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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肥胖是糖尿病、高血压、冠

心病、骨关节炎,呼吸障碍和睡眠窒息等疾病的主要危险因子,它还会引起缺乏自

信和抑郁等心理疾病。预防和控制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医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

重要课题。 

现代城市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70后、80后到90后，很

多人一日三餐都是在在外解决，尽管摄入的总能量可能并未增加，但是饮食结构

发生了变化，脂肪摄入量增加，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减少；再加之由于工作和家庭

的原因，青年人花费在电脑和电视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运动越来越少，这些都会

导致脂肪在体内的蓄积，从而产生超重和肥胖。目前对在外餐饮行为和城市青年

超重及肥胖的关系的研究鲜见报道，而了解他们的餐饮行为特点，是对其进行营

养教育和干预的基础。 

本研究采用网络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从饮食行为、在外餐饮行为、一周进

餐习惯、膳食结构、营养知识了解程度、营养态度及体力活动情况共7个方面了

解城市男、女超重和肥胖以及体重正常青年在这些方面的特点，比较他们之间的

差异，为我们进一步的干预和控制措施的制定奠定基础。 

一、调查设计和步骤 

（一）调查步骤 

2011年3月~2011年5月：我们进行了预调查，了解网络的使用情况和被调查

人群的参与度，对问卷所设立问题进行了调整和修改。 

2011年5月~2011年9月：根据预调查，随机发放问卷。对象是薄荷网新登记

注册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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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011年12月：干预措施的制定以及干预效果的回收阶段。（正

在进行中） 

（二）问卷设计 

从饮食行为、在外餐饮行为、一周进餐习惯、膳食结构、营养知识了解程度、

营养态度及体力活动情况共7个方面设计了问卷。问卷的详细内容请见后文

P2~P5。 

二、结果和讨论 

（一）问卷回收情况 

我们从2011年5月~9月，发放了3万多份问卷，回收问卷6071份，其中63份

信息填写不完整，有效回收问卷6008份。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访问该网站的

用户年龄主要分布在18~35岁之间，因此设定我们此次调查的年龄介于18~35岁，

回收到的问卷用户年龄分布在18~35岁之间的问卷为5593份，占有效问卷的

93%。下列的统计是基于5593份问卷。其中男性98人，女性5495人。超重和肥

胖人群占总人数的20%。 

 

A：男性                               B ：女性 

图 1：男女性超重和肥胖比率 

（二）男性调查结果 

符合要求的男性为98人，其中2人的BMI<18.5，我们未纳入调查，其余的96

人根据BMI分为正常组（38人）、超重组（33人）和肥胖组（25人）。 

1、饮食行为：在大部分的饮食行为上，统计学上差异不显著。三组男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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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相似的规律性。如每一天都能定时进食午晚餐的比例正常组男性是47%，超

重组男性是52%，肥胖组男性是60%，能定时进餐的比例在三组中都接近50%以

上。但从趋势来看，男性超重和肥胖人群午晚餐的规律性强，喜食偏咸、偏油腻

的食物，动物性食物主要是瘦肉和家禽，奶制品摄入量较多，以白开水作为饮料

的比例较少。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是关于饮酒的问题上，超重和肥胖男性

较正常组男性，饮酒的比例较高。 

2、在外餐饮行为：所调查的男性一半人群在家就餐的时间较多，如果在外

就餐，主要集中在小饭店和中、西式快餐店。在关于烹饪方式的调查中，超重肥

胖男性和BMI正常男性具有显著性差异，表现出喜欢煎炒、油炸的烹调方式。 

3、一周进餐习惯：和前述的饮食行为调查表现相似的规律性，即超重肥胖

人群的饮食规律性较强，一日三餐及时就餐的比例高。 

4、膳食结构：超重肥胖男性的膳食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主食摄入量较高，

蔬菜摄入量较少，表现为高蛋白、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低膳食纤维的膳食结

构。 

5、营养知识问卷：三组男性在营养知识的了解程度上具有相似的趋势，从

得分情况来看，肥胖组最高（76分），超重组（75分），正常组（75分），三

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6、营养态度问卷：三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大家都具有较好的态度，都不

赞同节食减肥，以及通过减少主食来减肥的方式。 

7、体力活动问卷：从轻度到重度体力活动，各组男性的参与率都降低。在

重度体力活动的参与比例中，肥胖男性表现较高的趋势。在参与各种体力活动的

情况下，肥胖男性的持续时间要低于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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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调查结果 

符合要求的女性为5495人，根据BMI分为消瘦组（725人）、正常组（3712

人）、超重组（821人）和肥胖组（237人）。相对于男性来讲，女性更关注其

体重及其相应的问题，即便是BMI正常的女性，也希望能够更好的控制体重。 

1、饮食行为：在大部分的饮食行为上，统计学上差异不显著。四组女性表

现出相似的规律性。但从趋势来看，女性超重和肥胖人群午晚餐的规律性强，喜

食偏咸、偏油腻的食物，动物性食物主要是瘦肉和家禽，奶制品摄入量较多，以

白开水作为饮料的比例较少。采取节食减肥的比例较少，受情绪影响饮食的比例

较少，认为自己吃得过饱的比例较低。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是关于饮酒

的问题上，超重和肥胖女性较正常组女性，饮酒的比例较高。这一结果和男性的

一致。 

2、在外餐饮行为：四组人群具有相似的规律性，统计学上差异不显著。一

半以上的人群是选择在家就餐，而如果外出就餐，小饭店、中、西式快餐店是大

家选择最多的地方。超重和肥胖女性也喜欢煎炒油炸的烹调方式，尽管统计学上

差异不显著（P>0.05）,但是相对于正常女性，趋势更高。 

3、一周进餐习惯：女性人群中，中餐的进餐规律性要强于早餐和晚餐，肥

胖女性中三餐的规律性要强于其他组。这和前面的调查具有相同的规律性。 

4、膳食结构：从膳食摄入来看，肥胖和超重组女性主食摄入量多、动物性

食物主要是肉类的摄入多，蔬菜摄入量较多，从而导致总的进食量要大于正常组。

她们的膳食结构表现为高蛋白质、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同时高膳食纤维摄入，

所以对于超重和肥胖女性来讲，控制好进食量是将来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5、营养知识问卷：女性关于营养知识的回答和男性具有相似的趋势。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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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知识具备，但是和体重控制、肥胖等的问题上，知晓率并不高。从总分上看

从肥胖人群到消瘦人群，该知识问卷的平均得分为78、77、75、74，呈现一个

下降的趋势。对于该年龄段的超重和肥胖女性，因为本身的需要，她们对营养学

的知识的掌握比一般人群要好。 

6、营养态度问卷：大部分人群具有较好的态度，认识到超重和肥胖的危害

性。尤其是超重和肥胖的女性。 

7、体力活动问卷：女性对三种程度体力活动的参与度，表现和男性相似的

趋势，对于重度体力活动的参与度低，而轻度体力活动的参与度高。在不同组别

的女性之间，各种体力活动的参与度没有显著性差异，在重度体力活动中，肥胖

女性表现较高的参与度，而中度体力活动则是消瘦组参与度最高，肥胖组最低。 

三、总结 

通过对5591份问卷的整理，我们比较了城市中男性和女性超重肥胖者在饮

食行为、在外餐饮行为、膳食结构、营养知识的了解、营养态度、体力活动情况

和BMI正常人群的差异。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超重和肥胖人群和BMI正常人群都

存在一些趋势上的差异，但是大部分的对比在统计学上都没有显著性。我们分析

认为：对于单纯性肥胖来讲，能量摄入和消耗的不平衡是导致体重变化的主要原

因，而不论你是在家就餐还是在外就餐。大部分人群都存在饮食上的一些误区，

所以对超重和肥胖人群，我们需要正确的饮食指导以及合理的体重控制措施的实

施，尽早的使他们的BMI恢复到正常水平；对于BMI正常人群，我们也需要进行

相应的指导，以预防发生超重和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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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2年全国营养调查结果表明，我国18岁以上成人超重、肥胖的患病率分

别为22.8%和7.1%，估计超重、肥胖人数分别为2亿和6 000多万。与1992年比

较，超重、肥胖率分别上升了39%和97%。其中城市青年（18~44岁）超重、肥

胖率分别为26.6%和8.1%。 

能量摄入和消耗之间的不平衡被普遍认为是超重及肥胖发生的主要原因。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供应丰富，静坐生活方式增多，加之包括社会、学校、

