阶段量表变化 

变化阶段 

干预组 

Z 值 P 值 

对照组 

Z 值 P 值 
基线

n=885(%) 

即刻
n=833(%) 

基线
n=904(%) 

即刻
n=885(%) 

在外就餐频率   -1.380 0.168   -1.701 0.089 

无打算阶段 95(10.7) 55(6.6)   109(12.1) 89(10.1)   

打算阶段 287(32.4) 280(33.6)   228(25.2) 267(30.2)   

准备阶段 285(32.2) 296(35.5)   266(29.4) 280(31.6)   

行动阶段 144(16.3) 137(16.4)   160(17.7) 133(15.0)   

维持阶段 70(7.9) 64(7.7)   129(14.3) 101(11.4)   

在外就餐行为   -2.076 0.038
*
   -0.072 0.943 

无打算阶段 79(8.9) 38(4.6)   94(10.4) 79(8.9)   

打算阶段 302(34.1) 310(37.2)   282(31.2) 284(32.1)   

准备阶段 315(35.6) 282(33.7)   278(30.8) 296(33.4)   

行动阶段 118(13.3) 130(15.6)   130(14.4) 124(14.0)   

维持阶段 50(5.6) 62(7.4)   93(10.3) 78(8.8)   

工作日在外就餐

(不包括早餐) 
  12.195 0.016

*
   22.241 <0.001

*
 

0 餐 96(10.8) 80(9.6)   206(22.8) 139(15.7)   

1~3 餐 478(54.0) 445(53.4)   404(44.7) 433(48.9)   

4~6 餐 185(20.9) 210(25.2)   149(16.5) 176(19.9)   

7~8 餐 51(5.8) 56(6.7)   44(4.9) 60(6.8)   

9 餐及以上 75(8.5) 42(5.0)   96(10.6) 71(8.0)   

周末在外就餐 

(不包括早餐) 
  2.773 0.596   2.310 0.679 

0 餐 69(7.8) 63(7.6)   107(11.8) 92(10.4)   

1 餐 234(26.4) 250(30.0)   279(30.9) 284(32.1)   

2 餐 312(35.3) 293(35.2)   254(28.1) 262(29.6)   

3 餐 143(16.2) 124(14.9)   122(13.5) 132(14.9)   

4 餐及以上 119(13.4) 103(12.4)   121(13.4) 109(12.3)   



*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干预对象对此次干预的效果评价 

① 对干预信息的看法 

44.9%的人认为丰富了相关知识，改变了相关行为，仅4.4%的人认为没什么意义。 

表 6 干预组对象对传递的信息的评价 

你对传递的信息的看法 人数（n=833） 比例（%） 

丰富了相关知识，改变了相关行为 372 44.9 

丰富了相关知识，但操作性不强 406 48.7 

没什么意义 37 4.4 

其它 14 1.7 

② 干预信息对在外就餐频率的影响 

73.6%的人表示接收信息后，有意识的去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表 7 干预信息对在外就餐频率的影响 

接收信息后，是否有意识的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人数（n=833） 比例（%） 

有 613 73.6 

没有 216 25.9 

③ 干预信息对在外就餐行为的影响 

67.8%的人表示接收信息后，其指导了在外就餐行为。 

表8 干预信息对在外就餐行为的影响 

接收信息后，是否指导在外就餐行为 人数（n=833） 比例（%） 

有 565 67.8 

没有 266 31.9 

6. 总结 

调查结果显示，干预组接受干预后，人群在外就餐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均有所提

高，有统计学意义，而对照组在外就餐知识、态度得分的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虽行为

得分有所提高，但低于对照组（基线调查干预组与对照组行为得分无明显差异）。从行

为阶段量表可以看出，干预组在接收干预信息后，在外就餐行为发生了变化，处于无打

算阶段的人群减少，而处于行动阶段的人群有所增加。可见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干预

能有效的提高人群在外就餐知识知晓率，提高关注程度，正确指导在外就餐行为。促使

更多的人在外出就餐时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从而减少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的危害。 

干预组833名随访对象中，高达93.6%的人给予了干预信息的好评；73.6的人表示接收

信息后，有意识的减少在外就餐频率；67.8%的人表示，干预信息对她们的在外就餐行为

起到了指导作用。可见，此次干预核心信息的设计较为成功，但也提示信息的可操作性



有待加强，对以后的研究提供指导。 

五、成果 

1. 建立较为活跃和成熟的微博2个、微信公众平台1个，专注营养科普； 

2. 现况调研和干预试点效果评价报告一份； 

3． 国际学术大会展报交流：Ping Hu, Yan Zhang, Wenjie Huang, Lu Lu, Fan Zhang, Yong Zhao*.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MICRO BLOGGING AND WECHAT) ON YOUTH’S BEHAVIOR OF 

EATING OUT: A PILOT INTRVENTION STUDY. Accepted as poster presentation, 2014 2
nd

 Symposium of 

HEALED Research Group: EXTENDING THE HEALTHSPAN: THE ROLE OF DIET AND EXERCISE. 

4.  已经投稿： 

① Ping Hu, Lu Lu, Wenjie Huang, Yan Zhang, Huan Zeng, Fan Zhang, Yong Zhang, Yong Zhao*.  

Evaluation of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Effects of new Media Education way Intervention to eating out in 

junior class university students. 12th Asian Congress of Nutrition.  

② Yong Zhao, Ping Hu, Lu Lu, Wenjie Huang, Yan Zhang, Huan Zeng, Yong Zhang, Fan Zhang*. 

Influence of new Media on people’s Behavior of Eating out. 12th Asian Congress of Nutrition. 

③ Yan Zhang, Ping Hu, Lu Lu, Wenjie Huang, Huan Zeng, Fan Zhang, Yong Zhang, Yong Zhao*. 

Survey on the Eating out Behavior of People in China. 12th Asian Congress of Nutrition. 

