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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龙门县老年人营养膳食现状与知行性的研究

吴甜甜　邱若然

广州新华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摘　要：目的 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老年人健康问题尤其是营养状况备受瞩目。合理的营养摄入对维持老年人身

体机能、预防慢性疾病、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老年人营养膳食现状及其相关

知识、态度与行为，即知性行 KAP 的现状。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使用 SPSS 软件进行

非参数秩和检验分析营养知识得分与老年人性别、年龄、教育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的关系。结果 龙门县老年人的膳食主要

以谷类、蔬菜类和肉类，而奶制品、大豆及豆制品、水产品和坚果类等食物的摄入频率较低；老年人对“平衡膳食营养宝塔”

的知晓率低，仅为 13.25%，在饮食与疾病知识匮乏；男性老年人的营养知识得分显著高于女性（p<0.05），高教育水平与

高收入群体在营养知识得分上也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1）。此外，老年人对“营养与疾病”和“营养搭配”

的知识需求较高，更倾向于通过电视和线下宣传等途径获取营养知识。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惠州市龙门县居家养老老年人在

膳食营养和营养知识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地方政府和社会机构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措施提供数据支持，进

而推动老年人群体的健康老龄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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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居民的膳食结构正在逐步向科学、合理的方向转变。粮食为

主的传统饮食模式逐渐被多样化食物所替代。然而，膳食模

式的改善并未惠及所有群体，尤其是在老年人中，营养状况

和膳食行为仍存在较大差异。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

断加剧 [1]，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备受瞩目。合理的营养摄入

有助于维持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提高

生活质量 [2]。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机能逐渐衰退，

营养吸收和摄入等方面受到限制 [3]。一旦老人出现营养不

良状况，其免疫力再度降低，进而大幅提高患上相关疾病及

死亡的风险 [4]。因此，全面评估老年人的膳食现状及其知

性行为，对制定适宜的膳食指导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5]。本

研究以龙门县老年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通

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揭示该地区老年人在营养膳食方面存

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评估其营养知识的知晓程度和行为实践

的符合度。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以期为龙

门县乃至类似地区的老年人营养健康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在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

随机抽取 180 名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人进行调查，问卷由受

过专业培训的研究人员通过面对面访谈完成。研究对象的纳

入标准：①年龄大于 60 周岁；②在惠头州市龙门县长期居

住 1年以上；③头脑清晰，认知功能良好，语言表达顺畅；

④研究对象自愿参加此次调查研究。研究对象的排除标准：

①重症或终末期老年人；②有明显精神异常。

1.2 研究内容

采用何融艺设计的老年人营养膳食状况与 KAP 调查问

卷 [5]，由受过专业培训的调查人员与调查对象进行现场沟

通，并填写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食物

营养频率、营养知识、态度、行为（KAP）调查。

2 结果

2.1 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180 份，剔除无效

问卷 6 份，回收有效问卷 166 份，问卷有效率约为 92.2%。

其中男性49人，女性117人；年龄层在60～69周岁有71名，

70 ～ 79 周岁有 62 名，80 周岁以上的有 33 名；教育文化程

度在小学及小学以下的有 108 名，在初中及高中的有 50 名，

大专及大专以上的有 8名；职业类型属于农民的有 100 名，

行政管理类的有 7名，技术工种类的有 4名，工人、服务行

业的有 33 名，其他类型的有 22 名；目前经济来源中，子女

给予有 74 名，劳动收入有 13 名，退休金有 38 名，其他有

41 名；每月经济收入 1000 元以下的有 65 名，1000 ～ 3000

元的有 17 名，3000 ～ 4000 元的有 12 名，5000 元以上的有

8名，不愿意透露的有 64 名，具体基本情况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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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老年人一般人口学特征（n=166）

调查类别 调查
人数

性别
百分比（%）

男 女

年龄

60 ～ 69 岁 71 18 53 31.9%

70 ～ 79 岁 62 23 39 23.4%

80 岁以上 33 8 25 1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08 25 83 65.06%