社区及家庭、市场、政策导向，媒体介入，以及某些专业人士误导等，都会影响

到人们选择健康食品，过多摄入高能量食品、软饮料等快餐，并减少体力活动，

从而导致超重和肥胖。现代城市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 70 后、

80 后到 90 后，很多人一日三餐都是在在外解决，尽管摄入的总能量可能并未增

加，但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脂肪摄入量增加，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减少；再加

之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青年人花费在电脑和电视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运动越

来越少，这些都会导致脂肪在体内的蓄积，从而产生超重和肥胖。目前对在外餐

饮行为和城市青年超重及肥胖的关系的研究鲜见报道，而了解他们的餐饮行为特

点，是对其进行营养教育和干预的基础。 

网络已成为现代人交流的平台。有研究表明，BMI（体质指数）与心理健康

有着高度的相关性，BMI 高者有着更严重的焦虑、抑郁。喜欢独处、自卑者较多。

随着网络的发展，这些人也更愿意进入网络社会。薄荷网是国内最大最活跃的在

线减肥平台，其用户高达 25 万人，其中 90%处于 18~35 岁年龄段，大部分为

超重和肥胖人群。 

基于此，我们采用通过网络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城市超重及肥胖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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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餐饮行为、体力活动情况、膳食营养状态、对营养知识的了解及对营养的态

度，为进一步干预奠定基础。 

 

 

 

 

二、方法 

1、调查问卷的设计 

【调查问卷 1：饮食行为问卷】——参考中国 CDC 的问卷 

1.你吃早餐吗？ 从不 8.你通常喝哪类饮料？ 碳酸饮料 

有时 果汁 

经常 茶 

每天都吃 白开水 

2.你定时地吃午餐和晚餐

吗？ 

从不 9.你会因为情绪的原因吃的

比较多吗？ 

经常 

很少 很少 

有时 从不 

经常 10.你喝酒吗？ 经常 

每一天 很少 

3. 你经常吃很咸的食物

吗？ 

经常 从不 

有时 11.你通常吃的过饱吗？ 经常 

很少 很少 

4.你通常吃哪种水果和蔬

菜？ 

腌制的 从不 

蜜饯类 12.你通过节食减肥吗？ 经常 

干果 很少 

新鲜的 从不 

很少吃 13.你吃饭后锻炼身体吗？ 很少 

5. 你通常吃奶或奶制品

吗？ 

有时 有时 

经常 经常 

每一天 每一天 

从不 14.在一周内你能吃到多少种

食物 

1~3 

6.你吃的最多的动物性食

物是什么？ 

肥肉 4~8 

瘦肉和家禽 7~9 

牛羊肉 10~11 

海鲜   

7.你常吃油炸食品吗？ 每一天   

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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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   

很少   

 

【调查问卷 2：在外餐饮行为】 

1. 每周在外就餐的次数 （A）0次 

 （B）1~2次 

 （C）3~5次 

 （D）6~9次 

 （E）10次以上 

2.你最常光顾的饭店类型？ （A）酒店 

（B）小饭店 

（C）烧烤店 

（D）火锅店 

（E）中式快餐店 

（F）西式快餐店 

3.你最喜欢的菜肴口味 （A）北方菜（偏咸） 

（B）南方菜（清淡） 

（C）烧烤店 

（D）江浙沪（偏甜） 

4.你最喜欢的烹饪方式？ （A）煎炒 

（B）油炸 

（C）烧烤店 

（D）蒸 

5.点菜时主要考虑的是 （A）营养搭配 

（B）食欲，想吃什么点什么 

6.是否过食？ （A）七八分饱 

（B）吃饱为止 

（C）常常过食 

7.外出就餐的动机 （A）追求食物品质 

（B）聚会 

（C）方便 

（D）追求环境舒适 

（E）其他 

8.选择西式快餐的目的 （A）环境干净卫生 

（B）环境优雅 

（C）食物种类多样 

（D）食物营养健康 

（E）服务方便快捷 

（F）其他 

9.你喜欢点什么样的饮料？ （A）茶水 

（B）碳酸饮料 

（C）果汁 



城市超重及肥胖青年餐饮行为调查——————中国肯德基餐饮健康基金资助 

第二军医大学 ~ 4 ~ 

（D）啤酒 

 

【调查问卷 3：一周进餐习惯调查】 

过去一周您早餐的进餐次数是 0 次#1 次#2 次#3 次#4 次#5 次#6 次#7 次 

过去一周您早餐在外进餐的次数是 0 次#1 次#2 次#3 次#4 次#5 次#6 次#7 次 

过去一周您中餐的进餐次数是 0 次#1 次#2 次#3 次#4 次#5 次#6 次#7 次 

过去一周您中餐在外用餐的次数是 0 次#1 次#2 次#3 次#4 次#5 次#6 次#7 次 

过去一周您晚餐的进餐次数是 0 次#1 次#2 次#3 次#4 次#5 次#6 次#7 次 

过去一周您晚餐在外用餐的次数是 0 次#1 次#2 次#3 次#4 次#5 次#6 次#7 次 

 

【调查问卷 4：一般膳食情况调查】 

1、您平均每天的主食摄入量为：（包括米面、粗粮、甘

薯等，但不包括糕点）；一份指 75g 米饭、熟面条（普通

小碗半碗）或 35g全麦面包（1片中等大小）、40g 馒头、

花卷（半个）； 

不足 3 份#4～6 份#7～9 份#10 份及以上 

2、您平均每天的大豆类食物摄入量为：（一份是指：50g

豆干（2小块）或 400g豆浆（2杯）） 
几乎不吃#0.5～1.5 份#2～3 份#3 份以上 

3、您平均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为： 
几乎不吃#100～300 克#300～500 克#600 克

及以上 

4、您平均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为：（一份是指：150g 香蕉

（1 个小的）或 200g 苹果、梨（1个中等大小）） 
几乎不吃#1 份#2 份#3 份及以上 

5、您平均每天的奶制品摄入量为：（一份是指：160g 牛

奶（155ml）或 130g 酸奶） 
几乎不喝#1～1.5 份#2～3 份#4 份及以上 

6、您通常一周吃多少红肉（猪牛羊肉）？（一份是指：

50g 瘦牛肉、瘦猪肉（半个手掌大小）或 3块小排（每块

3cm 见方）） 

几乎不吃#1～2 份#3～4 份#4 份及以上 

7、您通常一周吃多少白肉（水产品及禽肉类，如鱼虾鸡

鸭）？（一份是指：100g去皮鸡肉（一个手掌大小）、80g

鱼肉（大半个手掌大小）、或 100g虾（约 5只）） 

几乎不吃#1～2 份#3～4 份#4 份及以上 

8、您平均每天的蛋类食物摄入量为：（一份是指：60g

鸡蛋（约 1个）、鸭蛋（约 1个）、鹌鹑蛋（约 5个）） 
几乎不吃#0～1 份#1～2 份#2 份以上 

9、您经常吃零食（包括蛋糕、饼干等）吗？ 
几乎不吃#一周 1～2 次#一周 3～5 次#一周 6

次以上 

 

【调查问卷 5：营养知识问卷】 

营养问题 选择答案 

下列营养素中，不能提供能量的是：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在加工精细的米面中丢失最多的营养素是： 维生素 B1#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 

下列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 谷类#蔬菜类#水果类#大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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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视物不清，机体可能缺少的营养素是：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下列食物中，胆固醇含量最高的是： 鲫鱼#鸡蛋#猪肉#鸡肉 

下列食用油中，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是： 大豆油#花生油#猪油#葵花籽油 

下列食物中，富含膳食纤维的是： 猪肉#鲫鱼#芹菜#苹果 

下列指标中，可以用来判断肥胖程度的是： 身高#体重#腰围#上臂围 

牛奶是下列哪种矿物质的的最好来源： 铁#钠#锌#钙 

饭菜过咸与下列哪种疾病的关系最密切：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 

想减体重，应该少吃米饭 是#否 

多吃蔬菜、水果有利于健康 是#否 

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营养价值更高 是#否 

味精里也含有钠 是#否 

BMI 的计算公式是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 是#否 

早餐应该每天吃 是#否 

加工的水果制品可以代替新鲜水果 是#否 

节食是减肥的最好方法 是#否 

橄榄油是最好的食用油 是#否 

你知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吗？ 是#否 

 