六、本项目实施局限性 

1. 网络招募是该课题的一个巨大挑战：虽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普及率逐渐上升，

但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度有待提高，且此次活动开展时间较长，因此招募的参与者非常少，

配合度也比较低。可见网络宣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逐步建立非常稳定且信任度较

高的平台，这样有助于网络研究的开展； 

2. 对于人群调查，失访不可控制，是我们的一大难题。虽本次课题，争取了辅导员

以及班长的支持，但因一些不可抗因素，加之样本量较大、干预时间较长，仍存在一定

的失访率； 

3. 新媒体健康教育面临很多挑战。我国此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更多、

更全面的研究。 

七、后续研究 

1. 干预后2个月效果评价； 

2. 继续完善、巩固新媒体平台； 

3. 新项目：新媒体对人群幸福度的影响及干预研究； 

4. 正在申报项目：通过新媒体（微博、微信）开展食品安全应急知识科普宣传。 



八、致谢 

1. 感谢 “中国肯德基餐饮健康基金”对此课题的资助！  

2. 感谢参与本项目的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大学和重庆科学技术学院的大力支

持！  

3．感谢此次项目的参与者：微信受众：食维康-营养健康、余盈盈等；新浪听众：营

养科普汤哥、zhy派克的绅士等；腾讯听众：常学荣、LH等对本次活动一直以来的支持！  

4. 感谢本项目的所有参与人员的辛勤付出！  

九、活动现场照片 

1. 课题组老师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 

 

2. 需求定量问卷调查 

 

 



3. 需求定性访谈 

 

4. 基线调查前，招募动员 

 

5.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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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件一、新媒体对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影响及需求分析（需求调查） 

附件二、需求调查定性访谈提纲 

附件三、基线调查问卷-干预组 

附件四、基线调查问卷-对照组 

附件五、效果评价问卷-干预组 

附件六、效果评价问卷-对照组 

 

 

 

 

 

 

 

 

 

 

 

 

 

 

 



附件一：需求定量调查问卷 

学校:        专业:        年级:       时间:2014年____月____日   编号：            

新媒体对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影响及需求分析 

亲爱的同学： 

您好!本问卷旨在了解当前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现况、微博(或微信)对其影响以及干预的需求

分析，以便制定切实可行的微博(或微信)营养教育措施。本次调查对您无任何风险。调查取得的

信息仅作为本次调查研究资料，会被严格保密。本课题遵循自愿参与的原则，希望被调查者本着

真实、客观的态度答问，以确保问卷的有效性。 

 

注：1）在外就餐是指在家中和学校食堂以外的地点就餐； 

2） 请在您认为正确的选项上画“○”。 

 

一、个人基本信息 

01. 性别：   A.男   B.女 

02. 年龄：       岁 

03. 身高：       厘米 

04. 体重：       公斤 

05. 入学前户口所在地：   A.城镇    B.农村   

06. 父亲的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学及以上    

07. 母亲的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学及以上 

08. 父亲的职业： 

A. 知识分子或干部   B.工人   C.农民   D.个体户   E.无固定职业者    

09. 母亲的职业： 

A. 知识分子或干部   B.工人   C.农民   D.个体户   E.无固定职业者 

10. 平均每月的生活费： 

A.＜500元   B.500-800元   C.800-1200元  D.1200-1500元   E.＞1500元 

11. 平均每月的伙食费大概为： 

A.＜200元   B.200-300元   C.300-600元   D.600-900元     E.＞900元 

12. 读书期间，常居住在（单选）：   

A.学校寝室   B.家中   C.外出租房   D.亲戚朋友家   E.其它         

13. 读书期间，周末放假后常（单选）：  

A.外出   B.待学校   C.回家   D.走访亲戚朋友   E.其它         

 



二、在外就餐现况 

01. 最近一个月，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平均每周在外就餐频率为：        

 A.0餐   B.1 餐   C.2 餐   D.3 餐   E.4餐   F.5餐及以上 

02. 最近一个月，周末（周六、周日）平均每周在外就餐频率为：        

A.0餐   B.1 餐   C.2 餐   D.3 餐   E.4餐及以上 

03. 平时，在外就餐每餐人均消费为：        

 A.<10 元   B.10~20 元  C.20~50  D.50~100 元   E.>100 元 

04. 在外就餐的原因（可多选）： 

A.改善伙食  B.过了食堂供饭时间  C.招待亲友  D.聚餐  E.饭点时,在外面  F.其它          

05. 在外就餐的常选地点(可多选)：        

A.附近一般饭店   B.路边摊点   C.西式快餐店    D.中式快餐店（如乡村基等） 

E.自助火锅店     F.高档中式餐厅(均消费>70 元)   G.超市、便利店   H.其它          

06. 选择在外就餐餐厅时一般会考虑（可多选）： 

A.消费水平   B.营养与安全   C.菜肴口味   D.服务态度   E.环境   F.地理位置   G.特色       

H.其它                       

07. 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在外就餐餐厅信息（可多选）: 

A.他人推荐   B.街头宣传单   C.微博、微信等新媒体   D.团购   E.餐饮专刊    

F.电视广告   G.偶然遇见     H、其它                 

08. 你认为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 

A.有利   B.有害   C.没有影响   D.不一定  

09. 在外就餐，你认为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可多选)：         

A.摄入的食物不卫生       B.食物总量摄入过多         C.肉类摄入过多   

 D.辛辣食物摄入过多       E.油炸、烧烤类食物摄入多   F.食盐过多    

G.甜食摄入过多           H.碳酸饮料摄入过多         I.饮酒过量      J.其它                

10. 你认为引起在外就餐风险的可能原因有哪些呢(可多选)： 

A.食物不卫生             B.缺乏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   C. 缺乏在外就餐健康知识 

D.食物种类选择的局限性   E.个人对食物的偏好   F.家庭饮食习惯  G.挑食、偏食   

H.经济因素               I.就餐条件限制       J.其它                

11.了解或关注过一些在外就餐健康知识吗：  

A.了解过，了解的途径为以下哪种（可多选）：          

a.书报杂志 b.广播电视 c.课堂或专业讲座 d.亲朋指导 e.网络 f.其它         

B.没有了解过    

C.记不清了 

12. 希望增加在外就餐健康知识吗： 

A.希望，希望通过以下的哪种方式（可多选）:        
a.网络 b.课堂或专业讲座 c.亲朋指导 d.广播电视 e.书报杂志 f.其它         

B.不希望    

C.无所谓 

13. 参加过在外就餐健康知识课程或培训吗：         

A.有     B.没有     C.记不清了 

14. 愿意参加在外就餐健康知识课程或培训吗：         

A.愿意     B.有时间就参与     C.不愿意 

 



