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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某贫困县初中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信行健康教育效果评估

黄东红1，孙振球1,2，胡婧璇2，沈敏学2，彭真2，曾娜2

(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系；2.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长沙 410078)

[摘要]目的：对西部某贫困县初中生营养与食品安全教学干预效果进行评估，为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健康教育手

段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在我国西部某国家级贫困县随机抽取4所中学，再随机分成干预组与对

照组，在每所中学7~9年级各随机抽取1个班，共12个班初中生进行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基线问卷调

查，以此为参考编写教材，对干预组学生进行为期1学年的营养与食品安全试点教学，对照组不予教学干预。干预

后使用相同问卷对干预组与对照组再次进行调查。结果：基线调查初中生410人，干预后调查474人，基线调查和干

预后调查两组人口学基本特征均衡可比，基线资料两组的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调查，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知识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营养知识学习态度、健康饮食习惯等

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多阶段整群抽样两水平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干预是提高知识总分的显著

因子(P<0.05)，在营养相关疾病、合理膳食维度效果明显(P<0.05)。两种分析均显示干预对提高态度得分效果不明显

(P>0.05)。结论：营养与食品安全课程教学能有效提高贫困地区初中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水平，但培养健康饮食理

念和行为需要进一步规范课程，对不同年级初中生教学应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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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education among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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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educ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poverty-stricken county in west China, and to explore the better education model for 
further education. 

 Methods: Students of grade 7 to 9 were selected from 4 middle schools in the country through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for the questionnaire, and the schools were assigned into an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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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or a control group. After stud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schools completed one year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education with the textbooks, students were chosen from the same 4 schools to 
finish the same questionnaire again.  

 Results: A total of 410 students from grade 7 to 9 were selected at the baseline study, and 474 
students in the final study.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2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the baseline investiga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n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between the 2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 (P>0.05). In 
the final study, the scores on the knowledge, attitude of nutrition knowledge learning, and dietary 
habits among stud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School-students mixed model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tervention was protective 
factor on scores of knowledge, in particular with nutrition related diseases and reasonable diet 
(P<0.05). But the intervention didn’t affect the scores on attitude in both ways (P>0.05).

 Conclusion: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education can improve the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knowledge effectively. The curriculum should be further standardized and different emphases  
should be set up to different grades to cultivate healthy diet behaviors.

KEY WORDS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knowledge, attitude, practice; intervention

青少年营养状况与人一生的健康密切相关[1]，

初中生处于机体第二次发育突增的关键时期，该阶

段的合理营养和健康饮食对其学业成绩和成年期健

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2]。我国西部贫困地区初中生

的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缺乏 [ 3 ]，营养状况亟待改

善，食品安全教育刻不容缓，为培养西部贫困地

区初中生营养与食品安全健康意识，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支持下，本课题组在完成有关基线调查

的基础上，编写了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教材《营

养与食品安全辅助教学读本》，并于2011年在国

家级贫困县陕西省镇安县部分中学对7~9年级学生

进行为期1学年的营养与食品安全试点教学。现将

干预效果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在国家级贫困县中随

机抽取4所中学，通过随机序列分组，各有2所中

学进入干预组和对照组。基线与干预后调查均按

7~9年级分层，在每层中随机抽取1个班学生，共

1 2个班进行问卷调查。以基线调查结果为参照，

课题组组织营养与儿童少年卫生专家共同编写具

有 针 对 性 的 《 营 养 与 食 品 安 全 辅 助 教 学 读 本 ( 初

中)》，于2011年9月至2012年6月对干预组初中生

进行为期1学年的营养与食品安全课程试点教学，

每周保证1次授课，每次0.5个课时。各校任课老师

均经过项目组研究人员统一培训，并在教学开展

过程中与学校专门负责人保持电话随访，试点教

学干预结束时回收授课课件和课时登记表，以保

证教学按要求实施。对照组学校沿用原有的以板

报形式为主的健康教育方法，未开设专门的课程

教学。

以知识得分为主要指标计算两阶段整群试验

样本含量。设允许犯I类错误的概率α=0.05，检验

效能β=0.20，干预前后平均得分差μ1-μ0=3，σ2=7，

组内相关系数ρ=0.15，每所中学3个年级各抽取1个

班共约105人，即nj=105。按照计算公式1和2 [4]，

算得每组样本量n=202，N=2时可满足每组样本量

要求，即每组需抽取2所中学。

n=
2(z1-a/2+z1-β)2σ2[1+(nj-1)ρ]

