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７３　　

[４７ ] Ａｎｄｒéａ Ｍ Ｃａｒｉｃｉｌｌｉꎬ １ Ｐａｔｙ Ｋ
Ｐｉｃａｒｄｉꎬ ｅｔ ａｌ ＰＬｏＳ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ꎻ ９
(１２ ): ｅ１００１２１２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ｉｓ ａ Ｋｅ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ＬＲ ２
Ｋｎｏｃｋｏｕｔ Ｍｉｃｅ ＰＬｏＳ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ꎻ ９
(１２): ｅ１００１２１２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部分贫困农村中小学
营养餐供餐情况分析

宋　 毅　 程茅伟　 戴诗屿　 李　 骏　 易国勤　 龚晨睿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　 目的: 本文通过对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参与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 ２６ 了县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的中、 小学的供餐情况进行研究ꎬ 以便更好地对各学校计划实施情况进行了解ꎮ 方法: 采用分

层随机抽样方法ꎬ ２６ 个监测县均按学校食堂供餐、 企业 (单位) 供餐和家庭 (个人) 托餐 ３ 种供餐模式从

参与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学校中各抽取 ３０％的小学和初中ꎮ 再在抽取的学校中按年级分层ꎬ 以班

为单位每个年级抽取 １－２ 个班ꎬ 每个班抽 ４０ 人左右ꎬ 男女基本各半ꎮ 若年纪人数不足 ４０ 人ꎬ 则抽取该年级

的所有学生ꎮ 结果: 研究发现ꎬ 学校供餐状况主要为食堂供餐ꎬ 其次为企业供餐ꎮ 绝大多数食堂可供应中

餐ꎬ 其中小学供应早、 晚餐的比例低于初中ꎮ 其中多数学校食堂可保证主食的供应ꎬ 咸菜供应偏多ꎬ 牛奶等

蛋白质类食物供应过少ꎮ 结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学年这两种模式提供的食物均衡情况仍有待加强ꎬ 应进一步加强

对学校的基本投入ꎬ 改善食堂硬件设施ꎬ 增加部分食堂员工人数ꎮ 逐步提高学生伙食补助ꎬ 保证学生三餐的

正常供给ꎮ 适当增加蛋类、 奶类和豆制品类食物以及蔬菜的供应量ꎬ 减少现在的供应ꎬ 改善学生蛋白质和微

量营养素的供给条件ꎮ
关键词　 营养餐ꎬ 学校供餐ꎬ 食堂供餐ꎬ 企业供餐

　 　 中小学生正处于体格和智力发育的关键

时期[１]ꎬ 这一时期的营养不仅用于维持正常

的生命活动ꎬ 还要用于生长发育[２]ꎮ 学生营

养餐要求在保证学生吃饱饭的基础上给学生

提供搭配合理、 营养均衡的配餐ꎬ 保证学生

营养充足、 均衡ꎬ 提高学生健康水平[３]－[５]ꎮ
现对湖北省 ２０１２ 年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 中 ２６ 个试点县的学校提供营养餐

的情况进行研究ꎬ 以便更好的了解各学校计

划的实施情况ꎬ 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６]ꎮ

１　 研究对象

湖北省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学年参与实施 “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 ２６ 个县中、
小学学生共计 ７１１５２ 人ꎬ 其中男生 ３６７３０
人ꎬ 女生 ３４４２２ 人ꎬ 学生年龄主要分布在 ６－
１４ 岁之间ꎬ 详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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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监测学生的性别、年龄构成(％)

男 女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合计 ３６７３０ ５１ ６ ３４４２２ ４８ ４

<６ ３７８１ ５０ ４ ３７１４ ４９ ６

６~ ４２７１ ５１ １ ４０８２ ４８ ９

７~ ４６６０ ５１ ５ ４３８６ ４８ ５

８~ ４４７３ ５２ ０ ４１２５ ４８ ０

９~ ４２２２ ５０ ８ ４０８８ ４９ ２

１０~ ４３８３ ５１ ９ ４０６５ ４８ １

１１~ ３４４２ ５２ １ ３１５９ ４７ ９

１２~ ２９４７ ５２ ５ ２６６２ ４７ ５

１３~ ２７５９ ５１ ４ ２６１３ ４８ ６

１４~ １３７２ ５３ ０ １２１５ ４７ ０

１５~ ３１７ ５５ ５ ２５４ ４４ ５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抽样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 每个县均按学

校食堂供餐、 企业 (单位) 供餐和家庭 (个
人) 托餐 ３ 种供餐模式从参与 “农村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 的学校中各抽取 ３０％的小学和