三、 微博(微信)对在外就餐的影响 

注：新媒体指借助于计算机（或具有计算机本质特征的数字设备）传播信息的载体，如 

络媒体（微博、人人网等）、手机媒体（微信、手机电视等） 

01.现在使用的新媒体有(可多选)： 

A.微信   B.新浪微博   C.腾讯微博   D.人人网   E.无  F.其它      

02.以下几种新媒体中，你最常使用的是(单选)： 

A.微信   B.新浪微博   C.腾讯微博   D.无（请跳至 09题）  

注：以下问题均针对你最常用的新媒体回答 

03.到目前为止，你使用微博（或微信）多久了：        

 A.少于半年   B.半年~1年   C.1年及以上   

04. 平均每日使用微博（或微信）的时长： 

 A.1 小时以下   B.1~2 小时   C.2~3 小时   D.3~4 小时   E.4 小时以上 

05. 常在哪个时间段使用微博（或微信） (可多选)：         

 A.8:00-12:00   B.12:00-14:30   C.14:30-17:30   D.17:30-19:00   E.19:00-22:00 

 F.22:00 以后   G.随机 

06. 在微博（或微信）上看到过就餐美食推荐吗：        

A.有，去过微博(微信)上推荐的餐厅就餐吗：         

a.去过   b.没去过   c.记不清了    

B.没有   

C.记不清了      

07. 在微博(微信)上看到过在外就餐健康知识(如注意事项)吗：        

 A.看到过，对微博（微信）上的在外就餐知识可信吗：         
a.可信   b.半信半疑   c.不可信    

B.没有看到过    

C.记不清了    

08. 曾因微博(微信)上的在外就餐健康信息而改变过饮食行为吗：        

 A. 没有看到过相关信息   B.改变过   C.没有改变过   D.记不清了  

09. 希望在微博(微信)了解在外就餐健康知识吗：         

A.希望，希望通过微博(微信)得到哪些在外就餐相关知识(可多选)：         

a.在外就餐注意事项   b.营养知识   c.食品安全知识   d.其它          

B.不希望   

 C.无所谓 

10. 如果通过微博(微信)平台传递在外就餐相关知识，您喜欢什么形式的(可多选)：        

A.文字   B.图片   C.音频   D.视频   

11. 愿意通过微博(微信)分享在外就餐知识吗：        

 A.愿意   B.不愿意  C.看情况 

 

 

调查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质控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96%B0%E5%AA%92%E4%BD%93&fr=qb_search_exp&ie=utf8


邀请函 

亲爱的同学： 

您好!我们将开展以微博（或微信）为平台对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进行干预活动，通过微博（或

微信）来传播营养和食品安全知识、健康饮食行为和在外就餐注意事项等信息，期望来改变大学生

不健康的在外就餐行为。通过干预效果评价，制定切实可行的微博（或微信）营养教育措施，科学

的引导大学生在外就餐相关行为。现特别邀请您参加该研究项目。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会根据研究的安排，选择性地通过微博（或微信）等方式向部分同学传

播营养和食品安全、在外就餐注意事项等知识，我们需要您关注我们的微博（或微信），接收我们

传播的知识。在干预后即刻、1个月、3个月、6个月花费几分钟时间配合我们完成效果评价问卷，

我们将施行奖励制度，对配合完成整个活动项目的同学给予一定的奖励。如果你在下面签名，意味

着你接受我们的上述做法。 

本次调查研究将充分尊重你的意愿，并承诺对涉及到您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不会用于本研究

之外的任何其它用途。 

如果你已经充分了解了我们的项目，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究项目，并确保能提供真实可靠

的信息，请你留下你的真实基本信息。 

姓名：                  

电话：                  

QQ:                    

 

注：请附加真实信息，以便我们进行编号、管理，谢谢！ 

 

 

 

 

 

 

 



附件二：需求调查定性访谈提纲 

新媒体对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影响访谈提纲 

访谈员开场语： 

亲爱的朋友： 

您好，我们是重庆医科大学 “新媒体对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影响研究” 项目调查员。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在外就餐成为了我们常见的就餐行为。与此同时，当前校园内外随处可见微博、

微信控。所以请你来谈谈新媒体对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影响的看法。 

    我们郑重承诺，您提供的观点信息，仅作为我们群体研究参考，绝不泄露个人资料。 

    感谢您的参与和配合!、 

 

访谈提纲（针对使用微博、微信的大学生人群访谈提纲） 
第一方面：在外就餐情况 

1. 在外就餐的目的 

提问方式：①你经常在外就餐吗？ 为什么呢？ 

②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在外就餐呢？ 

2. 在外就餐地影响因素 

提问方式：①一般是如何选择在外就餐地点的呢？ 

②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地方呢？ 

③在你所说的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其次是？ 

3. 在外就餐饮食行为 

提问方式：①你觉得外就餐怎么样？ 

②在外就餐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③对你而言，存在哪些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呢？  

④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呢？ 

第二方面：微博（微信）使用情况 

1. 浏览信息的选择 

提问方式：①你使用微博、微信的情况怎么样呢？（频率、时间）  

②你一般会浏览哪些方面的信息呢？为什么呢？ 

③你是如何选择这些信息的呢？  

④你觉得网上传播的信息可不可靠？ 

⑤您是如何来判断哪些信息可信，而哪些信息又不可靠呢？  

第三方面：微博（微信）对在外就餐行为的影响及需求 

1. 在外就餐餐厅信息 

提问方式：①你在微博或微信上看到过推荐的餐厅或美食信息吗？  

②有去过推荐的餐厅吗？感觉怎么样？ 

③有没有继续把这些餐厅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呢？（若有，继续问：他们去过你

推荐的餐厅吗？他们感觉怎么样?） 

2. 在外就餐知识信息 

提问方式：①你在微博或微信上看到过在一些外就餐健康知识吗？  

②你觉得这些知识怎么样？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如未提及行为影响，继续问:对你

行为造成什么影响了吗？能具体谈谈吗） 

3. 知识需求 

提问方式：①在在外就餐方面，你希望得到哪些指导和帮助呢？（如最希望得到哪些知识？） 

②（简介本次干预活动那愿意参加本次干预活动？ 

③针对此次干预活动，你能谈谈你的建议吗？（如你觉得那种形式（文字、图片、

音频、视频）的传递效果最好呢？） 



附件三：基线调查-干预组 

知情同意书 

亲爱的同学： 

您好!我们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新媒体对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影响及干预试点研究”课题组，