初中及高中 50 22 28 30.12%

大专及以上 8 2 6 4.82%

职业类型

农民 100 20 80 60.24%

工人、服务行业人员 33 18 15 19.88%

表1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老年人一般人口学特征（n=166）（续）

技术人员（医生、护士、
教师、工程师） 4 1 3 2.41%

行政、管理、文职人员 7 3 4 4.22%

其他 22 7 15 13.25%

每月经济收入

1000 元及以下 65 18 47 39.16%

1000 ～ 3000 元 17 8 9 10.24%

3000 ～ 5000 元 12 4 8 7.23%

5000 元以上 8 4 4 4.82%

不愿透露 64 15 49 38.55%

目前经济来源

子女给予 74 17 57 44.58%

劳动收入 13 6 7 7.83%

退休金 38 15 23 22.89%

其他 41 11 30 24.7%

2.2 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老年人食物摄入频率分析

惠州市龙门县老年人摄入频率最高的食物为谷类、蔬

菜类和肉类。前两种食物分别高达 98.8%；78.31% 的调查人

群会每天食用肉类；而水果和蛋类食用频率只有 37.95% 和

40.96%；薯类、大豆类食品每日食用频率虽然只有 11.45%

和 9.64%，但每周至少摄入一次的频率都为 27.11%；水产

品食物食用频率的每天至少摄入一次的频率为 12.05%，但

每周至少摄入一次的频率为 37.95%；另外奶及奶制品和

坚果类的食物摄入频率较低，每天至少摄入一次的频率为

21.08% 和 16.27%，每周至少摄入一次的频率为 20.48% 和

22.89%。具体食物摄入频率详见表 2。

表 2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老年人摄入食物频率表

食物种类 每日（>1
次 / 天）

经常（>1
次/周）

有时（>1
次 / 月）

偶尔（>1
次/年）

谷类（米饭、杂粮、
面制品等） 98.8 / 1.2 /

薯类（土豆、红薯、
山药等） 11.45 27.11 33.73 27.71

新鲜蔬菜 91.57 4.82 1.2 2.41

新鲜水果 37.95 30.12 21.08 10.84

肉类（猪、牛、羊、鸡等） 78.31 10.24 9.64 1.81

蛋类（鸡蛋、鸭蛋、皮蛋、
咸蛋等） 40.96 31.93 18.07 9.04

奶制品（液体奶、酸奶、
奶酪、奶片等） 21.08 20.48 18.67 39.76

大豆及豆制品
（大豆、豆腐、豆浆等） 9.64 28.92 31.93 29.52

表 2 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老年人摄入食物频率表（续）

水产品（鱼、虾、蟹、贝） 12.05 37.95 24.7 25.3

坚果类
（瓜子、花生、核桃等） 16.27 22.89 25.9 34.94

烟熏及腌制品
（腊肉、泡菜、盐渍咸肉） 3.61 13.86 27.71 54.82

零食类
（饼干、蛋糕、糖果等） 6.63 15.06 31.93 46.39

酒类（白酒、果酒、啤酒） 4.82 1.81 4.22 89.16

2.3 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老年人营养知识、态度、行

为（KAP）情况分析

2.3.1 营养知识了解情况

惠州市龙门县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群体在“平衡膳食营

养宝塔”的这一营养知晓率仅为 13.25%，在“糖尿病患者

不能吃哪些食物”和“食物中胆固醇最高的有哪些”等这类

的营养知晓率达 11.45% 和 21.08%，其次“食物中蛋白质含

量高的食物有哪些”和“食物中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有哪

些”的营养知晓率为27.11%和15.06%。“平衡膳食营养宝塔”

的知晓率不高，同时对营养知识也有所欠缺，在膳食结构上

了解的也不多。居家养老老人的营养知识了解情况详见表3。

2.3.2 性别不同的老年人群得分对比

通过对性别不同的老年人群的营养知识调查，居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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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男性老年人群较女性老年人群营养知晓率较高，且存在

