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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农村学龄儿童家长零食购买和对零食安全的认知情况!对不同家长类型提出改善认知的建

议!从而保障儿童健康$ 方法(对河北省某农村地区中心小学 %#" 名学龄期儿童的家长进行了零食购买和安全认

知的问卷调查!从 $ b5 年级每个年级中随机选取 $ 个班级所有儿童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问卷由儿童带回家由

家长如实填写好后次日回收问卷$ 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并运用 .).. !$0" 软件对家长特征进行了因子分析

和聚类分析$ 结果(5"0%2的家长首选小卖部作为购买零食的地点!3"2的家长在选择零食购买渠道时首要考虑

因素是,购买方便-!15052和 1$0&2的家长表示会考虑零食的保质期和生产日期!经常购买零食种类排名前 # 位

的是火腿肠类&糖果类&蛋糕4派类&乳制品类和方便面类!其中经常购买火腿肠的家长占总调查人数的 5%0’2$ 而

家长对儿童自己购买零食情况并没有足够重视和进行正确的引导$ 根据农村家长对零食安全的认知程度!本研究

将家长分为 % 类!即被动型家长&自我型家长和学习型家长$ 结论(提高农村地区学龄儿童家长的零食安全认知

势在必行!建议将家长先聚类再开展针对性教育以提高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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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间"以儿童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零食 不断涌现"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8%* ( 儿童特殊
的身体发育阶段和居高不下的零食消费率均显示
了零食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然而"我国儿童零食的
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 一般来说"零食的安全隐
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零食本身高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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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高盐"可能引发儿童肥胖’糖尿病’龋齿等问
题 )!*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外因"突出问题包括微生
物超标’食品添加剂过量’重金属污染’包装及内置
玩具污染等 )%85* ( 而在我国农村地区"儿童零食除
了有以上安全隐患外"还有其特有的安全问题( 一
直以来"农村地区都是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灾区"价
格低廉的-五无.$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
期’无食品生产许可’无食品标签%小包装零食又迎
合儿童的口味"是农村儿童主要的消费品"但是由
于它们多是用面粉裹上色素’香精制成"食品添加
剂超标"容易诱发过敏"对儿童健康造成极大隐患(
!""’ 年 % 月"安徽无为县曾发生过 $% 岁儿童因食
用 $% 袋的调味面制品零食而猝死的事件 )%* ( !""’

年北京市妇联’市食品安全监督协调办公室等共同
发布了全国首份农村儿童食品安全调查报告"涉及
北京市 $% 个郊区县 $%! 个行政村的 ! 51& 名家长
和儿童"并暗访了 !&$ 家村 $镇%小卖部和小型超
市"结果显示约 !"2农村家庭在前一年曾遇到过儿
童食品安全问题 )&* (

由于家长在未成年儿童的食物消费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儿童家长对零食的购买行为以及对安全
的认知都将直接影响儿童接触不安全零食的程
度 )#* ( 本研究对河北省某农村地区 # b$% 岁学龄期
儿童家长进行了问卷调研"调查了当地儿童家长零
食购买行为以及对零食安全的认知"并使用因子分
析和聚类分析方法"根据家长的认知情况对家长进
行了识别和分类"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对象与方法
$0$(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农村地区 # b$% 岁学龄期儿童的家
长作为调查对象(
$0!(方法
$0!0$(样本量计算

主要参考了刘胜鹏 )5*对大理农村小学生家长
对儿童食品卫生的认知平均知晓率为 1%032"而保
守选择 3"2来估算所需样本量( 按照置信度为
’#2"误差值为 "0"#"从而计算样本量$M%&

M i$0’5! o"03 o"0%4"0"#! i%!%

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无效问卷"本研究组最终选
择发放 %#" b&"" 份问卷(
$0!0!(抽样方法

课题组于 !"$% 年 $" b$$ 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
赤城县某镇中心小学进行了调查( 儿童的样本选
取采用从 $ b5 年级每个年级中随机选取 $ 个班级
所有儿童作为调查样本进行问卷发放"最终发放