将以微博、微信为平台对在外就餐行为进行干预活动。以期通过该活动引导健康的在外就餐行为。

现诚恳邀请您参加。 

在活动过程中，我们会选择性地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向同学们传播在外就餐营养知识等。我

们需要您关注我们的微博或微信，并在干预后即刻、1个月、3个月、6个月填写评价问卷（每次需

几分钟时间）。 

我们会充分尊重您的意愿，并承诺对您的有关信息严格保密，不用于本项目之外的任何用途。 

如果您已经充分了解了我们的项目，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究项目，并确保能提供真实可靠

的信息，请您在下面签名。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和配合！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我已经充分了解此项目的意图和内容，愿意参加这个项目，配合项目开展的各种

活动，并保证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参与者签名：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 

QQ: 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请选择您最希望通过哪种平台接收我们传播的信息，并关注相应平台和留下您的相应

账号，以便我们实名制一一对应，谢谢！ 

A. 微信，公众平台：yingyangren                                               

B . 新浪微博：营养科普—重医大赵勇               

C. 腾讯微博：赵勇-营养科普  

D. 均未使用 

你选择的平台是：     ；您的相应账号是：              

 

 

赵勇老师微信公众平

台 



学校:        专业:        年级:       时间: 2014 年____月____日   编号：          

大学生在外就餐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 

备注：1) 在外就餐：指在家中和学校食堂以外的地点就餐； 

  2) 请按实际情况填写或在您认为正确的选项上画“○”， 每个题目只需选择一个答案。 

一、 基本信息 

01. 姓名：                    

02. 学号：              

03. 性别： A.男   B.女 

04. 年龄：          

05. 民族：          

06. 身高：       厘米 

07. 体重：       公斤 

08. 入大学前户口所在地：   A.城镇    B.农村   

09. 父亲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学及以上    

10. 母亲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学及以上 

11. 平均每月的生活费： 

A.＜500 元   B.[500~800) 元   C. [800~1200) 元   D. [1200~1500) 元   E.≥1500 元 

12. 平均每月的伙食费大概为： 

A.＜200 元   B. [200~300)元   C. [300~600)元   D. [600~900)元   E.≥900 元 

13. 读书期间，最常居住在：   

A.学校寝室   B.家中   C.外出租房   D.亲戚朋友家   E.其它         

14. 读书期间，周末放假后最常：  

A.外出   B.待学校   C.回家   D.走访亲戚朋友   E.其它         

 

二、在外就餐营养知识 

01.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中，哪个部分的食物提倡吃最多： 

A.宝塔顶部   B.宝塔中部   C.宝塔底部   D.不知道 

02. 以下哪种是营养界推崇的最佳早、中、晚餐能量分配比例： 

A.2:3:5    B. 2:5:3    C. 3:4:3    D.3:3:4    E.不知道    

03. 在日常饮食中，推崇的“三低食品”是指： 

A.低蛋白、低脂肪、低能量 B.低油、低盐、低糖 C.低维生素、低纤维素、低钙 D.不知道 

04. 哪种烹饪方式最能保持食物的营养：  

A.煎   B.炸   C.小火慢炒   D.煮   E.蒸制   F.不知道 

05. 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宜超过：  

A.3g   B.6g   C.9g   D.12g   E.不知道 

06. 盐渍食品可以产生以下哪种有害食物： 

A.二氧化硫   B.笨并 ɑ 芘   C.亚硝酸盐   D.硝酸盐   E.不知道 

07. 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摄入烹饪用油量不宜超过：  

A.10 g   B.20 g   C.30 g   D.35g    E.不知道 

08. 用油来炸食品，将增加的营养物质是： 

A.碳水化合物   B.脂肪   C.蛋白质   D.维生素   E.不知道 

09. 长期摄入脂肪高的食物易患以下哪种疾病： 

A.冠心病   B.肝炎   C.风湿性关节炎   D.胃炎   E.不知道 

10. 烟熏食物可以产生以下哪种有害物质：  



A.二氧化硫   B.笨并 ɑ 芘   C.亚硝酸盐   D.硝酸盐   E.不知道 

11. 哪个季节食物中毒发生频率最高: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E.不知道   

 

12. 请判断以下说法，请在最符合您想法的选项内打“○” 

 A.是 B.否 C.不知道 

(01) 天然的食品添加剂可以放心食用    

(02) 地沟油是指从地沟里捞出来的油    

(03) 一般街头餐馆提供的消毒餐具值得信赖    

(04) 在外就餐时，需注意点菜单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    

(05) 食品原料过保质期后，仍能烹制出较好风味的菜肴    

(06) 比蔬菜本色更鲜艳的菜肴，有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07) 减肥人群，要尽可能的少吃或不吃米饭    

(08) 一般餐馆提供的餐巾纸有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09) 日常多吃一口饭菜对健康影响不大    

 

 

三、在外就餐态度 

01. 你认为你目前在外就餐的行为: 

A.健康    B.比较健康  C.不健康  

02. 你对在外就餐膳食搭配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3. 你对在外就餐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4. 你对在外就餐注意事项等相关信息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5. 你愿意接收在外就餐营养与食品安全、注意事项等相关知识吗: 

A.愿意   B.比较愿意   C.不愿意 

06. 你愿意传播在外就餐相关知识给身边的朋友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07. 从食品安全风险考虑，你愿意减少在外就餐频率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08. 从食品安全风险考虑，你愿意改变在外就餐过程中的不健康行为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四、在外就餐行为 

01.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周一至周日）在外吃早餐的频率为： 

A.0 餐   B.1~3 餐   C.4~5 餐   D.6 餐及以上 

02.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在外就餐（不包括早餐）频率为： 

A.0 餐   B.1~3 餐   C.4~6 餐   D.7-8 餐    E.9 餐及以上 

03.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末（周六和周日）在外就餐（不包括早餐）频率为： 

A.0 餐   B.1 餐   C.2 餐   D.3 餐   E.4 餐及以上   



04. 最近一个月，平均每周（周一至周日）在以下餐厅就餐频率为？在最合适的选项内打“○” 

 

05. 在外就餐时，以下行为的出现频率为？在最合适的选项内打“○” 

 