【调查问卷 6：营养态度问卷】 

  
问卷内容 答案 

你认为掌握营养知识能有利于健康吗？ 是#否 

你愿意学到更多的营养知识吗？ 是#否 

你是否赞成节食减肥？ 是#否 

你愿意为了健康而改变不良饮食习惯吗？ 是#否 

你会主动与别人交流营养与健康方面的知识吗？ 是#否 

你会主动劝说家人或朋友改变不良饮食习惯吗？ 是#否 

你认为通过饮食可以预防一些慢性病吗？如肥胖、高血压等 是#否 

你认为健康成人可以适当吃一些保健食品或营养素补充剂吗？ 是#否 

你会把自己学到的营养知识运用到平时的饮食生活中吗？ 是#否 

你支持通过减少主食甚至不吃主食来减肥吗？ 是#否 

 

【调查问卷 7：体力活动问卷】 

1、最近 7天里，你花多少天做强而有力的

身体活动，像是提重物、苦力、有氧运动

或快骑脚踏车？ 

0 天#1 天#2 天#3天#4天#5 天#6 天#7 天 

2、在参与强有力身体活动的那些天，你通

常花多少时间做强而有力的身体活动？ 

30 分钟以下#30~60分钟之间#1~2小时#2~3小时

#3~4小时#4~5小时#5~6小时#不知道/不确定 

3、最近 7天里，你花多少时间做适度的身

体活动，像是提轻的物品、正常的速度骑

脚踏车或网球双打？不包含走路。 

1 天#2 天#3 天#4天#没有适度的身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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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参与适度身体活动的那些天，通常你

花多少时间做适度的身体活动？ 

30 分钟以下#30~60分钟之间#1~2小时#2~3小时

#3~4小时#4~5小时#5~6小时#不知道/不确定 

5、最近 7 天里，你花多少天走每次至少 10

分钟的路？ 
0 天#1 天#2 天#3天#4天#5 天#6 天#7 天 

6、在走路的那些天，你通常花多少时间在

走路？ 

30 分钟以下#30~60分钟之间#1~2小时#2~3小时

#3~4小时#4~5小时#5~6小时#不知道/不确定 

7、最近 7天期间，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坐着

呢？ 

2~3小时#3~5小时#6~8小时#9~10小时#10 小时以

上#不知道/不确定 

 

2、问卷发放形式 

我们对薄荷网新注册的用户进行了随机的问卷发放。问卷的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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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计方法：采用计数资料的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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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讨论 

（一）一般情况概述 

我们从 2011 年 5 月~9 月，发放了 3 万多份问卷，回收问卷 6071 份，其中 63 份信息填

写不完整，有效回收问卷 6008 份。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访问该网站的用户年龄主要分布

在 18~35 岁之间，因此设定我们此次调查的年龄介于 18~35 岁，回收到的问卷用户年龄分布

在 18~35 岁之间的问卷为 5593 份，占有效问卷的 93%。下列的统计是基于 5593 份问卷。其

中男性 98 人，女性 5495 人。超重和肥胖人群占总人数的 20%。结果见表 1、图 1。 

表 1  问卷的 BMI 分布情况 

 BMI 人数

（人） 

百分比

（%） 

消瘦组 <18.5 727 13.0 

正常组 18.5~24 3750 67.0 

超重组 24~28 854 15.3 

肥胖组 28 262 4.7 

 

                                         图 1  BMI 分布 

在参与调查的 98 名男性中，肥胖组 25 人，超重组 33 人，正常组 38 人，消瘦组 2 人。

（因消瘦组人数较少，我们在后面的比较中未作考虑，所以男性最终人数为 96 人）。超重及

肥胖占 60%，在参与调查的 5495 名女性中，肥胖组 237 人，超重组 821 人，正常组 3712

人，消瘦组 725 人。超重及肥胖占 19.2%。结果说明：男性和女性的关注点不同，女性对体

重的关注度更高。结果见表 2、图 2。 

表 2  男性的基本情况 

 BMI 人数（人） 年龄（岁） BMI 

正常组 18.5~24 38 25.44.5 21.91.3 

超重组 24~28 33 26.53.9 25.51.2 

肥胖组 28 25 27.44.7 31.32.7 

表 3 女性基本情况 

 BMI 人数（人） 年龄（岁） BMI 

消瘦组 <18.5 725 22.93.2 17.31.0 

正常组 18.5~24 3712 24.43.8 21.01.5 

超重组 24~28 821 26.03.9 25.51.1 

肥胖组 28 237 26.53.8 31.13.2 

 

A：男性                               B ：女性 

图 2：男女性超重和肥胖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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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超重和肥胖人群的年龄分布 

我们对超重和肥胖人群的年龄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

加，其 BMI 指数也增加。结果见图 3。 

下面我们将对男性、女性分别进行讨论。 

 

（二）男性调查结果 

1、饮食行为调查问卷 

因为编程的问题，问题 1 的回收出现了错误，所以我们在实际统计时，将问题 1 排除在

外，未进行统计。其他结果见表 4。 

表 4   男性饮食行为调查问卷结果（人） 

2、你定时地吃午餐和晚餐吗？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每一天 

正常组 0 3 3 14 18 

超重组 0 1 1 14 17 

肥胖组 0 0 4 6 15 

3、你经常吃很咸的食物吗？ 

 经常 有时 很少   

正常组 4 15 19   

超重组 0 15 18   

肥胖组 5 11 9   

4、你通常吃哪种水果和蔬菜 

 腌制的 蜜饯类 干果 新鲜的 很少吃 

正常组 0 0 0 37 1 

超重组 0 0 0 33 0 

肥胖组 0 1 0 24 0 

5、你通常吃奶或奶制品吗？ 

 有时 经常 每一天 从不  

正常组 13 15 8 2  

超重组 14 12 7 0  

肥胖组 8 11 6 0  

年 龄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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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吃的最多的动物性食物是什么？ 

 肥肉 瘦肉和家禽 牛羊肉 海鲜  

正常组 1 27 7 3  

超重组 0 24 4 5  

肥胖组 0 22 3 0  

7、你常吃油炸食品吗？ 

 每一天 经常 有时 很少  

正常组 0 1 16 21  

超重组 0 1 11 21  

肥胖组 0 0 14 11  

8、你通常喝哪类饮料？ 

 碳酸饮料 果汁 茶 白开水  

正常组 0 1 13 24  

超重组 2 3 11 17  

肥胖组 1 1 10 13  

9、你会因为情绪的原因吃的比较多吗？ 

 经常 很少 从不   

正常组 20 13 5   

超重组 17 14 2   

肥胖组 9 16 0   

10、你喝酒吗？ 

 经常 很少 从不   

正常组 0 9 29   

超重组 0 17 16   

肥胖组 0 15 10   

11、你通常吃的过饱吗？ 

 经常 很少 从不   

正常组 18 18 2   

超重组 17 15 1   

肥胖组 11 14 0   

12、你通过节食减肥吗？ 

 经常 很少 从不   

正常组 18 18 2   

超重组 14 18 1   

肥胖组 12 10 3   

13、你吃饭后锻炼身体吗？ 

 很少 有时 经常 每一天  

正常组 14 12 10 2  

超重组 8 17 8 0  

肥胖组 7 9 7 2  

14、在一周内你能吃到多少种食物? 

 
1~3 4~8 7~9 10~11 

 

正常组 0 13 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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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组 0 4 7 22  

肥胖组 0 7 5 13  

 

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采用百分率的方式进行比较。 

 
 

 

 

 

问题 2：你定时地吃午餐和晚餐吗？ （%） 

相比于体重正常组，

超重和肥胖的男性定时吃

午餐和晚餐的比率较高。 

 

问题 3：你经常吃很咸的食物吗？ 
（%） 

肥胖组口味偏咸，咸

的食物能刺激食欲，导致

进食量的增加。 

 

问题 4：你通常吃哪种水果和蔬菜？ （%） 

基本上所有人都

认识到新鲜蔬菜水果

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基

本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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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你通常吃奶或奶制品吗？ （%） 

超重和肥胖人群

奶制品摄入频率较高。 

 

 

问题 6：你吃的最多的动物性食物是什么？ （%） 

动物性食品主要

集中在瘦肉和家禽，三

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

异。 

问题 7：你常吃油炸食品吗？ 

 

（%） 

肥胖组喜食含油

脂多的食品，经常选择

油炸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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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8：你通常喝哪类饮料？ 

 
（%） 

正常组选择白开

水的比例更高一些。 

 

问题 9：你会因为情绪的原因吃的比较多吗？ 

 

（%） 

情绪原因对饮食

行为具有较大的影响，

不仅在超重组，也在正

常组。但相对于肥胖

组，超重组不受影响的

人会多一些。 

问题 10：你喝酒吗？ 

 