                    (μ1-μ0)2                                                     (1)

N=n/nj                                                                                                                                                                 (2)

1.2  调查方法

参照中小学生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健康教育

知识、态度、行为(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KAP)模型[5]，自行设计初中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信

行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自填

式问卷调查。KAP内容包括基本情况、营养与食品

安全知识18项，态度7项，行为15项，其他5项。

知识条目答对1题计1分，满分18分，分为营养相

关疾病(4项)、营养价值(6项)、合理膳食(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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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4项)4个维度；态度条目以“非常同意”

和“同意”为积极态度，计1分，满分7分，分为

营养知识学习(4项)、食品安全知识学习(3项)2个

维度；行为部分将健康行为计为1分，满分12分(3
个主观题不予计分)，分为均衡膳食(7项)、健康饮

食习惯(5项)2个维度。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双人双份录

入问卷；应用SP SS 1 7 . 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运用线性混

合效应模型进行多阶段整群抽样调查群组效应分

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干预前在4所初中调查410人，其中对照组215
人，干预组195人，年龄(13.78±1.15)岁；干预后

在该 4 所中学调查 4 7 4 人，其中对照组 2 3 6 人，干

预组238人，年龄(14.80±1.20)岁。基线与干预后

调查中，两组学生的年级、性别、寄宿、独生子

女、留守儿童情况、年龄和体质量指数(BMI)的分

布基本均衡(P>0.05)，满足可比性要求(表1)。

表 1   两组初中生两次调查人口学特征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2 groups in the baseline and final surveys

基本情况

基线调查 干预后调查

对照组

(n=215)

干预组

(n=195)
t/χ2 P

对照组

(n=236)

干预组

(n=238)
t/χ2 P

年级

7 年级 73 70

0.479 0.787

93 83

1.080 0.5838 年级 69 65 80 85

9 年级 73 60 63 70

性别

男 134 102
3.098 0.078

139 127
1.475 0.225

女 81 88 97 111

寄宿

是 185 159
0.599 0.439

170 183
0.685 0.408

否 27 29 61 55

独生子女

是 34 26
0.504 0.478

45 33
2.333 0.127

否 181 169 191 205

留守儿童

是 44 45
0.363 0.547

49 60
0.999 0.318

否 165 146 181 178

年龄 / 岁 13.70±1.22 13.88±1.06 1.626 0.107 14.75±1.13 14.86±1.27 0.972 0.331

BMI/(kg/m2) 18.99±5.05 18.08±4.83 -1.696 0.091 18.60±3.78 18.15±2.20 -1.546 0.123

基线调查：性别中干预组缺失 5 例；寄宿中对照组缺失 3 例，干预组缺失 7 例；留守儿童中对照组缺失 6 例，干预组缺失 4 例；

干预后调查：寄宿中对照组缺失 5 例；留守儿童中对照组缺失 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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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干预前后营养与食品安全KAP状况比较

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知识、态度、行为

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维度得分除干

预组食品安全得分低于对照组外，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知识总分及各维

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营养知识学习态度、健康饮食习惯等维度得分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1学年

时间，干预组各项得分均高于基线调查(P<0.05)，

对照组知识、行为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也有所提高

(P<0.05，表2)。

2.3  干预后调查多阶段整群抽样线性混合效应模型

分析

多阶段整群抽样获得的数据具有层次结构，

以各条目得分为因变量，学校为第二水平，学生

为第一水平，拟合两水平线性混合模型，对群组

内相似效应影响进行分析。将干预、年级两个因

素作为因子纳入模型固定效应，学校作为整群标

识纳入随机效应。基线调查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

析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

差异，两组基线得分均衡可比( P> 0 . 0 5 )；低年级

初中生的知识、态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低于高年

级( P< 0 . 0 5 )，各年级行为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3)。干预后调查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