五、变化阶段量表 

1． 对于以下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的说法，哪项最符合您现在的真实情况？ 

A. 我觉得长期在外就餐不存在健康风险，没有打算在未来 6 个月里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B. 我已经意识到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且有在未来 6 个月里减少其频率的打算，但不会

在未来 30 天内实施 

C. 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准备在未来 30 天内逐步开始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D. 我已经开始尽量减少在外就餐频率了，但坚持还不足 6 个月 

E. 我已经坚持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6 个月以上了 

2． 对于以下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的说法，哪项最符合您现在的真实情况？ 

A.  我觉得长期在外就餐不存在健康风险，没有打算在未来 6 个月里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B.  我已经意识到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且有在未来 6 个月里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的打算，

但不会在未来 30 天内实施 

C. 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我准备在未来 30 天内逐步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D. 我已经开始尽量采取在外就餐食品安全防范行为了，但坚持还不足 6 个月 

E. 我已经坚持采取在外就餐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6 个月以上了 

 

 

 

 

调查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质控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A.0 次 B.1~3 次 C.4~6 次 D.7 次及以上 

(01) 路边摊点     

(02) 附近一般饭店     

(03) 西式快餐店     

(04) 中式快餐店（如乡村基等）     

(05) 自助火锅店     

(06) 高档中式餐厅(人均消费>70 元)     

(07) 超市、便利店     

 A.总是 B.经常 C.偶尔 D.从不 

(01) 观察餐馆的环境卫生     

(02) 观察餐具是否经过消毒处理     

(03) 重视食物的加工方法     

(04) 使用菜单点菜后洗手     

(05) 少点颜色过于鲜艳的菜     

(06) 少点油脂和高脂肪菜肴     

(07) 用茶水或白开水代替饮料     

(08) 尽可能的少吃或不吃米饭     

(09) 就餐时，吃到撑才停筷     

(10) 使用自带的餐巾纸     



附件四：基线调查-对照组 

知情同意书 

亲爱的同学： 

您好!我们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新媒体对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影响及干预试点研究”课题组。

现诚恳邀请您参加，我们需要您填写一份关于在外就餐营养知识、态度与行为的调查问卷，从而了

解当前相关情况。 

我们会充分尊重您的意愿，并承诺对您的有关信息严格保密，不用于本项目之外的任何用途。 

如果您已经充分了解了我们的项目，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究项目，并确保能提供真实可靠

的信息，请您在下面签名。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和配合！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我已经充分了解此项目的意图和内容，愿意参加这个项目，配合项目开展的各种

活动，并保证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参与者签名：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 

QQ: 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学校:        专业:        年级:       时间: 2014 年____月____日   编号：          

大学生在外就餐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 

备注：1) 在外就餐：指在家中和学校食堂以外的地点就餐； 

  2) 请按实际情况填写或在您认为正确的选项上画“○”， 每个题目只需选择一个答案。 

二、 基本信息 

02. 姓名：                    

02. 学号：              

03. 性别： A.男   B.女 

04. 年龄：          

05. 民族：          

06. 身高：       厘米 

07. 体重：       公斤 

08. 入大学前户口所在地：   A.城镇    B.农村   

09. 父亲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学及以上    

10. 母亲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学及以上 

11. 平均每月的生活费： 

A.＜500 元   B.[500~800) 元   C. [800~1200) 元   D. [1200~1500) 元   E.≥1500 元 

12. 平均每月的伙食费大概为： 

A.＜200 元   B. [200~300)元   C. [300~600)元   D. [600~900)元   E.≥900 元 

13. 读书期间，最常居住在：   

A.学校寝室   B.家中   C.外出租房   D.亲戚朋友家   E.其它         

14. 读书期间，周末放假后最常：  

A.外出   B.待学校   C.回家   D.走访亲戚朋友   E.其它         

 

二、在外就餐营养知识 

01.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中，哪个部分的食物提倡吃最多： 

A.宝塔顶部   B.宝塔中部   C.宝塔底部   D.不知道 

02. 以下哪种是营养界推崇的最佳早、中、晚餐能量分配比例： 

A.2:3:5    B. 2:5:3    C. 3:4:3    D.3:3:4    E.不知道    

03. 在日常饮食中，推崇的“三低食品”是指： 

A.低蛋白、低脂肪、低能量 B.低油、低盐、低糖 C.低维生素、低纤维素、低钙 D.不知道 

04. 哪种烹饪方式最能保持食物的营养：  

A.煎   B.炸   C.小火慢炒   D.煮   E.蒸制   F.不知道 

05. 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宜超过：  

A.3g   B.6g   C.9g   D.12g   E.不知道 

06. 盐渍食品可以产生以下哪种有害食物： 

A.二氧化硫   B.笨并 ɑ 芘   C.亚硝酸盐   D.硝酸盐   E.不知道 

07. 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摄入烹饪用油量不宜超过：  

A.10 g   B.20 g   C.30 g   D.35g    E.不知道 

08. 用油来炸食品，将增加的营养物质是： 

A.碳水化合物   B.脂肪   C.蛋白质   D.维生素   E.不知道 

09. 长期摄入脂肪高的食物易患以下哪种疾病： 

A.冠心病   B.肝炎   C.风湿性关节炎   D.胃炎   E.不知道 

10. 烟熏食物可以产生以下哪种有害物质：  



A.二氧化硫   B.笨并 ɑ 芘   C.亚硝酸盐   D.硝酸盐   E.不知道 

11. 哪个季节食物中毒发生频率最高: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E.不知道   

 

12. 请判断以下说法，请在最符合您想法的选项内打“○” 

 A.是 B.否 C.不知道 

(01) 天然的食品添加剂可以放心食用    

(02) 地沟油是指从地沟里捞出来的油    

(03) 一般街头餐馆提供的消毒餐具值得信赖    

(04) 在外就餐时，需注意点菜单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    

(05) 食品原料过保质期后，仍能烹制出较好风味的菜肴    

(06) 比蔬菜本色更鲜艳的菜肴，有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07) 减肥人群，要尽可能的少吃或不吃米饭    

(08) 一般餐馆提供的餐巾纸有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09) 日常多吃一口饭菜对健康影响不大    

 

 

三、在外就餐态度 

01. 你认为你目前在外就餐的行为: 

