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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城乡部分成人不同季节膳食叶酸摄入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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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之顼 ，１９８１级校友 。医学博士 ，营养学教授 ，现任南京医科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儿少与妇幼保健学系主任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副主任（兼） ，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

DoHaD联盟理事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围产营养与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 ，

美国营养学会会员 ，国际 DoHaD 联盟会员 。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１年在美国塔夫兹（Tufts）大学人类营养研究中心（HNRC）访问学者
和博士后研究工作 。先后承担国家 ８６３计划项目子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Nestle Foundation项目 、中国营养学会营养科研项目 、达

能膳食营养研究和宣教基金项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餐饮健康基金项目 、圣元营养科研基金项目 、

多美滋营养科研基金项目以及其他横向基金项目等多项研究课题 。主要研究领域为微量营养素营

养和妇幼人群营养 。参与起草制订枟中国孕期 、哺乳期妇女和 ０ ～ ６岁儿童膳食指南枠 。作为中国营

养学会枟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枠（Chinese DRIs）修订工作专家委员会工作组组长 ，负责脂

溶性维生素 DRI的修订工作 。发表各类论文 ６０余篇 ，主译枟现代营养学（第 ８版）枠和枟现代营养学

（第 ９版）枠 ，研制枟回顾性膳食调查辅助参照食物图谱枠 。

　 　摘 　要 　目的 　估算并分析济宁市城乡部分成人不同季节的膳食叶酸摄入量 。方法 　利用 ２００５至 ２００６

年山东济宁市城乡部分成人膳食类胡萝卜素研究的膳食资料 ，结合美国农业部国家营养成分参考标准第 ２５版

中叶酸的成分数据 ，计算部分成人的膳食叶酸摄入量 。结果 　 农村社区居民膳食叶酸摄入量 （２７５畅１６ ±

１５９畅０８）μg／d分别低于中心社区（P＜ ０畅０１）和周边社区（P＜ ０畅０５） ；城市中心社区（３６１畅２８ ± １５９畅５４）μg／d和周
边社区（３２３畅５８ ± １７６畅５０）μg／d无统计学差异（P＞ ０畅０５） 。 ３个社区膳食叶酸摄入量满足中国成人叶酸推荐摄

入量的人数比例不同（P＜ ０畅０１） ，中心社区（３６畅５％ ）最高 ，农村社区（１７畅２％ ）最低 。中心社区膳食叶酸摄入量

的季节波动很小（P＞ ０畅０５） ；而周边社区和农村社区的季节波动均相对较大（P＜ ０畅０１） 。 ３个社区在春季的摄

入量均相对较高 ；而周边社区冬季的摄入量和农村社区夏季的摄入量均相对偏低 。结论 　济宁市成人居民的

膳食叶酸摄入情况不容乐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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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n seasonal dietary folate intakes of some adult residents from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Jining city ，China

SHE Yuan‐Hong ，SU Dong ，JIA NG Tin‐Tin ，et al
（Department of Maternal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２１１１６６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work was aimed to estimate seasonal dietary folate intakes of some adult residents
from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a northern China city ．Methods 　 Dietary folate intak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dietary data obtained from a survey carried out among some adult residents during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in the cit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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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 National Nutrient Database for Standard Reference as the reference of food composition database ．Results　
Daily dietary folate intake of adults from the rural community （２７５ ．１６ ± １５９ ．０８μg／d） was the lowest in the three
（P＜ ０ ．０１）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entral （３６１ ．２８ ± １５９ ．５４μg／d） and the out‐
skirt （３２３ ．５８ ± １７６ ．５０μg／d） （P＞ ０ ．０５） ．The percentage of subjects ，who had dietary folate intake reaching the
recommended nutrient intake （RNI） of folate for Chinese adults by Chinese Nutrition Society ，varied significantly
among communities ，with the central （３６ ．５％ ） the highest （P＜ ０ ．０１） and the rural （１７ ．２％ ） the lowest ．Folate
intakes of residents from the central community changed little （P＞ ０ ．０５） by season ，while for the residents from
the outskirt and the rural folate intakes changed obviously by season （P＜ ０ ．０１） ．Comparatively ，folate intake of
each community in spring was higher ，but much lower in winter for the outskirt and in summer for the rural resi ‐
dents ．Conclusion　 The adult residents investigated had poor folate intake ，which sh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de‐
tailed dietary guidance or intervention ，especially the folate intakes of residents from the outskirt and the rural ．