析结果显示：干预组知识总分、营养相关疾病、

合理膳食等知识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即干预因素是提高知识总分、

营 养 相 关 疾 病 、 合 理 膳 食 维 度 得 分 的 显 著 因 子

(P<0.05)；低年级与高年级的知识、态度总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年级行为总分、健康饮

食习惯维度得分高于高年级(P<0.05，表4)。

表 2   初中生两次调查营养与食品安全 KAP 得分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knowledge, attitude, practice scores on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baseline 

and final surveys

条目
对照组 干预组

基线调查 (n=215) 干预后调查 (n=236) 基线调查 (n=195) 干预后调查 (n=238)

知识总分 8.29±3.47 10.00±2.96*

7.92±3.10 12.28±2.36*#

营养相关疾病 1.86±1.46 2.26±1.26*

1.46±1.31# 2.81±1.08*#

营养价值 2.60±1.15 3.11±1.37* 2.71±1.38 3.91±1.26*#

合理膳食 2.61±1.18 3.05±0.98* 2.63±1.17 3.24±0.87*#

食品安全 1.21±0.80 1.58±0.94* 1.12±0.71 2.32±0.91*#

态度总分 5.73±1.04 5.77±1.00 5.68±1.06 5.89±0.60*

营养知识学习 3.64±0.65 3.65±0.70 3.66±0.70 3.77±0.50*#

食品安全知识学习 2.08±0.60 2.12±0.52 2.02±0.53 2.13±0.36*

行为总分 4.55±2.41 6.09±2.45* 4.22±2.17 6.30±2.06*

均衡膳食 3.00±1.83 4.56±1.79* 2.83±1.51 4.53±1.48*

健康饮食习惯 1.54±1.22 1.53±1.25 1.37±1.14 1.78±1.25*#

与组内基线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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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线调查两组得分比较的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Table 3   Mixed models analysis of the baseline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

条目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ρ
截距 干预 7 年级 8 年级 个体 群组

知识总分 9.469* -0.299 -4.150* 0.689* 6.023* 0.394 0.061

营养相关疾病 1.850* -0.403 -0.905* 1.016* 1.310* 0.008 0.006

营养价值 3.137* 0.131 -1.363* -0.241 1.168* 0.157 0.118

合理膳食 3.076* 0.049 -1.463* 0.095 0.856* <0.001 <0.001

食品安全 1.410* -0.076 -0.422* -0.180* 0.547* 0.001 0.002

态度总分 5.920* -0.385 -0.418* -0.162 1.072* <0.001 <0.001

营养知识学习 3.780* 0.022 -0.259* -0.156 0.445* <0.001 <0.001

食品安全知识学习 2.140* -0.060 -0.159* -0.006 0.316* <0.001 <0.001

行为总分 4.429* -0.336 0.234 0.126 5.344* <0.001 <0.001

均衡膳食 2.959* -0.174 0.006 0.137 2.869* <0.001 <0.001

健康饮食习惯 1.448* -0.169 0.233 0.026 1.396* 0.004 0.003
*P<0.05；表中截距即为对照组 ( 因子 =0) 得分；干预即为以无干预学校为对照，干预组与对照组得分的差值；年级即为以 9

年级为对照，7，8 年级与 9 年级初中生得分的差值

表 4   干预后调查两组得分比较的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Table 4   Mixed models analysis of the final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

条目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ρ
截距 干预 7 年级 8 年级 个体 群组

知识总分 10.318* 2.256* -0.435 -0.405 7.089* 0.178 0.025

营养相关疾病 2.167* 0.562* 0.212 0.022 1.363* 0.004 0.003

营养价值 3.347* 0.786 -0.328* -0.311* 1.705* 0.032 0.018

合理膳食 2.903* 0.184* 0.107 0.311* 0.848* 0.000 0.000

食品安全 1.907* 0.723 -0.438* -0.432* 0.791* 0.072 0.083

态度总分 5.808* 0.125 -0.105 0.008 0.673* 0.027 0.039

营养知识学习 3.693* 0.120 -0.095 -0.022 0.370* 0.004 0.011

食品安全知识学习 2.111* 0.005 -0.006 0.032 0.198* 0.008 0.039

行为总分 5.659* 0.260 0.808* 0.316 5.052* <0.001 <0.001

均衡膳食 4.519* -0.017 0.193 -0.102 2.701* 0.022 0.008

健康饮食习惯 1.169* 0.265 0.589* 0.383* 1.505* 0.008 0.005

*P<0.05；表中截距即为对照组 ( 因子 =0) 得分；干预即为以无干预学校为对照，干预组与对照组得分的差值；年级即为以 9

年级为对照，7，8 年级与 9 年级初中生得分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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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陕西省镇安县是我国国家级贫困县，以山地