显著的性差异（P＜ 0.05）。具体得分详见表 4。

表 4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居家养老性别不同的

老年人群营养知识得分

性别
居家养老

人数 M(P25,P75) z 值 P 值

男性 49 1.00(0.00,4.50)
-2.188 0.029

女性 117 0.00(0.00,2.00)

2.3.3 年龄不同的老年人群得分对比

通过对年龄不同的老年人群营养知识调查，不同年龄

阶段的老年人群营养知识无差别。表明该县的老年人群营养

知识储备缺乏。具体得分详见表 5。

表 5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居家养老年龄不同的

老年人群营养知识得分

年龄
居家养老

人数 M(P25,P75) H 值 p 值

60 ～ 69 岁 71 0.00(0.00,3.00)

70 ～ 79 岁 62 1.00(0.00,2.00) 0.144 0.930

80 岁以上 33 1.00(0.00,2.00)

2.3.4 教育文化程度不同的老年人群的得分对比

通过对教育文化程度不同的老年人群营养知识调查，

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老年人群营养知识均得分较高，表

明教育文化程度越高，营养知识知晓率越高。具体得分详见

表 6。

表 6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居家养老教育文化程度不同的

老年人群营养知识得分

教育文化程度
居家养老

人数 M(P25,P75) H 值 p 值

小学及以下 108 0.00(0.00,1.00)

初中及高中 50 1.50(0.00,4.25) 20.488 0.001

大专及以上 8 4.00(1.25,10.75)

2.3.5 经济收入不同的老年人群的得分对比

通过对经济收入不同的老年人群营养知识调查，经济

收入在 5000 元以上的老年人群营养知识均得分最高，其

次是 3000 ～ 5000 元收入的老年人群，显著性差异为（P

＜ 0.05）。而不愿透露的老年人其营养知识得分与 1000 元

及以下无差别。具体得分详见表 7。

表 7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居家养老经济收入不同的

老年人群营养知识得分

教育文化程度
居家养老

人数 M(P25,P75) H 值 p 值

1000 元及以下 65 0.00(0.00,2.00)

1000-3000 元 17 2.00(0.50,3.00)

3000-5000 元 12 3.50(0.25,6.75) 34.556 0.001

5000 元以上 8 4.00(2.00,7.50)

不愿透露 64 0.00(0.00,1.00)

2.3.6 日常饮食生活行为

2.3.6.1 饮食习惯

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群中有 15.66% 的人有吸烟的习惯，

11.45% 的老年人群有饮酒的习惯；服用营养补充剂的行为

占 50％，从整体上看，龙门县老年人的良好饮食习惯和行

为相对较多。具体老年人群的饮食习惯对比详见表 8。

表 8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群营养饮食习惯及行为

营养饮食习惯及行为 居家养老
166 名

2.3.6.2 营养知识的来源

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群营养知识来源主要来自电视，占

表 3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居家养老模式

老年人群膳食营养知识知晓率

题目类别 答对人数百分比（%）

您知道“平衡膳食宝塔”吗？ 22 13.25

食物中所含营养物有哪些？ 36 21.69

食物中蛋白质含量高的有哪些？ 45 27.11

食物中胆固醇含量高的有哪些？ 35 21.08

食物中膳食纤维含量高的有哪些？ 25 15.06

食物中维生素 C含量高的有哪些？ 21 12.65

高蛋白饮食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13 7.83

高脂肪饮食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23 13.86

烟熏、腌制食品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15 9.04

糖尿病患者不能吃哪些食物？ 19 11.45

高血压患者不能吃哪些食物？ 17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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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50.6％，还有 42.77％的知识来源自其他部分，具体来