A.健康    B.比较健康  C.不健康  

02. 你对在外就餐膳食搭配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3. 你对在外就餐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4. 你对在外就餐注意事项等相关信息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5. 你愿意接收在外就餐营养与食品安全、注意事项等相关知识吗: 

A.愿意   B.比较愿意   C.不愿意 

06. 你愿意传播在外就餐相关知识给身边的朋友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07. 从食品安全风险考虑，你愿意减少在外就餐频率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08. 从食品安全风险考虑，你愿意改变在外就餐过程中的不健康行为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四、在外就餐行为 

01.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周一至周日）在外吃早餐的频率为： 

A.0 餐   B.1~3 餐   C.4~5 餐   D.6 餐及以上 

02.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在外就餐（不包括早餐）频率为： 

A.0 餐   B.1~3 餐   C.4~6 餐   D.7-8 餐    E.9 餐及以上 

03.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末（周六和周日）在外就餐（不包括早餐）频率为： 

A.0 餐   B.1 餐   C.2 餐   D.3 餐   E.4 餐及以上   



04. 最近一个月，平均每周（周一至周日）在以下餐厅就餐频率为？在最合适的选项内打“○” 

 

05. 在外就餐时，以下行为的出现频率为？在最合适的选项内打“○” 

 

五、变化阶段量表 

3． 对于以下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的说法，哪项最符合您现在的真实情况？ 

F. 我觉得长期在外就餐不存在健康风险，没有打算在未来 6 个月里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G. 我已经意识到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且有在未来 6 个月里减少其频率的打算，但不会

在未来 30 天内实施 

H. 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准备在未来 30 天内逐步开始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I. 我已经开始尽量减少在外就餐频率了，但坚持还不足 6 个月 

J. 我已经坚持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6 个月以上了 

4． 对于以下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的说法，哪项最符合您现在的真实情况？ 

A.  我觉得长期在外就餐不存在健康风险，没有打算在未来 6 个月里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B.  我已经意识到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且有在未来 6 个月里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的打算，

但不会在未来 30 天内实施 

F. 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我准备在未来 30 天内逐步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G. 我已经开始尽量采取在外就餐食品安全防范行为了，但坚持还不足 6 个月 

H. 我已经坚持采取在外就餐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6 个月以上了 

 

 

 

 

调查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质控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A.0 次 B.1~3 次 C.4~6 次 D.7 次及以上 

(01) 路边摊点     

(02) 附近一般饭店     

(03) 西式快餐店     

(04) 中式快餐店（如乡村基等）     

(05) 自助火锅店     

(06) 高档中式餐厅(人均消费>70

元) 

    

(07) 超市、便利店     

 A.总是 B.经常 C.偶尔 D.从不 

(01) 观察餐馆的环境卫生     

(02) 观察餐具是否经过消毒处理     

(03) 重视食物的加工方法     

(04) 使用菜单点菜后洗手     

(05) 少点颜色过于鲜艳的菜     

(06) 少点油脂和高脂肪菜肴     

(07) 用茶水或白开水代替饮料     

(08) 尽可能的少吃或不吃米饭     

(09) 就餐时，吃到撑才停筷     

(10) 使用自带的餐巾纸     



附件五：效果评价问卷-干预组 

学校:        专业:        年级:       时间: 2014 年____月____日   编号：          

大学生在外就餐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 “新媒体对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影响及干预试点研究”课题组，已陪伴大家两个月了。本

问卷旨在了解这两个月中你们的在外就餐知识、态度、行为是否有所改变。本次调查对您无任何风

险。调查取得的信息仅作为本次调查研究资料，会被严格保密。本课题遵循自愿参与的原则，希望

被调查者本着真实、客观的态度答问，以确保问卷的有效性。 

备注：1) 在外就餐：人们摄入的所有食物是由家庭和食堂以外的其他场所提供，与用餐地点无关； 

 2) 请按实际情况填写或在您认为正确的选项上画“○”，每个题目只需选择一个答案。 

一、基本信息 

03. 姓名：                    

02. 学号：              

03. 性别： A.男   B.女 

04. 年龄：          

05. 民族：          

06. 身高：       厘米 

07. 体重：       公斤 

08. 入大学前户口所在地：   A.城镇    B.农村   

09. 父亲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学及以上    

10. 母亲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学及以上 

11. 平均每月的生活费： 

A.＜500 元   B.[500~800) 元   C. [800~1200) 元   D. [1200~1500) 元   E.≥1500 元 

12. 平均每月的伙食费大概为： 

A.＜200 元   B. [200~300)元   C. [300~600)元   D. [600~900)元   E.≥900 元 

13. 读书期间，最常居住在：   

A.学校寝室   B.家中   C.外出租房   D.亲戚朋友家   E.其它         

14. 读书期间，周末放假后最常：  

A.外出   B.待学校   C.回家   D.走访亲戚朋友   E.其它         

 

二、在外就餐营养知识 

01.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中，哪个部分的食物提倡吃最多： 

A.宝塔顶部   B.宝塔中部   C.宝塔底部   D.不知道 

02. 以下哪种是营养界推崇的最佳早、中、晚餐能量分配比例： 

A.2:3:5    B. 2:5:3    C. 3:4:3    D.3:3:4    E.不知道    

03. 在日常饮食中，推崇的“三低食品”是指： 

A.低蛋白、低脂肪、低能量 B.低油、低盐、低糖 C.低维生素、低纤维素、低钙 D.不知道 



04. 哪种烹饪方式最能保持食物的营养：  

A.煎   B.炸   C.小火慢炒   D.煮   E.蒸制   F.不知道 

05. 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宜超过：  

A.3g   B.6g   C.9g   D.12g   E.不知道 

06. 盐渍食品可以产生以下哪种有害食物： 

A.二氧化硫   B.苯并 ɑ 芘   C.亚硝酸盐   D.硝酸盐   E.不知道 

07. 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摄入烹饪用油量不宜超过：  

A.10 g   B.20 g   C.25 g   D.35g    E.不知道 

08. 用油来炸食品，将增加的营养物质是： 

A.碳水化合物   B.脂肪   C.蛋白质   D.维生素   E.不知道 

09. 长期摄入脂肪高的食物易患以下哪种疾病： 

A.冠心病   B.肝炎   C.风湿性关节炎   D.胃炎   E.不知道 

10. 烟熏食物可以产生以下哪种有害物质：  

A.二氧化硫   B.苯并 ɑ 芘   C.亚硝酸盐   D.硝酸盐   E.不知道 

11. 哪个季节食物中毒发生频率最高: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E.不知道   

 