&"" 份问 卷" 并 获 得 %#" 份 有 效 问 卷" 有 效 率
达 130#2(
$0!0%(问卷调查方法

+农村地区儿童零食消费行为及安全性现况调
查问卷,由儿童带回家要求家长如实填写好后第二
日回收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儿童及家长基本信息’
家长零食购买情况以及家长对零食安全状况的认
知 % 个部分( 其中第三部分向家长提供了与零食安
全有关的 ’ 个陈述句"通过运用 -F̂NTS# 点量表建
立了 # 个等级的回答"分别是-非常不同意. -比较
不同意.-基本同意.-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并
分别赋值 $’!’%’&’# 分"请家长选择对其的认同度(
$0%(统计分析

数据运用 .).. !$0" 软件进行了因子分析’聚
类分析’!! 检验等分析(

!(结果与分析
!0$(样本特征

对有效问卷整理得到儿童家长的社会人口统计
学特征"可以看出 %#" 位被调查儿童中男女比例均
衡#350%2的儿童集中在 1 b$% 岁"参与调查的家长
中女性偏多"占 53012"%" 岁以下的年轻家长较少"
仅占 30!2#家长职业均以农民为主"但有 $"0!2的
父亲从事服务行业"家长文化程度普遍较低#’!032
的家长仅具有初中及以下的文化水平"家庭年收入较
低"3"0#2的家庭年收入低于 $ 万元"见表 $(
!0!(调查地区儿童家长对零食的购买情况

课题组调查了家长对儿童零食的购买渠道’渠
道选择原因以及影响购买的因素"结果见表 !( 本
次调查儿童虽年龄分布较宽"但由于 350%2的儿童
集中在 1 b$% 岁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发育较
为成熟"家长为儿童购买零食的种类和态度差异并
不是很大"所以我们没有分别分析不同年龄儿童家
长的购买行为(

家长通过小卖部购买零食的比例最高"占
5"0%2"其次是大中型超市"而其它购买渠道"如小
摊点’集贸市场等比例都很低"仅有 $2左右"这说
明农村地区小卖部是零食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
3"2的家长在选择零食购买渠道时首要考虑因素是
-购买方便."其次才是-质量安全放心."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了农村儿童家长对零食质量安全并未达到
足够的重视程度( 在问及影响家长购买零食的因素
方面"15052和 1$0&2的家长表示会考虑零食的保质
期和生产日期"有 #"0’2的家长表示会检查零食包装
上的合格证明"而价格’厂家以及食品外观则考虑较
少"说明家长还是具有一定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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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调查地区儿童及家长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Mi%#"%

/GQVN$(RNZACTG\=F;;=GTG;SNTFUSF;UA<;=FVWTNB GBW

\GTNBSUFB S=NUPTXNM
样本特征 类型 比例42

儿童性别

儿童年龄

家长性别

家长年龄

家长平均
文化程度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家庭年收入

男$$1& 人% #!05

女$$55 人% &30&
# b3 岁$1% 人% !%03
1 b$" 岁$$#& 人% &&0"
$$ b$% 岁$$$% 人% %!0%

男$$$% 人% %!0!

女$!%3 人% 5301
!$ b%" 岁$!# 人% 30$
%$ b&" 岁$$5’ 人% &10%
&" 岁以上$$#5 人% &&05

小学及以下$$"5 人% %"0%

初中$!$1 人% 5!0%

高中及以上$!5 人% 30&

农民$!3’ 人% 3’03

服务业人员$%5 人% $"0%

产业工人$$5 人% &05

其他$$’ 人% #0&

农民$%"& 人% 150’

服务业人员$$% 人% %03

产业工人$& 人% $0$

其他$!’ 人% 10%
# """ 元以下$$$# 人% %!0’