（%） 
在调查的人群中，

嗜酒的结果为“0”，但

是肥胖组相当于正常

组，还是喝酒的百分比

高。而且从肥胖到超重

到正常，不喝酒的百分

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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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你通常吃的过饱吗？ 

 

（%） 
吃的过饱的百分

率较高，不论是正常还

是肥胖组。在正常组中

有部分人群是从不过

饱。 

问题 12：你通过节食减肥吗？ 

 

（%） 

减肥是一种共同

的认识，通过节食减肥

不论是在正常组还是

肥胖组，都有较高的比

例。 

问题 13：你吃饭后锻炼身体吗？ 

 

（%） 

几组之间差别不

显著。大家对运动都有

认识，肥胖组因为认识

到自己的肥胖，所以做

运动的人相对于正常

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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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通过多年来的营养宣传，大部分参与调查的男性都了解食物多样的重要性，能够

选择新鲜蔬菜水果进行食用。在饮食行为上，男性的超重和肥胖人群和 BMI 正常人群比较，

还存在较多差异。他们好动物性食物，如肉、奶；喜食偏咸、偏油腻的食物；爱好喝酒，不

太愿意把白开水作为饮料之一；定时进食的比率较高；受情绪的影响会去大吃大喝，经常吃

的过饱。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会采取一些措施进行体重的控制，但是效果不太好，还会采

取节食的方法进行减肥。所以在男性超重肥胖人群身上存在认识的误区，导致减重的效果不

理想。如果能够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体重控制，会得到较好效果。 

 

2、在外餐饮行为调查表： 

表 5 男性在外餐饮行为调查（人） 

1、一周内在外就餐的次数 

 0次 1~2 3~5 6~9 10 次以上  

正常组 21 7 4 6 0  

超重组 21 9 3 0 0  

肥胖组 14 6 2 3 0  

2、你最常光顾的饭店类型？ 

 酒店 小饭店 烧烤店 火锅店 中式快餐店 西式快餐店 

正常组 3 15 1 4 12 3 

超重组 5 8 3 1 10 6 

肥胖组 2 10 1 2 7 3 

3、你最喜欢的菜肴口味 

 北方菜（偏咸） 南方菜（清淡） 烧烤店 江浙沪（偏甜）   

正常组 1 11 17 9   

超重组 4 8 11 10   

肥胖组 2 7 15 1   

4、你最喜欢的烹饪方式？ 

 煎炒 油炸 烧烤店 蒸   

问题 14：在一周内你能吃到多少种食物? 

 

（%） 

食物多样性目前大部

分人群都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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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组 12 2 16 8   

超重组 19 2 8 4   

肥胖组 10 5 5 5   

5、点菜时主要考虑的是 

 营养搭配 食欲，想吃什么点什么     

正常组 13 25     

超重组 11 22     

肥胖组 8 17     

6、是否过食？ 

 七八分饱 吃饱为止 常常过食    

正常组 10 17 11    

超重组 13 5 15    

肥胖组 7 10 8    

7、外出就餐的动机? 

 追求食物品质 聚会 方便 追求环境舒适 其他  

正常组 2 10 8 2 7  

超重组 3 9 1 1 4  

肥胖组 2 6 6 0 5  

8、选择西式快餐的目的? 

 环境干净

卫生 

环境优

雅 

食物种

类多样 

食物营

养健康 

服务方便快

捷 

其他 

正常组 4 8 3 2 6 8 

超重组 2 2 1 1 11 4 

肥胖组 1 1 2 1 3 5 

9、你喜欢点什么样的饮料？ 

 茶水 碳酸饮料 果汁 啤酒   

正常组 17 2 4 1   

超重组 14 1 11 0   

肥胖组 17 2 4 1   

    我们对结果进行百分率计算后，所得结果见图 5。 

 
1、一周内在外就餐的次数 2、你最常光顾的饭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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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最喜欢的菜肴口味 4、你最喜欢的烹饪方式 

5、点菜时主要考虑的是 6、是否过食？ 

7、外出就餐的动机 8、选择西式快餐的目的 

9、你喜欢点什么样的饮料？ 

图 5：男性在外餐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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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在外餐饮行为调查结果表明，一半人群在家就餐的时间较多。如果外出就餐，主要

集中在小饭店和中、西式快餐店。相对于正常组，超重和肥胖组选择西式快餐店的比例较高。

在口味的选择上，肥胖组选择偏辣口味的比例较大。偏辣膳食刺激食欲，导致进食量的增加。

同时，肥胖组喜油炸，正常组更偏爱煮的烹调方式。近 2/3 的人群在外就餐时的点餐随心所

欲。超重和肥胖过食率高。有 30%的人群七八分饱，大部分人群都是吃饱为止，直至过食。

环境优雅、服务方便是大家选择西式快餐的主要原因。肥胖组对西式快餐中食物的认识认为：

食物多种多样。肥胖组相对正常组，喜食啤酒。喝酒的同时会导致进餐时间的延长，进食的

食物量增多，从而导致能量的摄入较多，是他们发生超重和肥胖的原因之一。 

 

3、一周进餐习惯调查 

结果见表 6、图 6、表 7、表 8。 

表 6 男性一周进餐习惯调查（人） 

1、过去一周您早餐的进餐次数是 

 0 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 

正常组 1 0 2 1 6 2 26 0 

超重组 3 1 0 0 2 6 21 0 

肥胖组 0 0 1 0 4 2 18 0 

2、过去一周您早餐在外进餐的次数是 

 0 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 

正常组 20 3 5 4 3 0 3 0 

超重组 22 3 1 0 2 3 2 0 

肥胖组 18 1 0 1 2 1 2 0 

3、过去一周您中餐的进餐次数是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 

正常组 1 0 1 0 2 1 33 0 

超重组 0 0 1 0 0 0 32 0 

肥胖组 0 0 0 0 0 1 24 0 

4、过去一周您中餐在外用餐的次数是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 

正常组 15 7 2 0 4 2 8 0 

超重组 16 4 5 1 1 3 3 0 

肥胖组 10 4 3 1 2 1 4 0 

5、过去一周您晚餐的进餐次数是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 

正常组 2 2 2 2 5 0 25 0 

超重组 1 1 4 1 1 3 22 0 

肥胖组 1 1 0 2 2 0 19 0 

6、过去一周您晚餐在外用餐的次数是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 

正常组 15 9 1 5 3 0 5 0 

超重组 19 6 4 2 1 1 0 0 

肥胖组 14 4 1 1 2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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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男性一周进餐习惯调查 

表 7  男性每日三餐规律进食率（%） 

 早餐 6次以上 中餐 6次以上 晚餐 6 次以上 

正常组 68 87 66 

超重组 64 97 67 

肥胖组 72 96 76 

1、过去一周您早餐的进餐次数 2、过去一周您早餐在外进餐的次数 

3、过去一周您中餐的进餐次数 4、过去一周您中餐在外进餐的次数 

5、过去一周您晚餐的进餐次数 6、过去一周您晚餐在外进餐的次数 



城市超重及肥胖青年餐饮行为调查——————中国肯德基餐饮健康基金资助 

第二军医大学 ~ 27 ~ 

表 8：男性不同组人群在外就餐率比较（%） 

 早餐 中餐 晚餐 

正常组 47 61 61 

超重组 33 52 42 

肥胖组 28 60 44 

以上结果表明，肥胖人群饮食规律性更强。不过在外就餐的比率超重和肥胖人群在所调

查人群中呈现减少的比率，这可能是因为参与我们调查的男性本身对减重是有所需求的，认

识到了肥胖和超重对健康的危害，所以他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会减少在外就餐的机会。 

 

4、饮食营养情况调查  

结果见表 9、图 7。 

表 9 男性饮食营养情况调查（人） 

1、您平均每天的主食摄入量为：（包括米面、粗粮、甘薯等，但不包括糕点）；一份指

75g 米饭、熟面条（普通小碗半碗）或 35g 全麦面包（1片中等大小）、40g馒头、花卷

（半个）； 

 不足 3 份 
4~6 份 7~9份 

10 份以上 

正常组 16 18 2 2 

超重组 11 17 5 0 

肥胖组 10 12 3 0 

2、您平均每天的大豆类食物摄入量为：（一份是指：50g 豆干（2小块）或 400g 豆浆（2

杯）） 

 几乎不吃 0.5～1.5份 2～3份 3份以上 

正常组 11 20 6 1 

超重组 6 25 2 0 

肥胖组 6 18 0 1 

3、您平均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为：   

 几乎不吃 100～300克 300～500克 600 克及以上 

正常组 2 21 12 3 

超重组 0 17 12 4 

肥胖组 0 16 9 0 

4、您平均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为：（一份是指：150g 香蕉（1个小的）或 200g 苹果、梨