12. 请判断以下说法，请在最符合您想法的选项内打“○” 

 A.是 B.否 C.不知道 

(01) 天然的食品添加剂可以放心食用    

(02) 地沟油是指从地沟里捞出来的油    

(03) 一般街头餐馆提供的消毒餐具值得信赖    

(04) 在外就餐时，需注意点菜单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    

(05) 食品原料过保质期后，仍能烹制出较好风味的菜肴    

(06) 比蔬菜本色更鲜艳的菜肴，有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07) 减肥人群，要尽可能的少吃或不吃米饭    

(08) 一般餐馆提供的餐巾纸有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09) 日常多吃一口饭菜对健康影响不大    

 

三、在外就餐态度 

01. 你认为你目前在外就餐的行为: 

A.健康    B.比较健康  C.不健康  

02. 你对在外就餐膳食搭配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3. 你对在外就餐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4. 你对在外就餐注意事项等相关信息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5. 你愿意接收在外就餐营养与食品安全、注意事项等相关知识吗: 

A.愿意   B.比较愿意   C.不愿意 

06. 你愿意传播在外就餐相关知识给身边的朋友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07. 从食品安全风险考虑，你愿意减少在外就餐频率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08. 从食品安全风险考虑，你愿意改变在外就餐过程中的不健康行为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04. 最近一个月，平均每周（周一至周日）在以下餐厅就餐频率为？在最合适的选项内打“○” 

 

05. 在外就餐时，以下行为的出现频率为？在最合适的选项内打“○” 

 A.总是 B.经常 C.偶尔 D.从不 

(01) 观察餐馆的环境卫生     

(02) 观察餐具是否经过消毒处理     

(03) 重视食物的加工方法     

(04) 使用菜单点菜后洗手     

(05) 少点颜色过于鲜艳的菜     

(06) 少点油脂和高脂肪菜肴     

(07) 用茶水或白开水代替饮料     

(08) 尽可能的少吃或不吃米饭     

(09) 就餐时，吃到撑才停筷     

(10) 使用自带的餐巾纸     

 

五、变化阶段量表 

1． 对于以下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的说法，哪项最符合您现在的真实情况？ 

A. 我觉得长期在外就餐不存在健康风险，没有打算在未来 6 个月里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B. 我已经意识到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且有在未来 6 个月里减少其频率的打算，但不会

在未来 30 天内实施 

C. 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准备在未来 30 天内逐步开始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D. 我已经开始尽量减少在外就餐频率了，但坚持还不足 6 个月 

E. 我已经坚持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6 个月以上了 

四、在外就餐行为 

01.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周一至周日）在外吃早餐的频率为： 

A.0 餐   B.1~3 餐   C.4~5 餐   D.6 餐及以上 

02.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在外就餐（不包括早餐）频率为： 

A.0 餐   B.1~3 餐   C.4~6 餐   D.7-8 餐    E.9 餐及以上 

03.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末（周六和周日）在外就餐（不包括早餐）频率为： 

A.0 餐   B.1 餐   C.2 餐   D.3 餐   E.4 餐及以上   

 A.0 次 B.1~3 次 C.4~6 次 D.7 次及以上 

(01) 路边摊点     

(02) 附近一般饭店     

(03) 西式快餐店     

(04) 中式快餐店（如乡村基等）     

(05) 自助火锅店     

(06) 高档中式餐厅(人均消费>70 元)     

(07) 超市、便利店     



2． 对于以下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的说法，哪项最符合您现在的真实情况？ 

A.  我觉得长期在外就餐不存在健康风险，没有打算在未来 6 个月里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B.  我已经意识到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且有在未来 6 个月里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的打算，

但不会在未来 30 天内实施 

C.  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我准备在未来 30 天内逐步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D. 我已经开始尽量采取在外就餐食品安全防范行为了，但坚持还不足 6 个月 

E. 我已经坚持采取在外就餐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6 个月以上了 

 

六．效果评价 

01. 你接收在外就餐相关信息的平台是： 

A.微信公众平台   B.新浪微博   C. 腾讯微博   D.无（跳至末尾） 

02. 你对待这些信息： 

A.每天都看   B.想起来看一次   C.基本不看 

03. 你对这些信息有什么看法： 

A.丰富了我们的相关知识，改变了相关行为   B.丰富了相关知识，但操作性不强 

C.没什么意义                             D.其它                 

04. 你认为接收这些信息后，对你在外就餐的行为有所改变吗？ 

A.有   B.没有 

05. 接收信息后，你是否有意识的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A.有   B.没有 

 

 

 

 

 

 

 

 

 

 

 

 

 

 

 

 

 

 

 

 

 

 

调查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质控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六：效果评价问卷-对照组 

学校:        专业:        年级:       时间: 2014 年____月____日   编号：          

大学生在外就餐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 “新媒体对大学生在外就餐行为影响及干预试点研究”课题组，已陪伴大家两个月了。本

问卷旨在了解这两个月中你们的在外就餐知识、态度、行为是否有所改变。本次调查对您无任何风

险。调查取得的信息仅作为本次调查研究资料，会被严格保密。本课题遵循自愿参与的原则，希望

被调查者本着真实、客观的态度答问，以确保问卷的有效性。 

备注：1) 在外就餐：人们摄入的所有食物是由家庭和食堂以外的其他场所提供，与用餐地点无关； 

 2) 请按实际情况填写或在您认为正确的选项上画“○”，每个题目只需选择一个答案。 

一、基本信息 

04. 姓名：                    

02. 学号：              

03. 性别： A.男   B.女 

04. 年龄：          

05. 民族：          

06. 身高：       厘米 

07. 体重：       公斤 

08. 入大学前户口所在地：   A.城镇    B.农村   

09. 父亲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学及以上    

10. 母亲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学及以上 

11. 平均每月的生活费： 

A.＜500 元   B.[500~800) 元   C. [800~1200) 元   D. [1200~1500) 元   E.≥1500 元 

12. 平均每月的伙食费大概为： 

A.＜200 元   B. [200~300)元   C. [300~600)元   D. [600~900)元   E.≥900 元 

13. 读书期间，最常居住在：   

A.学校寝室   B.家中   C.外出租房   D.亲戚朋友家   E.其它         

14. 读书期间，周末放假后最常：  

A.外出   B.待学校   C.回家   D.走访亲戚朋友   E.其它         

 