# """ b$" """ 元$$%& 人% %10%
$" """ b$# """ 元$5& 人% $10%
$# """ 元以上$%3 人% $"05

注&括号内数字代表选择该项的人数

表 !(调查地区家长对儿童零食购买情况统计$M i%#"%

/GQVN!(RNU;TF\SFXNUSGSFUSF;UTNVGSNW SAS=NUFSPGSFABUA<

=A[\GTNBSU\PT;=GUNW UBG;̂UFB S=NUPTXNM
类别 选项 比例42

购买零食首要
渠道$多选%

选择零食购买
渠道的原因$多
选%

影响购买决定
的因素$多选%

小卖部$!$$ 人% 5"0%

大中型超市$$%5 人% %10’

集贸市场$# 人% $0&

小摊点$& 人% $0$

其他$5 人% $03

购买方便$!&# 人% 3"0"

质量安全放心$$’5 人% #50"

价格便宜$$"3 人% %"05

服务较好$5! 人% $303

别的地方买不到$!1 人% 10"

其他$$$ 人% %0$

保质期$%"% 人% 1505

生产日期$!1# 人% 1$0&

合格证明$$31 人% #"0’

价格$$"! 人% !’0$

生产厂家$’# 人% !30$

食品色泽外观$3& 人% !$0$

注&括号内数字代表选择该项的人数

((本文调查了家长经常购买的儿童零食种类"具
体排名见图 $"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家长经常购买
零食排名前 # 位的是火腿肠’糖果’蛋糕4派’乳制品
和方便面类"其中经常购买火腿肠的家长占总调查
人数的 5%0’2( 这样的排序结果与城市家庭情况

完全不同"在本课题组另一项对北京地区家长对儿
童零食购买情况的研究中"排名前 # 名的是饼干类’
蛋糕4派类’膨化食品’糖果类和饮料类( 火腿肠和
方便面因添加剂和高油高盐问题属于-限制食用.
的零食类别"例如火腿肠中亚硝酸盐过量等"而在
农村地区二者能排入前 # 名"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家长对必要安全常识的缺乏(

图 $(农村地区经常购买各类零食的家长比例
$M i%#"%

_FCPTN$()TA\ATSFAB A<S=N\GTNBSU[=A<TN]PNBSVM\PT;=GUNW

WF<<NTNBSSM\NUA<UBG;̂UFB S=NUPTXNMGTNG

由于本文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 1 b$% 岁的儿童
家长"不少儿童已有自己购买零食的能力( 本文专
门调查了家长对儿童自己购买零食的态度以及了
解情况( 如表 % 所示"仅有 12的家长明确表示支
持孩子自己购买零食"有 !4% 的家长持反对态度"另
有 $4% 的家长则表示无所谓( 家长了解的儿童购买
零食渠道主要是街边小卖部 $ #’0$2% 和超市
$%50%2%"然而当被问到否经常在学校附近小摊买
零食时"有 $4% 的家长却表示不清楚"这说明很多家
长并不都是很了解儿童购买零食的情况( 而在对
儿童零食购买的教育方面"有一半的家长表示偶尔
教甚至从来没教过儿童如何购买零食和可以购买
哪些零食( 由此可见"农村地区家长对儿童自己购
买零食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进行正确的引
导"而这将可能导致缺乏辨别能力的儿童被诱惑购
买不安全的零食(
!0%(调查地区儿童家长对零食安全的认知分析

为了更好的了解农村地区儿童家长对零食安
全的认知程度"本文设计了 ’ 个与零食安全相关

的测量题项"见表 &"请家长根据同意程度进行打
分以显示其对所涉及安全隐患的认知( 为了减少
各题项间信息的重叠"本文对题项进行了因子分
析( 在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它们进行了 OLU检
验"OLUi"05#3"说明进行因子分析效果较好"
)#%/3&//球 形 检 验 中 )#%/3&//值 i!1!0#!’"Ji
"0""""说明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可以进行因
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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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调查地区家长对儿童自己购买零食的态度和行为