（1个中等大小）） 

 几乎不吃 1份 2份 3份及以上 

正常组 3 16 13 6 

超重组 2 13 14 4 

肥胖组 1 10 9 5 

5、您平均每天的奶制品摄入量为：（一份是指：160g 牛奶（155ml）或 130g 酸奶） 

 几乎不喝 1～1.5份 2～3份 4份及以上 

正常组 11 22 4 1 

超重组 8 19 6 0 

肥胖组 6 16 3 0 

6、您通常一周吃多少红肉（猪牛羊肉）？（一份是指：50g 瘦牛肉、瘦猪肉（半个手掌

大小）或 3块小排（每块 3cm 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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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不吃 1～2份 3～4份 4份及以上 

正常组 9 12 11 6 

超重组 2 11 15 5 

肥胖组 4 8 6 7 

7、您通常一周吃多少白肉（水产品及禽肉类，如鱼虾鸡鸭）？（一份是指：100g 去皮

鸡肉（一个手掌大小）、80g 鱼肉（大半个手掌大小）、或 100g 虾（约 5只）） 

 几乎不吃 1～2份 3～4份 4份及以上 

正常组 9 16 8 5 

超重组 5 11 7 10 

肥胖组 3 13 6 3 

8、您平均每天的蛋类食物摄入量为：（一份是指：60g 鸡蛋（约 1个）、鸭蛋（约 1个）、

鹌鹑蛋（约 5个）） 

 几乎不吃 0～1份 1～2份 2份及以上 

正常组 6 18 8 6 

超重组 3 16 10 4 

肥胖组 1 13 9 2 

9、您经常吃零食（包括蛋糕、饼干等）吗？  

 几乎不吃 一周 1～2次 一周 3～5次 一周 6 次以上 

正常组 10 15 4 9 

超重组 10 10 10 3 

肥胖组 6 11 4 4 

 

 

1、您平均每天的主食摄入量           2、您平均每天的大豆类食物摄入量 

 

3、您平均每天的蔬菜摄入量          4、您平均每天的水果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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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平均每天的奶制品摄入量        6、您通常一周吃多少红肉（猪牛羊肉）？  

 

7、您通常一周吃多少白肉              8、您平均每天的蛋类食物摄入量 

 

9、您经常吃零食（包括蛋糕、饼干等）吗？ 

图 7：男性饮食营养情况调查（%） 

相对于正常组男性，超重和肥胖组主食摄入量多，动物性食物，主要是猪牛羊肉摄

入多，水果摄入多，而蔬菜摄入较少。膳食结构以动物性食物为主，同时主食摄入量较

多，为高蛋白质、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低膳食纤维膳食结构。这种膳食结构的结果

导致超重和肥胖组男性能量摄入量远远大于正常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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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养知识调查  

结果见表 10。 

表 10  营养知识调查问卷结果（人） 

营养问题 
肥胖组 超重组 正常组 

准确率（%） 

下列营养素中，不能提供能量的是： 80 79 66 

在加工精细的米面中丢失最多的营养素是： 84 76 71 

下列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 96 100 97 

夜间视物不清，机体可能缺少的营养素是： 72 67 71 

下列食物中，胆固醇含量最高的是： 64 67 61 

下列食用油中，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是： 84 76 84 

下列食物中，富含膳食纤维的是： 80 88 79 

下列指标中，可以用来判断肥胖程度的是： 48 33 45 

牛奶是下列哪种矿物质的的最好来源： 92 100 97 

饭菜过咸与下列哪种疾病的关系最密切： 72 82 61 

想减体重，应该少吃米饭 60 61 63 

多吃蔬菜、水果有利于健康 100 100 97 

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营养价值更高 84 73 71 

味精里也含有钠 80 73 84 

BMI的计算公式是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 84 94 89 

早餐应该每天吃 100 100 100 

加工的水果制品可以代替新鲜水果 100 100 100 

节食是减肥的最好方法 96 94 92 

橄榄油是最好的食用油 8 12 32 

你知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吗？ 40 24 34 

得分 76 75 75 

     

 

图 8 营养知识调查问卷结果（%） 

通过上述问题的回答，三组人群在对营养知识的了解程度上没有显著性区别。在关于肥

胖的判断上，我们设计的答案中正确答案是腰围，但是三组中准确率都低于 50%。体重一直

是大家考虑的主要问题，而忽视了腰围的重要性。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其实大家对于肥胖和健

康关系的认识不足。另外，在了不了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问题上，选择“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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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也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值。而肥胖人群可能由于自身的减重的需求，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认

识，但是知晓率还是非常低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个问题，就是“橄榄油是最好的

食用油吗？”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选择“是”的占了大多数。对于这个结果的产生提示我

们是不是我们在营养科普宣教工作中存在着一些误区，导致大众产生了一些误解呢？ 

6、营养态度调查  

结果见表 11、图 9。 

表 11 营养态度调查（人） 

问卷内容 
是 

肥胖 超重 正常 

你认为掌握营养知识能有利于健康吗？ 100 100 100 

你愿意学到更多的营养知识吗？ 100 100 100 

你是否赞成节食减肥？ 32 36 34 

你愿意为了健康而改变不良饮食习惯吗？ 100 100 89 

你会主动与别人交流营养与健康方面的知识吗？ 84 85 89 

你会主动劝说家人或朋友改变不良饮食习惯吗？ 96 94 82 

你认为通过饮食可以预防一些慢性病吗？如肥胖、高血压等 100 100 100 

你认为健康成人可以适当吃一些保健食品或营养素补充剂吗？ 96 85 76 

你会把自己学到的营养知识运用到平时的饮食生活中吗？ 92 100 95 

你支持通过减少主食甚至不吃主食来减肥吗？ 36 36 42 

 

 

图 9 营养态度调查（%） 

在大部分男性的认识中，赞同节食减肥以及通过减少主食的方式来减肥的男性较少，表

明大家能够正确认识减肥方法，这对于我们今后进行科学的体重控制措施的干预具有较好的

意义。 

7、体力活动问卷  

结果见表 12、图 10。  

表 12 体力活动问卷（人） 

1、最近 7天里，你花多少天做强而有力的身体活动，像是提重物、苦力、有氧运动或快骑脚踏

车？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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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组 15 4 2 2 4 6 5 0 

超重组 12 2 6 2 3 6 2 0 

肥胖组 6 4 3 4 5 3 0 0 

2、在参与强有力身体活动的那些天，你通常花多少时间做强而有力的身体活动？ 

 <30min 30~60min 1~2h 2~3h 3~4h 4~5h 5~6h Not sure 

正常组 10 15 8 0 0 1 0 4 

超重组 7 13 10 0 0 1 0 2 

肥胖组 4 12 3 1 0 0 1 4 

3、最近 7天里，你花多少时间做适度的身体活动，像是提轻的物品、正常的速度骑脚踏车或网球

双打？不包含走路。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没有适度的身体活动 

正常组 0 6 5 5 8 14 

超重组 0 8 10 3 7 5 

肥胖组 0 7 3 3 6 6 

4、在参与适度身体活动的那些天，通常你花多少时间做适度的身体活动？ 

 <30min 30~60min 1~2h 2~3h 3~4h 4~5h 5~6h Not sure 

正常组 12 13 4 0 1 1 0 7 

超重组 8 14 5 0 0 0 0 6 

肥胖组 7 11 0 0 0 0 0 7 

5、最近 7天里，你花多少天走每次至少 10分钟的路？ 

 0天 1天 2天 3 天 4天 5天 6天 7天 

正常组 1 0 4 4 3 2 0 24 

超重组 0 3 2 5 1 3 1 18 

肥胖组 1 0 0 0 0 4 3 17 

6、在走路的那些天，你通常花多少时间在走路？ 

 <30min 30~60min 1~2h 2~3h 3~4h 4~5h 5~6h Not sure 

正常组 16 16 1 1 1 1 0 2 

超重组 14 13 4 0 1 1 0 0 

肥胖组 7 12 3 2 0 0 0 1 

7、最近 7天期间，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坐着呢？ 

 2~3h 3~5h 6~8h 9~10h >10h Not sure 

正常组 0 5 12 6 12 3 

超重组 0 5 15 5 8 0 

肥胖组 0 4 8 5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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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图 10  体力活动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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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男性参与不同体力活动的比率（%） 