Key words ：Folate ；Dietary intake ；Season ；Adult

　 　叶酸作为重要的甲基供体 ，参与体内众多的一

碳单位代谢 ，包括氨基酸代谢 、核苷酸合成等 。研

究表明 ，叶酸缺乏与心血管疾病 、神经管畸形及其

他新生儿出生缺陷 、肿瘤 、老年性痴呆及神经精神

异常等疾病密切相关［１］
。因此 ，膳食叶酸摄入量成

为人群营养与健康工作的重要内容 。但由于当前

使用的中国食物成分表中叶酸的数据不完备 ，制约

了人群膳食评价中对膳食叶酸摄入量的统计和分

析 ，导致目前关于中国居民膳食叶酸摄入量的资料

非常有限 。美国农业部国家营养成分参考标准第

２５ 版 （USDA National Nutrient Database for
Standard Reference ，Release ２５）（SR２５）［２］具有相
对完善的食物叶酸含量数据 。 本文利用 SR２５ 中
的食物叶酸数据 ，对 ２００５至 ２００６年山东济宁市城

乡部分成人膳食类胡萝卜素摄入量研究［３］的膳食

资料进行膳食叶酸摄入量的计算 ，报告结果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畅1 　对象

２００５至 ２００６年山东济宁市城乡部分成人居

民［３］
，共 １８４名 。调查对象分别来自 ３个具有代表

性的不同类型的社区 ：城市中心型（调查点 A ） 、城
市周边型（调查点 B） 、远郊农村型（调查点 C） 。社
区间调查对象的性别构成无统计学差异［３］

。

1畅2 　方法

1畅2畅1 　膳食调查方法 本文的原始资料是采用称
重记录法对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夏 、秋 、