调查$M i%#"%

/GQVN%(.PTXNMAB \GTNBSUrGSSFSPWNGBW QN=GXFATSA[GTW

;=FVWTNBrU\PT;=GUFBCUBG;̂UGVABN
类别 选项 比例42

家长对孩子自己购买零食
的态度

家长了解的孩子自己购买
零食的渠道$多选%

孩子是否经常在学校附近
小摊购买零食

是否教过孩子如何购买零
食和可以购买哪些零食

支持$!1 人% 10"

反对$!$3 人% 5!0"

无所谓$$"# 人% %"0"

街边小卖部$!"3 人% #’0$

超市$$!3 人% %50%

学校附近路边摊$$& 人% &0"

学校里的售卖点$3 人% !0"

不清楚$’ 人% !05

是$$’ 人% #0&

不是$!!# 人% 5&0%

不清楚$$"5 人% %"0%

经常教$$1$ 人% #$03

偶尔教$$!! 人% %&0’

从来没教过$&3 人% $%0&

注&括号内数字代表选择该项的人数

((本研究经方差最大旋转法提取主因子"取特征
值大于 $ 的主成分作为因子"以因子负荷大于 "0&

作为标准"最终得出 % 个因子( 这 % 个因子总共解
释了原始变量方差的 #&0$2"表明因子保留了原始
数据中较多的信息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度( 表 & 展
示了这 % 个因子与原来 ’ 个题项之间的相关关系(

表 &(旋转成分矩阵

/GQVN&(+ASGSFAB ZGSTFY;AZ\ABNBSU
测量题项 因子 $ 因子 ! 因子 %

$0我尽量避免让儿童食用高脂肪类
零食(

"0"1% n"055% "0!$&

!0我有注意让儿 童 少 吃 很 咸 的
零食(

"0&"% "0&&$ n"0"1%

%0我知道高糖零食对儿童不好"所
以即使儿童喜欢甜食"我也会限制(

"035$ "0$%3 n"0"%"

&0我会避免购买颜色很鲜艳的零食
给儿童(

n"0!5" n"0!!5 "05%%

#0我十分担心市场上儿童零食的添
加剂过量问题(

"0%3# n"0$11 "0#1"

50成人吃了零食没事"不一定代表
儿童吃了没事(

"05’’ n"0$3# "0"1&

30我有考虑过儿童零食中重金属污
染的问题(

"0$5& "03%% "0!&5

10我担心过儿童零食包装的安全性
问题(

"05#! "0%$’ n"0$"3

’0我不太放心儿童在小摊贩上购买
零食的卫生安全性(

n"0"&! "0%"3 "035’

((根据因子载荷分析"% 个因子解释如下&

因子 $&与题项 %’5’1 相关度较高"即主要解
释了-高糖问题. -大人与儿童对零食风险的暴露
差异.以及-零食包装问题. ( 这 % 个题项所涉及
的零食安全问题虽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是都
属于能够被家长直观发现和容易理解的问题( 例
如高糖问题"即使是农村家长也知道甜食对儿童

健康的影响"至少知道龋齿问题"糖的含量是否过
高也很容易判断#家长虽然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暴
露程度"但也明白成人和儿童对同样的零食安全
问题会有不同的反应#包装安全性虽然可能不被
家长所了解"但不完整或简陋包装材料"还是较为
容易被家长所识别的( 所以本文把因子 $ 命名为
-直观型安全隐患. (

因子 !&与题项 $’!’3 相关度较高"即与-高脂
问题.-高盐问题.以及-重金属问题.密切相关( 这
几个安全问题的共同特点是目前在农村地区均未
得到重视( 高盐问题和重金属问题不仅在农村"目
前在整个全国范围内都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属于
潜在的安全隐患( 城市地区儿童家长会担心高脂
类零食诱发儿童肥胖"但这个情况在农村地区还不
算严重"有些家长甚至将高脂零食作为孩子补充热
量的辅助手段( 因此本文把因子 ! 命名为-潜在型
安全隐患.( 值得提出的是"-高脂问题.对因子 !