根据对体力活动的调查，我们将其分成轻度、中度和重度。通过结果可以看出，超重和

肥胖男性也了解体力活动对减重的作用，能够积极参与一些重度或中度的体力活动。 

 

图 12    男性参与不同体力活动超过 30 分钟以上的比率（%） 

我们同时考察了再参与了不同体力活动中，持续时间超过 30 分钟以上的比例。结果发

现，重度活动中持续时间较短，一般情况下，肥胖人群持续的时间要短于正常人群。 

8、男性调查结果小结 

通过以上七个方面的调查，对于大部分男性来讲，对营养学知识具备初步的了解，愿意

学习更多的营养学知识。能够从事一定程度的体力活动，了解运动在体重控制中的作用。超

重和肥胖的男性本身的饮食习惯、在外就餐习惯、体力活动的参与度等方面和体重正常男性

比较具有一定的差异，这可能是导致他们 BMI 超出标准的主要原因。 

本次调查中，纳入统计的 5591 人中，只有 96 名男性，占总人数的 1.7%。这也说明男

性对于体重控制的关注度不高，但我国 18 岁以上城市成人男性的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 31.1%

和 10.3%，高于同组的女性（分别为 25.8%和 9.5%），因此如何对男性进行体重控制的宣传

和教育以及如何帮助男性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体重控制是将来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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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调查结果 

1、饮食行为调查 

结果见表 13、图 13。 

表 13  女性饮食行为调查（人） 

2、你定时地吃午餐和晚餐吗？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每一天 

消瘦组 4 35 93 267 326 

正常组 28 181 444 1363 1696 

超重组 7 24 78 309 403 

肥胖组 2 5 23 86 121 

3、你经常吃很咸的食物吗？    

 经常 有时 很少   

消瘦组 97 273 355   

正常组 435 1563 1714   

超重组 88 369 364   

肥胖组 30 110 97   

4、你通常吃哪种水果和蔬菜    

 腌制的 蜜饯类 干果 新鲜的 很少吃 

消瘦组 4 3 2 706 10 

正常组 10 26 28 3566 82 

超重组 1 3 3 791 23 

肥胖组 0 1 0 231 5 

5、通常吃奶或奶制品吗？    

 有时 经常 每一天 从不  

消瘦组 252 254 193 26  

正常组 1346 1216 1043 107  

超重组 269 278 237 37  

肥胖组 86 81 63 7  

6、吃的最多的动物性食物是什么？   

 肥肉 瘦肉和家禽 牛羊肉 海鲜  

消瘦组 5 548 56 116  

正常组 34 2897 279 502  

超重组 9 620 71 121  

肥胖组 2 185 14 36  

7、常吃油炸食品吗？    

 每一天 经常 有时 很少  

消瘦组 2 28 214 481  

正常组 21 211 1206 2274  

超重组 4 43 275 499  

肥胖组 0 10 85 142  

8、通常喝哪类饮料？    

 碳酸饮料 果汁 茶 白开水  

消瘦组 25 34 207 459  

正常组 137 177 1242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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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组 34 42 301 444  

肥胖组 11 8 75 143  

9、会因为情绪的原因吃的比较多吗？  

 经常 很少 从不   

消瘦组 292 367 66   

正常组 1640 1817 255   

超重组 378 388 55   

肥胖组 94 125 18   

10、你喝酒吗？     

 经常 很少 从不   

消瘦组 18 306 401   

正常组 82 1574 2056   

超重组 25 391 405   

肥胖组 8 105 124   

11、通常吃的过饱吗？    

 经常 很少 从不   

消瘦组 313 385 27   

正常组 1725 1887 100   

超重组 379 421 21   

肥胖组 105 129 3   

12你通过节食减肥吗？    

 经常 很少 从不   

消瘦组 325 325 75   

正常组 1660 1686 366   

超重组 345 384 92   

肥胖组 88 123 26   

13你吃饭后锻炼身体吗？    

 很少 有时 经常 每一天  

消瘦组 242 274 151 58  

正常组 1252 1421 771 268  

超重组 296 290 187 48  

肥胖组 82 96 42 17  

14在一周内你能吃到多少种食物?   

 
1~3 4~8 7~9 10~11 

 

消瘦组 242 274 151 58  

正常组 1252 1421 771 268  

超重组 296 290 187 48  

肥胖组 82 96 4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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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                                   问题 11 

 

问题 12                                   问题 13 

 

问题 14 

图 13 女性饮食行为调查（%） 

相对于女性体重正常人群，女性超重和肥胖组定时进餐比例较高，喜食动物性食物，如

猪牛羊肉、奶制品等。口味偏咸、偏油腻。喝酒的人多，而喝白开水的人少。会因为情绪的

原因多进食食物，会吃得过饱。在女性超重和肥胖人群中，相对于正常组，采取节食减肥的

人群较少。为了进一步说明超重和肥胖女性在饮食行为上和体重正常女性之间的区别，我们

将超重和肥胖合为一组，和体重正常的女性进行了饮食行为上的比较。采用的方法是卡方检

验。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别的行为是饮酒行为上（Χ2=11.043，p=0.004）。 

 

2、在外餐饮行为调查  

结果见表 14、图 14。 

表 14  女性在外餐饮行为调查（人） 

1、一周内在外就餐的次数    

 0次 1~2 3~5 6~9 10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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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瘦组 488 145 44 48 0 

正常组 2193 832 333 354 0 

超重组 483 185 87 66 0 

肥胖组 146 55 21 15 0 

2、你最常光顾的饭店类型？     

 酒店 小饭店 烧烤店 火锅店 中式快餐店 西式快餐店 

消瘦组 87 328 34 58 143 75 

正常组 406 1747 148 270 802 339 

超重组 95 375 26 60 193 72 

肥胖组 46 109 10 18 40 14 

3、你最喜欢的菜肴口味   

 北方菜（偏咸） 南方菜（清淡） 西南方（偏辣） 江浙沪（偏甜） 

消瘦组 117 260 257 91 

正常组 604 1179 1340 589 

超重组 125 257 313 126 

肥胖组 41 86 86 24 

4、你最喜欢的烹饪方式？   

 （A）煎炒 （B）油炸 （C）煮 （D）蒸 

消瘦组 388 34 185 118 

正常组 1941 185 935 651 

超重组 451 40 176 154 

肥胖组 142 7 49 39 

5、点菜时主要考虑的是 

 （A）营养搭配 （B）食欲，想吃什么点什么 

消瘦组 278 447 

正常组 1279 2433 

超重组 265 556 

肥胖组 92 145 

6、是否过食？   

 （A）七八分饱 （B）吃饱为止 （C）常常过食 

消瘦组 254 300 171 

正常组 1240 1513 959 

超重组 250 362 209 

肥胖组 86 9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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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问题 6 

图 14 女性在外餐饮行为调查（%） 

60%左右的女性选择了一周内在外就餐的次数是“0”，其余的 40%女性中，一半的人群

一周内在外就餐 1~2 次。在外就餐时，接近一半的人群选择的是小饭店，这可能与该年龄人

群的经济实力相关，肥胖组选择酒店的比率要高于其他组（19%）。在菜肴的口味上，南方

菜（偏淡）和偏辣的西南菜系更受欢迎。煎炒和油炸的烹调方式更受肥胖和超重的女性偏好，

而体重正常的女性选择蒸、煮的比例更高。在外就餐时大家更多的是随心所欲的点自己喜欢

的菜肴，较少的人选择去考虑营养均衡。接近 70%的女性以吃饱或者过饱作为一餐饭的结束。 

通过对女性在此餐饮行为的调查上，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超重、肥胖还是体重正常的年

轻女性，都存在相同的问题，即认为在外就餐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自己爱吃什么就点什

么，要吃就吃到饱为止，经常是吃的过饱。这些问题也提示我们，如果不采取合适的宣传教

育方式，不对在外餐饮行为进行合理的调整，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外餐饮的比例增

大，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还会更高，对健康的影响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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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性一周进餐习惯调查 