冬 、春 ４个季节每位调查对象进行连续 ３d的膳食
调查［３］

。本文使用了 Excel 文件格式保存的膳食
资料 ，包括调查对象的编号 、性别 、年龄 ，每个季节

连续 ３d消费的食物品种和平均每日消费量 。由于

秋季的数据存在缺失 ，本文仅对夏 、冬 、春 ３个季节

的膳食叶酸摄入量进行统计和分析 。

1畅2畅2 　膳食叶酸摄入量的计算方法 　 １）食物叶酸

含量数据库 ：利用 SR２５ ，对本文所用的膳食资料中

涉及的所有食物建立一个食物叶酸含量数据库 。

建立数据库的具体方法如下 ：对于在 SR２５中可以
找到对应条目的食物 ，直接引用其中对应的叶酸含

量数据 。对于在 SR２５ 中没有直接对应条目的少
数中国特色食物 ，如果是单一的动植物原料 ，则根

据种属和部位或一般营养成分最接近原则 ，用

SR２５中最接近的食物的叶酸含量数据代替 ；如果

为复合食物 ，则按常见烹调 、加工的原料比例 ，用

SR２５中这些原料的叶酸数据进行计算获得 。 ２）膳

食叶酸摄入量的计算 ：利用已建立的食物叶酸含量

数据库和调查对象的食物消费资料 ，基于构建的

Excel文件模板 ，计算其每日膳食叶酸摄入量 。由

于本文的调查对象中没有食用叶酸强化食物或服

用叶酸补充剂的情况 ，为避免混淆 ，本文所有膳食

叶酸摄入量的计算值均以 μg／d为单位 ，而不用膳

食叶酸当量（DFE）（天然食物 、强化食品以及补充

剂中叶酸的吸收利用程度不同 ，如果有食用叶酸强

化食物或服用叶酸补充剂的情况 ，总膳食中的叶酸

摄入量应该以 DFE表示）
［４］表示 ，但这并不妨碍两

种单位的数值之间的直接比较 。

1畅3 　统计学方法
采用（分层）单因素方差分析 ，比较不同性别 、

不同季节 、不同调查点的膳食叶酸摄入量 ；方差不

齐的资料 ，采用 Kruskal Wallis非参数检验 。对于

每位调查对象 ，如果摄入量大于或等于中国成人叶

酸推荐摄入量 （ recommended nutrient intake ，
RNI）（４００μg DFE／d）［５］ ，则记为满足 RNI（如果某
个体的摄入量满足 RNI ，可以认为该个体没有摄
入不足的危险 ；如果个体摄入量低于 RNI ，也并不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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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表明该个体未达到适宜营养状态）
［５］

。用满足

RNI的人数比例表示满足 RNI的情况 ；采用 Pear‐
son卡方检验 ，比较不同性别 、不同季节 、不同调查

点满足 RNI的情况 。所有数据均在 Excel ２００３中
录入 、整理 ，并导入 SPSS １８畅０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果