的系数是负值"说明 -高脂问题.对因子 ! 是负相
关"对此我们的解释是随着零食高脂问题在农村地
区越来越严重"这个安全隐患将不再潜在"而是被
更多的家长所认知(

因子 %&与题项 &’#’’ 相关度较高"即与-色素
问题.-食品添加剂问题.和-来自小摊贩的零食安
全问题.密切相关( 这 % 个问题是经常被媒体曝光
和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它们的形成都与人为
因素有关"是人为造成的安全隐患( 因此"本文把
因子 % 命名为-人为型安全隐患.(

不同的家长对以上 % 种安全隐患的认知程度是
不同的"本文利用 O8均值聚类法"将以上 % 种因子
作为聚类变量"进一步对所有家长进行了迭代分类
的分析"见表 #( 表 # 描述了每一个类别的大小"正
值代表影响相对较大( % 种类别的家长比例分别为
%"0"2’%3032’%!0%2"其中类别 $ 的家长对-人为
型安全隐患.认知较高"但对-直观型.和-潜在型安
全隐患.没有什么关注"这一类家长获得食品安全
信息的途径可能多通过周围环境或自身经历而被
动接受"本文将这类家长称为-被动型家长.#类别 !

的家长对 -直观型安全隐患.认知较高"而未关注
-潜在.和-人为型安全隐患."说明他们对食品安全
隐患的认识多基于自我的知识储备"更多的相信自
我的直观判断"本文将这类家长称为 -自我型家
长.#类别 % 的家长对-直观.和-潜在型安全隐患.

都很关注"特别对不易为人所知的 -潜在型安全隐
患.认知度较高"说明这类家长有意识的去了解过
相关知识"主动学习意识强"本文将这类家长称为
-学习型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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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最终聚类中心
/GQVN#(LVSFZGSN;VPUSNT;NBSNT

因子
聚类

被动型家长 自我型家长 学习型家长

直观型安全隐患 n$0$3# 5 "0511 # "0!15 5

潜在型安全隐患 n"0!#5 5 n"05## 5 $0""! 1

人为型安全隐患 "0%$1 & n"0"1$ " n"0!"" 3

((根据儿童家长关注安全因子的不同对家长进
行分类后"本文对不同类别的家长的一些特征进
行了卡方检验"来判别这些特征在 % 类家长之间
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被检测的特征包括被调
查家长性别’年龄’家长双方文化程度’职业和家
庭年收入( 结果显示"被调查家长的性别和母亲
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在 % 个类别之间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Jq"0"#% "而被调查家长年龄’父亲职业
和家庭年收入在 % 个类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p"0"#% "见表 5(