初中ꎮ 再在抽取的学校中按年级分层ꎬ 以班

为单位每个年级抽取 １－２ 个班ꎬ 每个班抽 ４０
人左右ꎬ 男女基本各半ꎮ 若年纪人数不足 ４０
人ꎬ 则抽取该年级的所有学生ꎮ

２ ２　 指标定义与评价标准

２ ２ １　 食堂各类食物每两个月供给推

荐量的计算

按就餐人数和不同餐次权重折算分年级

的标准人日 (标准人日＝早餐人数×０ ２５×早
餐天数＋０ ４×午餐天数＋晚餐人数×０ ３５×晚
餐天数)ꎬ 再乘以 “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各年

龄段学生每天食物基本构成” 中的每天每类

食物建议量ꎬ 计算分年级的各类食物每月供

给推荐量ꎮ
将学生按照小学 １~３ 年级、４~６ 年级和初

中分为三个组别ꎬ求累计的各类食物供给推荐

量ꎮ [某类食物供给推荐量(斤)＝ (１ ~ ３ 年级

标准人日×食物建议摄入量(克)＋４~６ 年级标

准人日×食物建议摄入量(克)＋初中生标准人

日×食物建议摄入量(克)) / ５００]ꎮ
２ ２ ２　 食物摄入量的计算方法

根据 “食物购买记录表” 计算两个月内

该校学生各类食物的摄入总量ꎬ 即某种食物

摄入量＝两月前结存量＋入库量－本月底剩余

量－废弃量ꎮ 再将食物按照其所属类别汇总

计算各类食物的摄入总量ꎮ
２ ２ ３　 计算实际摄入量占推荐量的百

分比

将该校各类食物实际的摄入总量除以食

堂两个月供给推荐量ꎬ 得到学生食物摄入量

达到推荐量的百分比ꎮ (摄入量占推荐量百分

比＝某类食物实际摄入量×１００％ /该类食物两

月供给推荐量)ꎮ 学生食物摄入量达到推荐量

的百分比在 ８０％~１２０％为适宜范围ꎬ <８０％为

摄入量偏低ꎬ >１２０％为摄入量偏高ꎬ 见表 ２ꎮ

表 ２　 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各年龄段

学生每天食物基本构成１

单位: /人 /天

小学生

１~３ 年级 ４~６ 年级
初中学生

粮谷类 ３３０ 克 ３７５ 克 ４７５ 克

蔬菜 ４５０ 克 ４７５ 克 ５００ 克

禽畜肉 ６０ 克 ７５ 克 １２５ 克

鸡蛋 １ 个 １ ５ 个 １ ５ 个

豆腐２ １５０ 克 ２００ 克 ２００ 克

牛奶 １５０ 克 １５０ 克 １５０ 克

植物油 ２５ 克 ２５ 克 ２５ 克

注: １ 所列数据为食物可食部的生重ꎻ
２ 以豆腐作为豆制品的代表ꎬ 每 ４０ 克豆腐相当于 １０
克干黄豆ꎮ

２ 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２ ２ １　 数据来源:利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学年

湖北省实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过程

中项目县提交的«县基本情况表»、«学校基本

情况表»以及«供餐单位供餐表»等表格ꎮ 包

括学校基本情况、学生人数、学生家庭条件、
学校供餐模式及提供食物种类等情况ꎮ

２ ２ ２　 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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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果

３ １　 学校供餐总体情况

食堂供餐是学校供餐的主要模式ꎬ 约占

６１ ６％ꎮ 企业供餐仅次于食堂供餐ꎬ 约占

４５ ５％ꎬ 家庭托餐所占比例相当低ꎬ 不足 ５％ꎮ
采用家庭供餐的初中学校和学生均占 ０％ꎮ 学

生平均每人每日通过学校摄入食物情况见表

４ꎮ 学生食物摄入量在推荐量的 ８０％－１２０％为

适宜范围ꎬ 小于推荐量的 ８０％时偏低ꎬ 大于

推荐量的 １２０％时偏高ꎬ 见表 ３ꎮ

表 ３　 学校供餐模式覆盖情况

学校 学生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学校食堂 ２３５ ５７ ６ １２６ ６６ ０ １１４９５０ ５５ ９ ９９７５３ ６５ ６