二、在外就餐营养知识 

01.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中，哪个部分的食物提倡吃最多： 

A.宝塔顶部   B.宝塔中部   C.宝塔底部   D.不知道 

02. 以下哪种是营养界推崇的最佳早、中、晚餐能量分配比例： 

A.2:3:5    B. 2:5:3    C. 3:4:3    D.3:3:4    E.不知道    

03. 在日常饮食中，推崇的“三低食品”是指： 

A.低蛋白、低脂肪、低能量 B.低油、低盐、低糖 C.低维生素、低纤维素、低钙 D.不知道 



04. 哪种烹饪方式最能保持食物的营养：  

A.煎   B.炸   C.小火慢炒   D.煮   E.蒸制   F.不知道 

05. 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宜超过：  

A.3g   B.6g   C.9g   D.12g   E.不知道 

06. 盐渍食品可以产生以下哪种有害食物： 

A.二氧化硫   B.苯并 ɑ 芘   C.亚硝酸盐   D.硝酸盐   E.不知道 

07. 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摄入烹饪用油量不宜超过：  

A.10 g   B.20 g   C.25 g   D.35g    E.不知道 

08. 用油来炸食品，将增加的营养物质是： 

A.碳水化合物   B.脂肪   C.蛋白质   D.维生素   E.不知道 

09. 长期摄入脂肪高的食物易患以下哪种疾病： 

A.冠心病   B.肝炎   C.风湿性关节炎   D.胃炎   E.不知道 

10. 烟熏食物可以产生以下哪种有害物质：  

A.二氧化硫   B.苯并 ɑ 芘   C.亚硝酸盐   D.硝酸盐   E.不知道 

11. 哪个季节食物中毒发生频率最高: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E.不知道   

 

12. 请判断以下说法，请在最符合您想法的选项内打“○” 

 A.是 B.否 C.不知道 

(01) 天然的食品添加剂可以放心食用    

(02) 地沟油是指从地沟里捞出来的油    

(03) 一般街头餐馆提供的消毒餐具值得信赖    

(04) 在外就餐时，需注意点菜单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    

(05) 食品原料过保质期后，仍能烹制出较好风味的菜肴    

(06) 比蔬菜本色更鲜艳的菜肴，有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07) 减肥人群，要尽可能的少吃或不吃米饭    

(08) 一般餐馆提供的餐巾纸有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09) 日常多吃一口饭菜对健康影响不大    

 

三、在外就餐态度 

01. 你认为你目前在外就餐的行为: 

A.健康    B.比较健康  C.不健康  

02. 你对在外就餐膳食搭配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3. 你对在外就餐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4. 你对在外就餐注意事项等相关信息的关注度为: 

A.关注   B.比较关注   C.不关注 

05. 你愿意接收在外就餐营养与食品安全、注意事项等相关知识吗: 

A.愿意   B.比较愿意   C.不愿意 

06. 你愿意传播在外就餐相关知识给身边的朋友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07. 从食品安全风险考虑，你愿意减少在外就餐频率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08. 从食品安全风险考虑，你愿意改变在外就餐过程中的不健康行为吗:  

A.愿意   B.看情况   C.不愿意 

 

04. 最近一个月，平均每周（周一至周日）在以下餐厅就餐频率为？在最合适的选项内打“○” 

 

05. 在外就餐时，以下行为的出现频率为？在最合适的选项内打“○” 

 A.总是 B.经常 C.偶尔 D.从不 

(01) 观察餐馆的环境卫生     

(02) 观察餐具是否经过消毒处理     

(03) 重视食物的加工方法     

(04) 使用菜单点菜后洗手     

(05) 少点颜色过于鲜艳的菜     

(06) 少点油脂和高脂肪菜肴     

(07) 用茶水或白开水代替饮料     

(08) 尽可能的少吃或不吃米饭     

(09) 就餐时，吃到撑才停筷     

(10) 使用自带的餐巾纸     

 

五、变化阶段量表 

1． 对于以下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的说法，哪项最符合您现在的真实情况？ 

A. 我觉得长期在外就餐不存在健康风险，没有打算在未来 6 个月里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B. 我已经意识到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且有在未来 6 个月里减少其频率的打算，但不会

在未来 30 天内实施 

C. 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准备在未来 30 天内逐步开始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D. 我已经开始尽量减少在外就餐频率了，但坚持还不足 6 个月 

E. 我已经坚持减少在外就餐频率 6 个月以上了 

四、在外就餐行为 

01.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周一至周日）在外吃早餐的频率为： 

A.0 餐   B.1~3 餐   C.4~5 餐   D.6 餐及以上 

02.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在外就餐（不包括早餐）频率为： 

A.0 餐   B.1~3 餐   C.4~6 餐   D.7-8 餐    E.9 餐及以上 

03. 最近一个月，你平均每周末（周六和周日）在外就餐（不包括早餐）频率为： 

A.0 餐   B.1 餐   C.2 餐   D.3 餐   E.4 餐及以上   

 A.0 次 B.1~3 次 C.4~6 次 D.7 次及以上 

(01) 路边摊点     

(02) 附近一般饭店     

(03) 西式快餐店     

(04) 中式快餐店（如乡村基等）     

(05) 自助火锅店     

(06) 高档中式餐厅(人均消费>70 元)     

(07) 超市、便利店     



2． 对于以下长期在外就餐对健康的说法，哪项最符合您现在的真实情况？ 

A.  我觉得长期在外就餐不存在健康风险，没有打算在未来 6 个月里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B.  我已经意识到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且有在未来 6 个月里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的打算，

但不会在未来 30 天内实施 

C.  长期在外就餐存在健康风险，我准备在未来 30 天内逐步采取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D. 我已经开始尽量采取在外就餐食品安全防范行为了，但坚持还不足 6 个月 

E. 我已经坚持采取在外就餐食品安全防范行为 6 个月以上了 

 

 

 

 

 

 

 

 

 

 

 

 

 

 

 

 

 

 

 

 

 

 

 

 

 

 

 

 

 

 

 

 

 

 

 

调查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质控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