由于本文的原始资料中所有调查对象均无食

用叶酸强化食物或服用叶酸补充剂的情况 ，因此本

文的所有结果代表的是济宁市 ３ 个类型社区居民

无任何叶酸强化下的膳食叶酸摄入情况 。具体结

果如下 。

2畅1 　不同性别膳食叶酸摄入量及调查对象满足

RNI的情况
将 ３个社区 、３ 个季节合并考虑 ，男性叶酸摄

入量高于女性（P ＜ ０畅０５） ；但满足 RNI 的情况两
性别间无统计学差异（P ＞ ０畅０５） 。 不管是两性别

人群还是总人群 ，满足 RNI的人数比例均偏低（不

足 １／３） 。见表 １ 。

表 １ 　不同性别膳食叶酸摄入量及调查对象

满足 RNI的情况
性别 n 摄入量

（珔x ± s ，μg ／d） 满足 RNI情况
满足的人数（％ ）

男 １８８  ３４６   畅 ００ ± １６０ P畅 ２６ ５９（３１   畅 ４）

女 ２２３  ３０６   畅 ３７ ± １７３ P畅 ３７ ５１（２２   畅 ９）

合计 ４１１  ３２４   畅 ５０ ± １６８ P畅 ４６ １１０（２６ ' 畅 ８）

男女比较 t ＝ ２ 铑滗畅 ３８９ ，P＝ ０ f畅 ０１７ χ
２ ＝ ３ =3畅 ７７１ ，P ＝ ０ 档畅 ０５２

2畅2 　不同季节膳食叶酸摄入量及调查对象满足

RNI的情况
将 ３个社区合并考虑 ，春季的叶酸摄入量最高

（P＜ ０畅０１） ，夏季最低 。见表 ２ 。

表 ２ 　不同季节膳食叶酸摄入量及调查对象

满足 RNI的情况
季节 n 摄入量

（珔x ± s ，μg ／d）
满足 RNI 的情况
满足的人数（％ ）

夏 １６２  ２７９   畅 ８９ ± １５６ P畅 ３４ ３４（２１   畅 ０）

冬 １２６  ３３０   畅 ３８ ± １６２ P畅 ５０ ３６（２８   畅 ６）

春 １２３  ３７７   畅 ２２ ± １７４ P畅 ８７ ４０（３２   畅 ５）

总体 ４１１  ３２４   畅 ５０ ± １６８ P畅 ４６ １１０（２６ ' 畅 ８）

季节间比较 F＝ １２  �畅 ４４０ ，P ＝ ０ P畅 ０００﹡ χ
２ ＝ ５ I@畅 ０４７ ，P ＝ ０ 拻畅 ０８﹡

　 　 ﹡ ３ 个季节来自 A 、B 、C ３ 个调查点的调查对象构成比相同

（χ
２ ＝ １畅 ０１０ ，P ＝ ０畅９０８）

夏季的叶酸摄入量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村社区

夏季低摄入量的影响 ，因此不能全面反映被调查者

这个季节的叶酸摄入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 ，夏季膳

食调查的时间恰好处于农忙时节 ，而在这段时间农

村社区居民普遍应付饮食 、食物单调 ，造成其膳食

叶酸摄入量极低 。这在后续的结果（２畅４ 、２畅５）中可

以清晰显示 。

2畅3 　不同调查点膳食叶酸摄入量及调查对象满足
RNI的情况
将 ３个季节合并考虑 ，中心社区和周边社区的

摄入量高于农村社区（P ＜ ０畅０１） ；中心社区满足

RNI的人数比例最高 （P ＜ ０畅０１ ） ，但也只达到

３６畅５％ ，农村社区比例最低 ，只有 １７畅２％ 的调查对

象满足 RNI 。见表 ３ 。

表 ３ 　不同调查点膳食叶酸摄入量及调查对象

满足 RNI的情况
调查点 n 摄入量

（珔x ± s ，μg ／d）
满足 RNI 的情况
满足的人数（％ ）

A １５９ 痧３６１ �耨畅 ２８ ± １５９ 9畅５４ ５８（３６ �蝌畅５）

B １３６ 痧３２３ �耨畅 ５８ ± １７６ 9畅５０ ３２（２３ �蝌畅５）

C １１６ 痧２７５ �耨畅 １６ ± １５９ 9畅０８ ２０（１７ �蝌畅２）

合计 ４１１ 痧３２４ �耨畅 ５０ ± １６８ 9畅４６ １１０（２６   畅 ８）

社区间比较 F ＝ ９ 邋圹畅 １１５ ，P ＝ ０ ]畅 ０００ χ
２ ＝ １３ ;1畅７４７ ，P ＝ ０ 吵畅００１

　 　 ﹡ ３ 个调查点的夏 、冬 、春 ３ 个季节的调查对象构成比相同

（χ
２ ＝ １畅 ０１０ ，P ＝ ０畅９０８）

2畅4 　不同调查点 、不同季节的膳食叶酸摄入量

以调查点为分层因素 。中心社区 ３个季节的

膳食叶酸摄入量无统计学差异（P＞ ０畅０５） ；周边社

区春季最高（P ＜ ０畅０１） ，冬季最低（约春季摄入量

的七成） ；农村社区春季最高（P ＜ ０畅０１） ，夏季最低

（不足春季或冬季的一半） 。

以季节为分层因素 。夏季 ：中心社区的膳食叶

酸摄入量最高（P ＜ ０畅０１） ，农村社区最低（不足中

心社区的一半） ；冬季 ：中心社区最高（P ＜ ０畅０５） ，

周边社区最低（约中心社区摄入量的 ３／４） ；春季 ：３

个社区的摄入量无统计学差异（P ＞ ０畅０５） 。见表

４ 。

2畅5 　不同调查点 、不同季节调查对象满足 RNI的
情况

以调查点为分层因素 。中心社区和周边社区

３个季节满足 RNI 的情况均无统计学差异 （P ＞

０畅０５） ；农村社区 ３ 个季节的情况差异显著 （P ＜

０畅０１） ，春季和冬季满足 RNI 的情况（春 ：３１畅３％ ，

冬 ：２９畅４％ ）较好 ，夏季极差（低至 ０畅０％ ）。以季节

为分层因素 。 夏季 ：中心社区和周边社区满足

RNI的情况均显著优于农村社区（P ＜ ０畅０１） ，这是

与夏季农忙时节的特点密切相关的 。冬季或春季

３个季节的情况无统计学差异（P＞ ０畅０５） 。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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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调查点 、不同季节膳食叶酸摄入量（珔x ± s ，μg ／d）
调查点