企业供餐 １６０ ３９ ２ ６５ ３４ ０ ８７５１６ ４２ ５ ５２２９５ ３４ ４

家庭供餐 １３ ３ ２ ０ ０ ０ ３２５４ １ ６ ０ ０ ０

　 　 ３ １ １　 食堂供餐情况

绝大多数中小学食堂能够保证每日供应

三顿饭以上ꎬ 其中初中供应三顿以上的比例

高达 ９５ ９％ꎬ 且早、 中、 晚三餐供餐的比例

均超过了 ９９ ０％ꎮ 小学三顿以上的比例虽低

于初中ꎬ 但也超过一半ꎬ 达到了 ７２ ５％ꎬ 中

餐供餐比例超过了 ９５％ꎬ 早餐和晚餐比例不

足 ９０％ꎬ 但也分别达到 ８５ ９％和 ７５％ꎮ 小学

和初中食堂午餐供应基本得到保证ꎬ 小学的

早、 晚餐供应量仍有待提高ꎬ 见表 ４ꎬ 表 ５ꎮ

表 ４　 学校食堂每天供餐(顿)情况

小学 初中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１ 顿 ４７ １８ ２ １ ０ ７

２ 顿 ２４ ９ ３ ５ ３ ４

３ 顿及以上 １８７ ７２ ５ １４０ ９５ ９

表 ５　 学校食堂三餐供餐情况

小学 初中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早餐 ２２０ ８５ ９ １４５ ９９ ３

午餐 ２４８ ９６ ９ １４６ １００ ０

晚餐 １９２ ７５ ０ １４５ ９９ ３

学校通过食堂供餐供应的各种食物次数

及占三餐总供应次数的比例ꎮ 主食保证几乎

每餐都能够供应ꎬ 蔬菜和肉类或鸡蛋在午餐

盒晚餐的供应次数能够达到 ９０％以上ꎬ 早餐

上的供应次数比例仅有约一半ꎮ 咸菜的供应

过于频繁ꎬ 尤其早餐供应咸菜的次数ꎬ 占总

早参数的 ４０％左右ꎮ 牛奶和水果的供应则过

于稀少ꎬ 见表 ６ꎮ

表 ６　 三餐供应食物的主要种类

早餐 午餐 晚餐

例数
比例
(％) 例数

比例
(％) 例数

比例
(％)

主食 ３５５ ９７ ３ ３８８ ９８ ５ ３３４ ９９ １

咸菜 １５２ ４１ ６ １０９ ２７ ７ １０２ ３０ ３

蔬菜 ２２９ ６２ ７ ３７１ ９４ ２ ３２２ ９５ ５

肉类或
鸡蛋

２１６ ５９ ２ ３５９ ９１ １ ２８９ ８５ ８

豆类 １５２ ４１ ６ ３００ ７６ １ ２４６ ７３ ０

牛奶 ４３ １１ ８ ３８ ９ ６ １７ ５ ０

水果 １４ ３ ８ ２０ ５ １ １２ ３ ６

监测学校中ꎬ 有食堂的占学校总数的

８９ ８％ꎬ ９０％的食堂为学校自己管理ꎬ 大多

数工作人数在 ５ 人以下或者 ５－９ 人ꎬ 均约占

４０％ꎮ 有 ２３ １％的操作间面积低于 ５０㎡ꎬ 约

８０％的食堂有餐厅ꎬ 其中约 ４０％的餐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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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椅ꎮ 牛奶供应的比例最高ꎬ 为 ５７ ９％ꎬ 主

要是学生奶占的供应ꎬ 占 ９５ ８％ꎬ 频率为

４ ３ 次 /周ꎮ 主食供应比例为 ４９ ６％ꎬ 仅次于

牛奶ꎬ 其中以面包供应为主ꎮ 供应比例排第

三位的是鸡蛋ꎬ 有 ３３ １％ꎬ 其中以煮鸡 /鸭
蛋比例最高ꎬ 见表 ７ꎬ 表 ８ꎮ

企业供餐方式见表 １０ꎮ 有 ９３ ３％的县和

７０ ７％的学校采用课间加餐的形式进行企业供

餐ꎬ 其余三种供餐方式各站约 ２０％ꎬ 见表 ９ꎮ

３ ２　 学生食物摄入量达到建议量的百分

比分布情况

　 　 学校供应的粮谷类、 肉类食品和植物油

基本能够达到建议摄入量的要求ꎬ 果蔬和鸡

蛋、 牛奶等食品的供应量不足ꎮ 学生通过学

校摄入蛋白质的途径主要是豆制品ꎬ 鸡蛋、
牛奶等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供应量过低ꎬ
不足建议量的 ２０％ꎬ 见表 １０ꎮ

表 ７　 监测学校食堂情况

监测学校

例数 比例(％)

学校食堂经营方式

学校自己管理 ４０３ ９９ ０

个人承包 ２ ０ ５

公司承包 ２ ０ ５

其他 ０ ０ ０

工作人员

５ 人以下 １６６ ４０ ８

５－９ 人 １６４ ４０ ３

１０ 人以上 ７７ １８ ９

操作间(厨房)的
面积(㎡)