地貌为主，属于中国偏远农村。基线调查发现该

地中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匮乏，健康行为教

育需要加强，中学生知识和行为平均得分均未达

到及格水平(60%×维度满分)，特别是对营养素的

营养价值、有毒食物的辨别、食品市场准入标志

等知识点掌握不好，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整体水

平远低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6-7]，但学生学习营养

与食品安全知识的态度积极，对在校课堂学习、

参与相关讲座表示高度支持。学校是进行青少年

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开设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

课程对提高学生健康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1学年的试点教学，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接

受教学的初中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

为得分较基线调查时均有显著提高，在知识各维

度上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态度方面营养知识

学习的重视得到进一步提高，行为方面健康饮食

习惯得到改善；在加入群组效应的学校-学生两水

平线性混合效应分析结果进一步肯定了试点教学

对提高初中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水平的积极作

用，其中知识总分、营养相关疾病、合理膳食维

度得分比对照组提高，而态度和行为的改善则尚

不明显。健康教育改善学生知识水平的有效性在

我国多项中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健康教育研究

中得到认可 [8-10]，本研究结果也显示试点教学对提

高初中生知识水平有效。健康教育对态度改善效

果的不明显，一方面可能与基线调查时学生的积

极性已经较好有关，另一方面，学生对态度调查

中“报纸、杂志、电视广告等媒体的信息安全可

靠”等条目的答案仍较难达到共识，农村地区知

识获取途径有限，初中生对信息真实性难以做出

正确判断，进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对获取

信息的积极性。而本研究在行为改善上的滞后性

也与国内相关研究 [11]结果相符，且单因素分析和

两水平分析均显示出健康饮食习惯的改善效果优

于 均 衡 膳 食 ， 这 一 方 面 与 学 生 在 行 为 改 善 上 不

能 完 全 由 自 我 调 控 实 现 有 关 ， 特 别 是 膳 食 搭 配

方 面 ， 是 否 在 校 寄 宿 、 家 庭 经 济 条 件 等 条 件 都

限 制 了 初 中 生 饮 食 结 构 的改善；另一方面初中生

较小学生更具有自主性，部分学生形成了固有的

饮食习惯，要改正其不良饮食习惯需要的时间会

相对较长。从低年级通过课程学习缩小了与高年

级知识、态度得分的差距，并在行为改善上取得

了更优效果，也可以看出在培养年长学生饮食习

惯方面的难度更大。高年级学生处于升学时期，

学业负担重，健康教育、体育等非升学科目不受

学校和学生重视，学生易忽视自身健康状况，形

成不吃早餐、不按时就餐、缺乏锻炼等不良生活

习惯。

本 研 究 课 程 干 预 占 用 健 康 教 育 课 的 0 . 5 个 课

时，保持每周1次的较低频率，授课方式和时间尚

未加入规范课表。通过以上效果评价可知教学可

以提高初中生的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水平，低年

级初中生在知识、态度、行为方面的教学效果更

明显，但对于初中生整体的态度和行为改善尚未

达到预期效果。这一方面肯定了试点教学的有效

性，同时也提示在初中开设专门的营养与食品卫

生健康教育课程的必要性，建议将该课程纳入学

校规范课表，合理提高授课频率，对不同年级初

中生给予不同侧重的教学指导。低年级学生在行

为引导效果较好的情况下可侧重于提高课堂的趣

味性，以讲座、论坛、知识竞赛等方式提高学习

积极性，实现教学与宣传并举；高年级学生在学

业为主的状况下应侧重于不良饮食行为的纠正，

加强学校和家长的配合，课程中可加入学生自行

设计营养菜谱、对自身饮食行为打分等实践性强

的教学方式，以实现树立营养饮食理念，培养学

生健康行为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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