　 　 　 夏 　 　 　 冬 　 　 　 春

n 摄入量 n 摄入量 n 摄入量
季节间比较

A ６０ C３５７ 媼亖畅 １８ ± １７１ 缮畅 ７１ ４９ m３７１ 档ǐ畅 ９６ ± １４１ 篌畅０９ ５０ 棗３５５ 哌照畅 ７３ ± １６４  畅 ０３ F＝ ０ XN畅 １５８ ，P ＝ ０ 行畅 ８５４﹡

B ５２ C３０４ 媼亖畅 ８６ ± １１８ 缮畅 ０４ ４３ m２８０ 档ǐ畅 ３２ ± １９９ 篌畅３５ ４１ 棗３９２ 哌照畅 ６９ ± １９５  畅 ６６ χ
２ ＝ １２ zp畅４６９ ，P ＝ ０ 蝌畅００２﹡

C ５０ C１６１ 煙晻畅 １６ ± ８９ 创畅 １１ ３４ m３３３ 档ǐ畅 ７７ ± １２１ 篌畅０２ ３２ 棗３９１ 哌照畅 ００ ± １６４  畅 ７９ χ
２ ＝ ５６ zp畅３０３ ，P ＝ ０ 蝌畅０００﹡

社区间比较 　 　 χ
２ ＝ ５５ \R畅 １３９ ，P ＝ ０ 栽畅 ０００ ＃ 　 　 　 F＝ ３ �u畅 ８１６ ，P ＝ ０ 鼢畅 ０２５ ＃ 　 　 　 F＝ ０ ┅煙畅 ６３４ ，P ＝ ０ !畅 ５３２ ＃

　 　 ﹡以调查点为分层因素 ，同一调查点的 ３ 个季节的性别构成比均无统计学差异 （调查点 A ：χ
２ ＝ ０畅 ６５１ ，P ＝ ０畅 ７２２ ；调查点 B ：χ

２ ＝

０畅 １７１ ，P ＝ ０畅 ９１８ ；调查点 C ：χ
２ ＝ １畅 １００ ，P＝ ０畅 ５７７） ；＃ 以季节为分层因素 ，同一季节 ３ 个调查点的性别构成比均无统计学差异（夏季 ：χ

２ ＝

１畅 ７２３ ，P ＝ ０畅 ４２３ ；冬季 ：χ
２ ＝ １畅 ８３９ ，P ＝ ０畅 ３９９ ；春季 ：χ

２ ＝ ０畅 ０２６ ，P ＝ ０畅９８７） 。

表 ５ 　不同调查点 、不同季节调查对象满足 RNI的情况
调查点

　 夏 　 冬 　 春

n 满足 RNI的人数（百分比） n 满足 RNI的人数（百分比） n 满足 RNI的人数（百分比）
季节间比较

A ６０  ２３（３８ /%畅 ３％ ） ４９ 枛１９（３８ ǐ　畅 ８％ ） ５０  １６（３２ ' 畅 ０％ ） χ
２ ＝ ０ 鲻畅 ６３３ ，P ＝ ０ x畅 ７２９

B ５２  １１（２１ /%畅 ２％ ） ４３ 枛７（１６ 枛寣畅 ３％ ） ４１  １４（３４ ' 畅 １％ ） χ
２ ＝ ３ 鲻畅 ９８８ ，P ＝ ０ x畅 １３６

C ５０  ０（０  �畅 ０％ ） ３４ 枛１０（２９ ǐ　畅 ４％ ） ３２  １０（３１ ' 畅 ３％ ） χ
２ ＝ １８   畅 ３４７ ，P＝ ０ 崓畅０００