表 5(不同类别家长的特征
/GQVN5(*=GTG;SNTFUSF;UA<WF<<NTNBSSM\NUA<\GTNBSU

样本特征 类型 被动型42 自我型42 学习型42

家长
年龄

父亲
职业

父亲文
化程度

家庭年
收入

!$ b%" $#05
$$3 4$"’%

#0!
$3 4$%&%

"0’
$$ 4$"3%

%$ b&" %305
$&$ 4$"’%

#%03
$3! 4$%&%

#!0%
$#5 4$"3%

&$ 以上 &501
$#$ 4$"’%

&$0"
$## 4$%&%

&503
$#" 4$"3%

农民 1&0’
$’" 4$"5%

510’
$’$ 4$%!%

130#
$’1 4$$!%

工人 $0’
$! 4$"5%

50$
$1 4$%!%

#0&
$5 4$$!%

服务人员 10#
$’ 4$"5%

!$0!
$!1 4$%!%

&0#
$# 4$$!%

其他 &03
$# 4$"5%

%01
$# 4$%!%

!03
$% 4$$!%

小学及以下 $!0&
$$% 4$"#%

$10’
$!# 4$%!%

!"0&
$!% 4$$%%

初中 3&0%
$31 4$"#%

#50$
$3& 4$%!%

5%03
$3! 4$$%%

高中及以上 $%0%
$$& 4$"#%

!#0"
$%% 4$%!%

$#0’
$$1 4$$%%

p# """ %’0&
$&$ 4$"&%

%50$
$&1 4$%%%

!%0"
$!5 4$$%%

# ""$ b$" """ %&05
$%5 4$"&%

&"05
$#& 4$%%%

%10’
$&& 4$$%%

$" ""$ b$# """ ’05
$$" 4$"&%

$%0#
$$1 4$%%%

%$0’
$%5 4$$%%

q$# """ $50&
$$3 4$"&%

’01
$$% 4$%%%

50!
$3 4$$%%

((对 % 类家长的特征分析如下&
"被动型家长( 该类家长的年龄比例构成与

另两类家长相比偏年轻"农民居多"文化程度偏低"
以低收入家庭为主"但也有部分高收入家庭( 低文
化程度和低收入是阻碍农村居民重视零食安全’主
动获取食品安全知识的两大瓶颈"而年轻家长可能

还处于喜爱零食阶段而容易忽视安全问题#
#自我型家长( 该类家长以中青年父母为主"

农民居多"但也有相当比例的父亲从事服务行业"

中低收入家庭为主"这类家长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
程度"这样的职业特征和受教育程度使得这类家长
比其它两类家长眼界更开阔"自己拥有的知识相对
较多"从而比一般农民更相信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力#

$学习型家长( 该类家长也主要处于中青年
阶段"农民的比例在 % 类家长中最高"文化程度在小
学及以下的比例也最高"但家庭收入属于中高级(

这类家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中高等的家庭收入
说明了他们对食品开始从数量要求提高到质量安
全要求的水平上"所以会主动了解和学习有关零食
安全的知识(

%(小结
家长对于学龄期儿童的零食消费具有着重要

的引导和指向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农村地区
家长对零食的安全性并非完全没有认知"他们在
购买前会查看保质期和生产日期这些基本安全信
息"但对零食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例如 -购买方
便.仍是选择购买地点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多项家
长经常购买的零食属于高食品添加剂含量’高油’

高盐’高糖等-问题.零食"这些都会对儿童的零食
不安全消费带来隐患( 更重要的是"家长对儿童
自己购买零食的不在意和不了解"会增加毫无辨
别能力的儿童选择不安全零食的几率"对儿童健
康造成损害( 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地方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村地区学校周边食品销售
场所的整治力度"还应着重加强对儿童的相关教
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校本教育"即将
儿童的食品安全教育融入到主体课程中"培养儿
童良好的安全素养"食品安全校本教育在家庭教
育缺失的情况下更加重要"而我国目前这方面的
教育尚属空白#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从家庭角度
培养儿童的食品安全素养"而前提是首先要提高
家长的食品安全认知(

课题组对家长零食安全认知的调查结果也显
示了他们对不同类型的安全隐患有着不同的关注
和了解程度( 提高农村地区儿童家长的零食安全
认知势在必行( 而鉴于我国农村地区儿童家长特
征的复杂性"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状况"我们
建议可对家长进行聚类分析后再对不同类型的家
长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活动( 以本研究为例"年轻的
-被动型家长.缺乏主动学习的能力和必要的安全
意识"对他们的教育应集中在树立零食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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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建立有效的学习通道和补充知识上#-自我型
家长.缺乏的是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和认可度"因而
应集中帮助他们打破自我的围城而与外界食品安
全信息建立良好的沟通#-学习型家长.最为主动"
他们需要的就是足够的知识"所以对他们的教育就
是提供正确完整的食品安全知识信息即可(

综上所述"本文以河北某农村地区儿童家长
为例"研究了儿童家长的零食购买行为和对食品
安全知识的认知情况"并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如
何向不同类型的家长开展更有效的食品安全教育
进行了初步探索( 下一步将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对
儿童家长开展实证研究"以对研究方法和成果进
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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