结果见表 15、表 16、表 17、图 15、图 16、图 17。 

表 15  女性一周进餐习惯调查（人） 

1、过去一周您早餐的进餐次数是      

 0 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 

消瘦组 30 12 20 19 49 71 524 0 

正常组 137 67 100 120 281 375 2632 0 

超重组 30 16 19 16 54 92 594 0 

肥胖组 10 4 1 4 17 28 173 0 

2、过去一周您早餐在外进餐的次数是      

 0次 1次 2次 3次 4 次 5次 6次 7 次 

消瘦组 487 54 31 20 43 27 63 0 

正常组 2328 311 206 142 272 100 353 0 

超重组 520 69 43 39 60 25 65 0 

肥胖组 157 16 9 7 19 7 22 0 

3、过去一周您中餐的进餐次数是      

 0次 1次 2 次 3次 4 次 5次 6次 7 次 

消瘦组 17 5 10 16 27 42 608 0 

正常组 62 26 48 84 174 208 3110 0 

超重组 17 10 15 27 27 41 684 0 

肥胖组 4 1 2 0 8 12 210 0 

4、过去一周您中餐在外用餐的次数是      

 0次 1次 2次 3次 4 次 5次 6次 7 次 

消瘦组 374 106 58 27 51 38 71 0 

正常组 1651 524 335 175 305 142 580 0 

超重组 366 107 70 49 75 27 127 0 

肥胖组 117 34 18 12 23 8 25 0 

5、过去一周您晚餐的进餐次数是      

 0次 1次 2 次 3次 4 次 5次 6次 7 次 

消瘦组 47 29 39 42 59 55 454 0 

正常组 200 163 203 204 306 300 2336 0 

超重组 42 33 42 45 72 57 530 0 

肥胖组 6 4 13 11 18 17 168 0 

6、过去一周您晚餐在外用餐的次数是      

 0次 1次 2次 3次 4 次 5次 6次 7 次 

消瘦组 442 117 64 31 21 15 35 0 

正常组 2014 585 371 208 180 85 269 0 

超重组 437 149 85 49 34 21 46 0 

肥胖组 117 53 25 14 11 5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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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问题 6 

图 15 女性一周进餐习惯调查（%） 

表 16  女性不同人群三餐规律进餐比例（%） 

 早餐 6次以上 中餐 6次以上 晚餐 6次以上 

消瘦组 72 84 63 

正常组 71 84 63 

超重组 72 83 65 

肥胖组 73 89 71 

表 17 女性不同人群在外就餐比例（%） 

 早餐 中餐 晚餐 

消瘦组 33 48 39 

正常组 37 56 46 

超重组 37 55 47 

肥胖组 34 5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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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女性不同人群三餐规律进餐比例（%） 

 

图 17  女性不同人群在外就餐比例（%） 

女性人群中，中餐的进餐规律性要强于早餐和晚餐，肥胖女性中三餐的规律性要强于其

他组。大部分的女性（70%）早餐是在家就餐，而中餐和晚餐 50%以上的女性是在外就餐的，

其中肥胖组女性晚餐在外就餐的比率要高于其他组。 

 

4、女性饮食情况调查 

结果见表 18、图 18。 

表 18 女性饮食情况调查（人） 

1、您平均每天的主食摄入量为：（包括米面、粗粮、甘薯等，但不包括糕点）；一份指

75g 米饭、熟面条（普通小碗半碗）或 35g 全麦面包（1片中等大小）、40g 馒头、花卷

（半个）； 

 
不足 3份 4~6 份 7~9份 10份以上 

消瘦组 276 362 74 13 

正常组 1251 1915 461 85 

超重组 249 442 112 18 

肥胖组 59 139 35 4 

2、您平均每天的大豆类食物摄入量为：（一份是指：50g 豆干（2 小块）或 400g 豆浆（2

杯）） 

 几乎不吃 0.5～1.5份 2～3份 3份以上 

消瘦组 192 460 63 10 

正常组 867 2420 328 97 

超重组 191 529 84 17 

肥胖组 54 155 24 4 

3、您平均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为：   

 几乎不吃 100～300克 300～500克 600 克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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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瘦组 36 391 249 49 

正常组 144 1877 1402 289 

超重组 29 409 310 73 

肥胖组 3 107 109 18 

4、您平均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为：（一份是指：150g 香蕉（1个小的）或 200g 苹果、梨（1

个中等大小）） 

 几乎不吃 1份 2份 3份及以上 

消瘦组 61 272 230 162 

正常组 357 1533 1164 658 

超重组 79 337 260 145 

肥胖组 24 104 83 26 

5、您平均每天的奶制品摄入量为：（一份是指：160g 牛奶（155ml）或 130g 酸奶） 

 几乎不喝 1～1.5 份 2～3份 4 份及以上 

消瘦组 175 433 103 14 

正常组 968 2125 541 78 

超重组 212 476 115 18 

肥胖组 62 129 42 4 

6、您通常一周吃多少红肉（猪牛羊肉）？（一份是指：50g 瘦牛肉、瘦猪肉（半个手掌

大小）或 3块小排（每块 3cm 见方）） 

 几乎不吃 1～2份 3～4份 4份及以上 

消瘦组 160 294 138 133 

正常组 756 1399 857 700 

超重组 117 319 199 186 

肥胖组 32 96 63 46 

7、您通常一周吃多少白肉（水产品及禽肉类，如鱼虾鸡鸭）？（一份是指：100g 去皮鸡

肉（一个手掌大小）、80g鱼肉（大半个手掌大小）、或 100g 虾（约 5只）） 

 几乎不吃 1～2份 3～4份 4 份及以上 

消瘦组 131 335 161 98 

正常组 689 1686 862 475 

超重组 138 370 188 125 

肥胖组 37 101 60 39 

8、您平均每天的蛋类食物摄入量为：（一份是指：60g 鸡蛋（约 1个）、鸭蛋（约 1个）、

鹌鹑蛋（约 5个）） 

 几乎不吃 0～1份 1～2份 2 份及以上 

消瘦组 108 397 175 45 

正常组 484 1988 996 244 

超重组 105 427 228 61 

肥胖组 35 126 63 13 

9、您经常吃零食（包括蛋糕、饼干等）吗？  

 几乎不吃 一周 1～2次 一周 3～5次 一周 6次以上 

消瘦组 236 275 148 66 

正常组 1006 1508 798 400 

超重组 229 343 168 81 

肥胖组 66 105 4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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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问题 8 

 

问题 9 

图 18 女性饮食情况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肥胖和超重女性主食的进食量要大于其他组，70%的肥胖和超重女性的

每日主食量是在 4~9 份，即 300~675g 主食/日。每组中都有接近 1/4 的人群每日都不摄入豆

制品，即便摄入的，大部分只是在 0.5~1 份。一半的女性的蔬菜摄入量是 100~300g/日，肥

胖组女性蔬菜摄入量达到 300~500g/日的比率是 46%，是四组中比率最高的。有接近 10%的

人选择每天都不摄入水果，80%的人群是可以摄入 1~2 份水果。有 1/4 的女性是不饮用乳制

品的，而可以达到饮用量 250ml 的女性能达到 50%，剩下的人群饮用量更高。在正常体重组

有 20%的人群是不摄入肉的，而在超重和肥胖人群中，只有 14%的人群是不摄入肉制品的。

在水产品和禽肉类、蛋类的摄入中，四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消瘦组零食的摄入率是最低

的，一半的女性选择了一周吃 1~2 次的零食，其中肥胖组的比率最高。 

从以上的膳食摄入来看，肥胖和超重组女性主食摄入量多、动物性食物主要是肉类的摄

入多，蔬菜摄入量较多，从而导致总的进食量要大于正常组，即能量摄入要大于正常组。所

以对于超重和肥胖女性来讲，控制好进食量是将来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5、女性营养知识问卷 

结果见表 19、图 19。 

表 19 女性营养知识问卷调查（人） 

营养问题 
肥胖组 超重组 正常组 消瘦组 

准确率（%） 

下列营养素中，不能提供能量的是： 79  80  77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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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工精细的米面中丢失最多的营养素是： 85  81  76  74  

下列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 97  96  96  97  

夜间视物不清，机体可能缺少的营养素是： 73  70  69  66  

下列食物中，胆固醇含量最高的是： 58  59  55  58  

下列食用油中，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是： 83  81  82  79  

下列食物中，富含膳食纤维的是： 89  89  88  87  

下列指标中，可以用来判断肥胖程度的是： 63  57  48  45  

牛奶是下列哪种矿物质的的最好来源： 96  97  96  95  

饭菜过咸与下列哪种疾病的关系最密切： 81  76  73  71  

想减体重，应该少吃米饭 62  62  59  58  

多吃蔬菜、水果有利于健康 98  98  98  99  

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营养价值更高 74  74  70  71  

味精里也含有钠 86  83  83  84  

BMI 的计算公式是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 89  87  86  82  

早餐应该每天吃 99  100  100  100  

加工的水果制品可以代替新鲜水果 100  99  99  99  

节食是减肥的最好方法 95  94  93  91  

橄榄油是最好的食用油 13  15  18  19  

你知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吗？ 42  39  35  30  

平均得分（分） 78 77 75 74 

 