社区间比较 χ
２ ＝ ２４ 棗崓畅 １６８ ，P ＝ ０  畅 ０００ χ

２ ＝ ５ �趑畅 ６９５ ，P ＝ ０ v畅 ０５８ χ
２ ＝ ０ zp畅 ０７９ ，P ＝ ０ 蝌畅 ９６１

3 　讨论

3畅1 　目前可利用的食物叶酸含量数据

人群膳食叶酸摄入量评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工作 ，而这方面工作的完成首先需要完善的食物

叶酸含量数据 。 当前我国的食物成分表中 ，仅有

枟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２枠
［４］

３２６‐３２８

中含有部分食物的

叶酸成分数据 ，而且未列入一般营养成分表 ，仅仅

以独立表格的形式列出了约 １７０ 种食物的叶酸成

分数据 ，覆盖范围相对有限 。同时 ，该表的使用说

明中明确指出［４］
７

，叶酸数据的样品来源不同 ，时间

差距大 。因此 ，数据的代表性可能也是很有限的 。

这些情况均制约了中国人群膳食评价中对于膳食

叶酸摄入量的统计和分析 。所以 ，目前关于我国居

民膳食叶酸摄入量的资料非常有限 。目前仅有的

一些涉及部分地区或个别人群膳食叶酸摄入量的

研究［６‐８］大多利用上述叶酸成分数据 ，计算出的膳

食叶酸摄入量只能涵盖膳食中的一部分食物 ，评估

结果的偏差可能会比较大 。

目前世界范围内 ，枟美国农业部国家营养成分

参考标准枠具有相对完善的叶酸含量数据 。 ２０１２

年 ９月最新公布的 SR２５ 包含 ７０４２ 种食物（包括

叶酸强化食物）的叶酸测定值 ，其中有 ６６１ 种是未

强化叶酸的食物［２］
，远远多于枟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２枠中的 １７１种食物 。而本文利用的就是这 ６６１

种未强化食物的叶酸成分数据 。本文首先对膳食

资料中涉及的所有食物（包括少数中国特色食物）

建立一个食物叶酸含量数据库（建立方法在 １畅２畅２

中已详细阐述） ，利用这个数据库就可以计算出调

查对象膳食中所有食物的叶酸总量 ，即膳食叶酸摄

入量 。通过上述方法 ，即可实现对更广泛食物品种

的覆盖 ，提高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

3畅2 　不同性别居民膳食叶酸摄入量不同
男性成人居民的膳食叶酸摄入量高于女性

（P＜ ０畅０５） ，与国内外人群膳食叶酸摄入情况类
似［８‐９］

。这可能是由于多数男性的食物消费量大于

女性 。与利用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２计算得到的北

京地区 ２００２年居民膳食叶酸摄入量［８］相比 ，本文

所得的不同性别的膳食叶酸摄入量均高于前者相

应性别和年龄段的摄入量 。这可能是由于中国食

物成分表 ２００２中的叶酸含量数据比较有限 ，因此

本文计算所得的膳食叶酸摄入量会相应地高于前

者计算的结果 。另外 ，时间 、地区的差异和膳食调

查方法的不同也可能会导致结果的不同 。

3畅3 　城市中心社区和周边社区的膳食叶酸摄入情
况优于远郊农村社区

将 ３个季节合并考虑 ，中心社区和周边社区的

膳食叶酸摄入情况均优于农村社区 （P ＜ ０畅０１） 。

２００２年北京地区居民膳食叶酸摄入量也有相似的
分布特征［８］

。不同类型社区之间的差异可能与社

区居民的工作性质 、社会经济水平 、受教育程度等

因素有关［１０‐１１］
，但本文并未对这些因素与膳食叶酸

摄入量的关系进行具体研究 。 另外 ，值得注意的

是 ，３个社区中摄入情况最好的中心社区满足 RNI
的人数比例为 ３６畅５％ ，即中心社区 ３６畅５％ 的居民

没有摄入不足的危险 ，但其余未满足 RNI 的居民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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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一部分已经达到了各自适宜的叶酸营养状