源详见表 9。

表 9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群营养知识来源

来源
居家养老

人数 百分比（%）

电视 84 50.6

报刊 13 7.83

广播 2 1.2

线下宣传 17 10.24

其他 71 42.77

2.3.6.3 营养知识的需求

老年人对于“营养与疾病”这一营养知识的需求最高，

为 53.61%；其次是对于“营养搭配”的知识需求。具体需

求详见表 10。

表 10 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群营养知识的需求

来源
居家养老

人数 百分比（%）

营养搭配 87 52.41

营养与疾病 89 53.61

其他 61 36.75

2.3.6.4 营养知识途径的需求

“电视”和“线下宣传”获得营养知识的占比偏高，

表明老年人群更愿意参加通过观看营养知识活动来获取相

关营养知识。具体需求详见表 11。

3 讨论

3.1 食物摄入的多样性不足

龙门县老年人食物摄入主要集中在谷类、蔬菜类和肉

类，这些食物基本满足了日常能量需求。然而，水果、蛋类、

水产品和奶制品的摄入频率相对较低，这可能导致维生素、

矿物质等摄入不足 [6]。这种单一的食物摄入模式可能会导

致营养不均衡 [7]。

3.2 知识知晓的差异性

老年人营养知识知晓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性别、

教育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等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知识水平[8]。

即使知晓率较高的老年人在理论上具备较好的营养知识基

础，但在实际饮食行为中也未能完全体现其知识。

3.3 营养知识获取途径的局限性

老年人对“营养与疾病”和“营养搭配”的知识需求最高，

这反映了他们对健康饮食的关注和追求 [9]。然而，他们更

倾向于通过电视和线下宣传等传统途径获取知识，这种单一

的知识获取途径限制了他们接触新知识和信息的广度与深度

[10]。

4 结论

通过对惠州市龙门县 166 名老年人膳食营养状况及营

养 KAP 调查，全面了解了调查对象群体的膳食营养状况和营

养知识、态度和行为，通过分析，结论如下：

①龙门县老年人总体摄入量较好，谷类、肉类、蔬菜

类摄入量偏高，水果、薯类和大豆类食物摄入量偏低，微量

元素总体摄入不足。

②龙门县老年人因性别、年龄、教育文化程度和经济

收入的不同，营养知识知晓率的情况也会不同。居家养老的

男性老年人群较女性老年人群营养知晓率较高，显著性差异

（P<0.05）；在居家养老模式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群营养

知识无差别；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老年人群营养知识均

得分较高，其次是初高中的老年人群。表明教育文化程度越

高，营养知识知晓率越高；经济收入在 5000 元以上的老年

人群营养知识均得分最高，其次是 3000 ～ 5000 元收入的老

年人群，显著性差异为（P＜ 0.05）。

③龙门县老年人的营养知晓率正确率较低，对基本的

饮食与疾病知识点不了解；但对了解营养知识的需求较高，

表 8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群营养饮食习惯及行为（续）

人数 百分比（%）

是否吸烟 26 15.66

是否饮酒 19 11.45

是否口味偏重口 66 39.76

是否爱吃零食 58 34.94

是否服用营养补充剂 83 50

表 11 惠州市龙门县龙城街道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群营养知识途径的需求

来源
居家养老

人数 百分比（%）

电视 104 62.65

报刊 9 5.42

广播 2 1.2

线下宣传 100 60.24



       123

医学前沿 : 2024 年 6 卷 2 期
ISSN: 2705-1366(Online); 2737-4300(Print)

营养认知态度总体良好。

5 建议

5.1 优化膳食结构

鼓励老年人增加多种食物的摄入，以实现营养均衡。

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口味偏好和文化背景，制定个性化

膳食计划和健康食谱 [11]。

5.2 加强营养教育

通过开展营养知识讲座和培训，提高老年人对合理膳

食的认识 [12]。利用社区公告板等方式普及营养知识，强调

各类水果的营养价值。

5.3 政策引导和支持

政府可以通过发放食品购买券的方式提供健康食品补

贴，降低他们购买健康食品的经济门槛；政府应加强对食品

生产企业的监管，保障老年人的饮食安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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