 

图 19 女性营养知识问卷调查（%） 

女性关于营养知识的回答和男性具有相似的趋势。一般营养知识具备，但是和体重控制、

肥胖等的问题上，知晓率并不高。比如关于食物胆固醇含量上，只有 58%适当人群回答正确；

关于肥胖的判断，40%左右的人群是不了解腰围的作用；减体重应该减少米饭的摄入量也有

40%左右的人群认为是正确的方式。关于植物油的选择以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知晓率

都非常低。但是从总分上看从肥胖人群到消瘦人群，该知识问卷的平均得分为 78、77、75、

74，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个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我们调查的设计所导致的，因为通过

网站的用户发出的调查，而进入该网站的用户对减重都是抱有一定的期望值，尤其是其中的

超重和肥胖人群，因为本身的需要，他们对营养学的知识的掌握比一般人群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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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女性营养态度问卷 

结果见表 20、图 20。 

表 20 女性营养态度调查问卷（人） 

问卷内容 
是（%） 

肥胖 超重 正常 消瘦 

你认为掌握营养知识能有利于健康吗？ 99  99  99  99  

你愿意学到更多的营养知识吗？ 99  100  99  99  

你是否赞成节食减肥？ 27  29  33  33  

你愿意为了健康而改变不良饮食习惯吗？ 98  98  98  98  

你会主动与别人交流营养与健康方面的知识吗？ 93  87  87  88  

你会主动劝说家人或朋友改变不良饮食习惯吗？ 94  94  91  93  

你认为通过饮食可以预防一些慢性病吗？如肥胖、高血压等 100  100  99  99  

你认为健康成人可以适当吃一些保健食品或营养素补充剂吗？ 78  84  82  79  

你会把自己学到的营养知识运用到平时的饮食生活中吗？ 98  98  97  97  

你支持通过减少主食甚至不吃主食来减肥吗？ 27  30  33  34  

 

图 20 女性营养态度调查问卷（%） 

大部分人群具有较好的态度，认识到超重和肥胖的危害性。尤其是超重和肥胖的女性，

他们本身有需求，希望通过一些方式来减少肥胖的发生。而且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由于这

些女性为了减肥，已经对关于减肥的一些知识有初步的了解，所以他们了解节食减肥的危害

性，赞同这种方式减肥的比率要小于其他组。 

7、女性体力活动问卷 

结果见表 21、图 21。 

表 21 女性体力活动问卷结果（人） 

1、最近 7天里，你花多少天做强而有力的身体活动，像是提重物、苦力、有氧运动或快骑

脚踏车？ 

 0 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消瘦组 276 98 100 72 81 35 63 0 

正常组 1451 482 448 350 443 206 332 0 

超重组 311 122 113 73 104 37 61 0 

肥胖组 82 37 32 26 26 11 23 0 

2、在参与强有力身体活动的那些天，你通常花多少时间做强而有力的身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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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min 30~60min 1~2h 2~3h 3~4h 4~5h 5~6h Not sure 

消瘦组 192 346 92 16 2 1 1 75 

正常组 1010 1632 488 93 22 15 7 445 

超重组 232 363 110 13 2 2 3 96 

肥胖组 60 111 33 4 1 0 2 26 

3、最近 7天里，你花多少时间做适度的身体活动，像是提轻的物品、正常的速度骑脚踏车或网

球双打？不包含走路。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NO 

消瘦组 0 104 131 111 180 199 

正常组 0 591 636 525 902 1058 

超重组 0 151 136 113 180 241 

肥胖组 0 38 35 35 57 72 

4、在参与适度身体活动的那些天，通常你花多少时间做适度的身体活动？ 

 <30min 30~60min 1~2h 2~3h 3~4h 4~5h 5~6h Not sure 

消瘦组 207 258 88 17 5 4 5 141 

正常组 1123 1289 399 99 43 21 32 706 

超重组 243 289 75 18 13 2 8 173 

肥胖组 75 77 28 4 2 0 1 49 

5、最近 7天里，你花多少天走每次至少 10分钟的路？ 

 0 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30 19 59 84 58 73 38 364 

正常组 126 120 233 315 244 388 181 2105 

超重组 31 24 60 66 59 87 37 457 

肥胖组 9 9 14 17 16 23 10 135 

6、在走路的那些天，你通常花多少时间在走路？ 

 <30min 30~60min 1~2h 2~3h 3~4h 4~5h 5~6h Not sure 

消瘦组 239 281 92 42 13 8 5 45 

正常组 1318 1379 567 143 55 22 32 196 

超重组 284 339 112 28 5 4 9 40 

肥胖组 84 93 32 9 2 0 1 16 

7、最近 7天期间，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坐着呢？ 

 2~3小时 3~5小时 6~8小时 9~10 小时 10小时以上 不知道/不确定 

消瘦组 0 101 248 153 186 0 0 37 

正常组 0 544 1252 830 931 0 0 155 

超重组 0 111 261 201 222 0 0 26 

肥胖组 0 33 75 65 55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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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                                   问题 6 

 

问题 7 

图 21 女性体力活动问卷结果（%） 

 

 



城市超重及肥胖青年餐饮行为调查——————中国肯德基餐饮健康基金资助 

第二军医大学 ~ 51 ~ 

 

图 22 不同组女性体力活动参与率（%） 

女性对三种程度体力活动的参与度，表现和男性相似的趋势，对于重度体力活动的参与

度低，而轻度体力活动的参与度高。在不同组别的女性之间，各种体力活动的参与度没有显

著性差异，在重度体力活动中，肥胖女性表现较高的参与度，而中度体力活动则是消瘦组参

与度最高，肥胖组最低。结果表明，肥胖女性对于体力活动在体重控制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

认识，希望通过增加体力活动或者体育锻炼的方法来控制体重。但是至于什么样的运动对她

们来说是最适宜的，她们的知识还是缺乏的。 

8、女性研究小结 

通过以上 7 个方面的调查，对于超重和肥胖的城市女青年来讲，她们在饮食行为上喜食

动物性食物，口味偏咸、偏油腻。喝酒的比例高于体重正常女性。她们在外餐饮的行为和正

常女性表现出相似的趋势，即 40%的人群一周内选择了有超过一次的在外就餐，而在这个年

龄的女性中，小饭店也是她们最愿意关顾的就餐地点。在烹调方式上，超重和肥胖女性更偏

爱煎炒和油炸类食物。在三餐的在外就餐比例中，午餐和晚餐在外就餐的比例是 50%，而早

餐是 30%，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但是晚餐的在外就餐比例，肥胖女性要高于其他组。从膳

食营养的角度来看，肥胖和超重女性的进食量要大于其他组，主要表现在主食、蔬菜和动物

性食物的进食量上。另外，零食的选择上，肥胖组女性也较其他组具有较高的比例。通过营

养知识的问卷，各组女性也表现出相似的趋势。从总分上看，肥胖组女性的得分最高为 78

分，而消瘦组女性的得分最低，为 74 分。关于营养的态度，四组女性也没有表现出差异，

大家都认同营养的作用，愿意学习营养知识，并把自己所学的教给别人。而在体力活动上，

对于重度体力活动的参与度低，而轻度体力活动的参与度高。在不同组别的女性之间，各种

体力活动的参与度没有显著性差异，在重度体力活动中，肥胖女性表现较高的参与度，而中

度体力活动则是消瘦组参与度最高，肥胖组最低。 

四、总结 

通过对 5591 份问卷的整理，我们比较了城市中男性和女性超重肥胖者在饮食行为、在

外餐饮行为、膳食结构、营养知识的了解、营养态度、体力活动情况和 BMI 正常人群的差

异。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超重和肥胖人群和 BMI 正常人群都存在一些趋势上的差异，但是

大部分的对比在统计学上都没有显著性。我们分析认为：对于单纯性肥胖来讲，能量摄入和

消耗的不平衡是导致体重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不论你是在家就餐还是在外就餐。大部分人群

都存在饮食上的一些误区，所以对超重和肥胖人群，我们需要正确的饮食指导以及合理的体

重控制措施的实施，尽早的使他们的 BMI 恢复到正常水平；对于 BMI 正常人群，我们也需

要进行相应的指导，以预防发生超重和肥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