态 。尽管如此 ，这样的叶酸摄入水平还是有待改善

的 。

3畅4 　 ３个社区膳食叶酸摄入水平随季节变化的规

律各不相同

根据人们的一般观念 ，夏季的瓜果蔬菜 、动物

性食物等最为丰富 ，冬季则相对最少 ，而叶酸在此

类食物中含量丰富［２］
，由此推测膳食叶酸摄入量也

会相应地呈现出夏季最多 ，冬季最少的变化规律 ，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 ３ 个社区摄入水平随季节

变化的规律分析如下 。

中心社区居民的膳食叶酸摄入情况季节波动

很小（P＞ ０畅０５） ，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这

可能是因为城市中心社区各种食物供应充足 ，居民

购买力较强 ，且具有一定的健康意识 ，从而保证了

一年四季相对较高的膳食叶酸摄入量 。尽管如此 ，

这类人群的摄入情况仍不容乐观 ，仍有接近 ６０％

的调查对象摄入量未达到 RNI 。
周边社区居民的膳食叶酸摄入量受季节影响

较大（P＜ ０畅０１） ：春季的摄入量最高 ，冬季最低（春

季摄入量的七成 ） ；但满足 RNI 的情况 （夏 ：

２１畅２％ ，冬 ：１６畅３％ ，春 ：３４畅１％ ）在 ３个季节间无统

计学差异（P ＞ ０畅０５） 。上述两种分析结果似乎不

一致 ，这是由两种指标不同的含义和性质造成的 ，

所以相互之间并不矛盾 。综合两者 ，周边社区 ３个

季节满足 RNI的情况均不容乐观 ，在此基础上 ，冬

季的摄入量最低 ，春季最高 。春季的摄入量高于夏

季 ，这可能是由于春季的食物种类与夏季相比同样

非常丰富 ，而且人们在春季的食欲普遍高于炎热的

夏季 ，夏季膳食中有相当份额的瓜果和饮料 ，因此

同等量的膳食中 ，夏季膳食的叶酸含量相对较低 。

冬季的膳食叶酸摄入量最低 ，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周

边社区居民而言 ，冬季的瓜果蔬菜等食物与其他季

节相比获取代价更大 ，限于有限的购买力 ，这类食

物的消耗量相对降低 ，而这些食物正是膳食叶酸的

重要来源［２］
，因此冬季的叶酸摄入量最低 。

农村社区居民的膳食叶酸摄入情况季节波动

很大（P＜ ０畅０１） ，主要表现为夏季的膳食叶酸摄入

量极低 ，不足冬季或春季的一半 ，而且夏季的所有

调查对象均未达到 RNI 。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
夏季农忙时节普遍应付性饮食 、食物单调 。

本文调查对象分别来自城市中心 、城市周边和

远郊农村 ３种不同类型的社区 ，与国内同类研究相

比 ，分类更细 ，能够更好地反映不同饮食状态人群

的膳食叶酸摄入情况 ；采用称重记录法进行膳食调

查 ，与同类研究采用的回顾法和频率法相比 ，调查

结果更准确 、可靠 ；每个季节连续调查 ３d 的饮食
（其中包括 １ 天周末 ，但避免节假日或非常规聚

餐）
［３］

，使调查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日常的膳食叶

酸摄入情况 。但是限于连续 ３d称重记录膳食的巨
大工作量 ，本文总样本数相对有限 ，可能不足以发

现所有组别之间的差异 。

根据本文结果 ，济宁市成年居民的膳食叶酸摄

入情况有待改善 。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有针对

性的健康教育 ，形成“关注膳食叶酸 ，关注健康”的

社区氛围 。同时对部分居民进行个性化的膳食指

导和干预 ，尤其是冬季周边社区以及夏季农忙时节

农村社区的居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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