<５０ ９３ ２３ １％

５０－９９ １３２ ３２ ８％

１００－１９９ １０４ ２５ ９％

>＝２００ ７３ １８ ２％

每 １００ 学生的人均
操作间面积

１９ ９㎡

有餐厅 ３２６ ８０ １

餐厅面积 ２４２ ９

每 １００ 学生餐厅面积 ３８ ０

餐厅有桌椅 ２５３ ６２ ２

表 ８　 企业(单位)供餐内容

监测学校

例数
比例
(％)

供给频率
(次 /周)

牛奶 普通鲜奶 １２ ５ ０ ４ ０±１ ７

学生奶 ２２８ ９５ ８ ４ ３±１ ３

酸奶 １０ ４ ２ ３ ３±１ ７

其他奶制品 ８ ３ ４ ３ ６±１ ５

蛋类 煮鸡 /鸭蛋 ９４ ６９ １ ２ ５±１ ４

卤蛋 ３２ ２３ ５ ２ １±１ １

咸鸡 /鸭蛋 ８ ５ ９ ２ ３±１ ５

其他蛋类制品 ２２ １６ ２ ２ ５±１ ６

豆类 豆腐干 ７５ ８３ ３ ２ ５±１ ３

豆浆 ２３ ２５ ６ ２ ８±１ ６

其他豆制品 ３７ ４１ １ ２ ８±１ ５

肉类 火腿肠 １６０ ８０ ８ ３ ２±１ ８

熟肉制品 ７１ ３５ ９ ３ ７±２

其他肉类制品 ２５ １２ ６ ３ ７±１ ７

主食 面包 １４６ ７１ ６ ３ ４±１ ５

饼干 ５７ ２７ ９ ３ １±１ ５

馒头 /烧饼 ３１ １５ ２ ３ ９±２ １

其他米面制品 ６６ ３２ ４ ４±１ ８

蔬菜 ８１ １９ ７ －

水果 新鲜水果 ２８ １００ ０ １ ７±０ ９

果汁 ３ １０ ７ １ ７±１ ２

果脯 /果干 ４ １４ ３ １ ８±１ ０

其他水果制品 ２ ７ １ －

其他食物 ３ １０ ７ －

表 ９　 企业(单位)供餐方式

监测县

例数
比例

(％)

监测学校

例数
比例

(％)

包含饭菜的学生餐 １１ ７３ ３ ４４ １９ ６

学校供餐的基础上

提供食物加餐
１０ ６６ ７ ４３ １９ １

固定的食物作为独立

的早餐、午餐或晚餐
１０ ６６ ７ ４７ ２０ ９

课间加餐 １４ ９３ ３ １５９ ７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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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学生食物摄入量达到建议量的
百分比分布情况

食物摄入量达到建议
量的百分比(％) 摄入量高低

粮谷类 ８８ ９０ 摄入量适宜

蔬菜 ３７ ２１ 摄入量偏低

禽畜肉 ９０ ６３ 摄入量理想

鸡蛋 １９ ４１ 摄入量偏低

豆腐 ９７ １２ 摄入量理想

牛奶 １５ ３４ 摄入量偏低

植物油 ９２ １９ 摄入量理想

４　 讨　 论

在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过程中ꎬ 学校供餐以食堂供餐为主ꎬ 其

次为企业供餐ꎮ 其中食堂供餐存在的问题

有: 供应食物营养搭配不够均衡ꎬ 果蔬和优

质蛋白质偏少ꎬ 主食和肉类供应比例相对较

多ꎮ 咸菜供应相对新鲜蔬菜也偏多ꎮ 食堂桌

椅等硬件设施不到位ꎬ 操作间和餐厅面积普

遍过小ꎬ 工作人员数量不足ꎮ 但其优点是基

本能够保证三餐的供应ꎬ 供应午餐的比例高

达 ９５％以上ꎮ 企业供餐在食物搭配方面较食

堂供餐更为营养ꎬ 但仅少部分企业供餐的学

校能够为学生供应独立的三餐ꎬ 更多学校是

以课间加餐的形式存在ꎮ
学生营养餐的工作在学校供餐方面仍有

不足ꎬ 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ꎬ 相关部

门和学校可以加大对该工作的中时程度ꎬ 加

强工作的指导和执行ꎬ 确保学校供应营养、
安全的学生餐[１]ꎻ 第二ꎬ 制定并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ꎬ 保证工作有序进行[１]ꎻ 第三ꎬ 加强

食堂工作人员营养及卫生方面的培训ꎬ 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保证学校供餐的营养均衡、
种类多样[５]ꎻ 第四ꎬ 加大相关资金投入ꎬ 完

善食堂等硬件设施ꎬꎬ 以及保证学生有面积

足够的、 卫生的就餐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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