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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粗膳食纤维
摄入现状的调查分析

●刘艳玲　王玲芝　张乐乐∗

　　

[摘要]为分析不同基本情况的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粗膳食纤维摄入现状,本文使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对某医学

院口腔医学院２０１８级全体实习生的基本情况、营养知识、态度及行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女生粗膳食纤

维摄入量显著多于男性;生活费用多于１５００元/月的同学粗膳食纤维摄入量显著多于生活费用少于１５００元/

月的同学;饮食规律同学粗膳食纤维摄入量显著多于饮食不规律同学(P＜０．０５),男生粗膳食纤维摄入主要以

杂粮和豆类为主,女生粗膳食纤维摄入主要以蔬菜和水果为主,生活多于１５００元/月同学对蔬菜、水果、坚果

的摄入量显著高于生活费用少于１５００元/月同学,饮食规律同学对蔬菜和水果摄入量显著高于饮食不规律同

学.因此,建议学校加强对学生的营养知识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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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
食纤维是一种既不能被人体胃肠道消化吸收，也不

能产生能量的多糖，具有成本低，来源广等优点。

根据国际营养学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人每天应摄入

２５～３５克的膳食纤维。 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推荐，普通人群

每天应摄入２７克膳食纤维。 然而，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居

民的膳食纤维摄入量正在减少，每人每天平均摄入的不可溶

性膳食纤维仅为１３克，这一数值明显低于《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推荐的成年人每天２５～３０克的适宜摄入量。 营养均

衡和合理饮食对增强大学生体质至关重要。 大学生群体普

遍处于１８～２５岁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既是身体发育的关

键期，也是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 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健康

倡导者，其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不仅关系到自身健康，对他

们将来能否为患者和公众提供有效的健康建议也有深远影

响。 因此，掌握医学生的饮食习惯，并针对性地提供营养

教育，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本研究聚焦于长沙市一所医学院校的口腔医学专业学

生，对他们的饮食习惯和营养摄入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分

析，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有效建议。 以期帮助大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饮食的平衡，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２０２３年１月至５月期间，某医学院口腔

医学院２０１８级的部分实习生。 入组对象要求均为实习阶

段、均为全日制本科生、实习单位均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２)抽样方法：研究主要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 首先按

班级和性别将学生进行分层，具体实施阶段，选择六个班级

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每个班级均抽取男女性各３０人，共计

抽取３６０名实习生，男女比例为１∶１。

(３)调查内容：由专业培训的调查员(质控员)协助数据

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利用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对口腔医

学专业的实习生开展调查。 问卷涵盖了实习生的基本信

息、营养学知识、个人态度以及行为习惯等方面。

①个人基本信息调查包括：性别、学习阶段、户籍、生

源、生活费用、成绩排名、饮食规律。

②膳食调查：通过实施２４小时饮食回顾，对个体的日

常食物摄入进行详细调查，准确了解每天的食物和营养素摄

入情况。 此外，通过运用食物频率法，收集个体在一年内

对不同食物的消费频率和消费量，进而得知长期的食物消费

习惯和饮食模式等。

③粗纤维食物来源：杂粮、豆类、蔬菜、水果、菌类、

藻类、坚果。

上述三个维度调查内容根据实习生判定熟悉程度进行自

主评定，共设置３个阶梯评价等级(较多、一般、较少)。

(４)统计分析：统计学处理数据应用SPSS２２．０统计软

件进行分析。 单因素分析时，等级资料(例数，构成比)组

间比较用Z检验。 P＜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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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一)不同基本情况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粗膳食纤维摄入现

状的调查

调查发现：女生粗膳食纤维摄入量显著多于男性；生活

费用多于１５００元/月的同学粗膳食纤维摄入量显著多于生活

费用少于１５００元/月的同学；饮食规律同学粗膳食纤维摄入

量显著多于饮食不规律同学(P＜０．０５)。 具体见表１。

(二)不同基本情况学生对常见粗膳食纤维摄入现状的

调查

调查发现：男生粗膳食纤维摄入来源主要为杂粮和豆类；

女生粗膳食纤维摄入来源主要为蔬菜和水果；生活费用多于

１５００元/月的同学对蔬菜、水果、坚果的摄入量显著高于生活费

用少于１５００元/月的同学，饮食规律同学对蔬菜和水果摄入量

显著高于饮食不规律同学(P＜０．０５)。 具体见表２。

表１　不同基本情况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粗膳食纤维摄入现状的调查n(％)

基本情况 较多 一般 较少 Z P

性别
男(n＝１８０) ４２(２３．３３) ５９(３２．７８) ７９(４３．８９)

女(n＝１８０) ９５(５２．７８) ５０(２７．７８) ３５(１９．４４)
３８．２２９ ＜０．０５

学习阶段
在校学习(n＝１００) ３５(３５．００) ５０(５０．００) １５(１５．００)

校外实习(n＝２６０) ７１(２７．３１) １２４(４７．６９) ６５(２５．００)
４．７８１ ０．０９２

户籍
城镇(n＝１２５) ２６(２０．８０) ４９(３９．２０) ５０(４０．００)

农村(n＝２３５) ５１(２１．７０) ８８(３７．４５) ９６(４０．８５)
０．１１２ ０．９４６

生活费用
≥１５００元/月(n＝１７３) ５５(３１．７９) ６７(３８．７３) ５１(２９．４８)

＜１５００元/月(n＝１８７) ２６(１３．９０) ５８(３１．０２) １０３(５５．０８)
２８．０８７ ＜０．０５

成绩排名
靠前５０％(n＝１４７) ３２(２１．７７) ５５(３７．４１) ６０(４０．８２)

靠后５０％(n＝２１３) ５２(２４．４１) ７０(３２．８６) ９１(４２．７２)
０．８５５ ０．６５２

饮食规律
是(n＝１４６) ７４(５０．６８) ４５(３０．８２) ２７(１８．４９)

否(n＝２１４) ３９(１８．２２) ６５(３０．３７) １１０(５１．４０)
５３．８３８ ＜０．０５

表２　不同基本情况学生对常见粗膳食纤维摄入现状的调查n(％)

基本情况
杂粮和豆类 蔬菜和水果 菌类和藻类 坚果和其他

较多 一般 较少 较多 一般 较少 较多 一般 较少 较多 一般 较少

性别

男(n＝１８０) １０２ ５７ ２１ ２７ ８５ ６８ ２８ ５４ ９８ ４６ ５６ ７８

女(n＝１８０) ３７ ７５ ６８ １２４ ２７ ２９ ３０ ４４ １０６ ４１ ６７ ７２

Z(P) ５７．６７０(＜０．０５) １０８．０２７(＜０．０５) １．４０３(０．４９６) １．５１１(０．４７０)

学习

阶段

在校学习(n＝１００) ４５ ３０ ２５ ５０ ２５ ３５ ２２ ２９ ４９ １７ ３５ ４８

校外实习(n＝２６０) １０２ ８５ ７３ １４８ ４０ ７２ ６０ ６５ １３５ ５８ ８２ １２０

Z(P) １．００４(０．６０５) ４．７２７(０．０９４) ０．６００(０．７４１)１．２９６(０．５２３)

户籍

城镇(n＝１２５) ７６ ３４ １５ ６２ ４０ ２３ ３９ ２７ ５９ １５ ２１ ８９

农村(n＝２３５) １４２ ５８ ３５ １０３ ８７ ４５ ８２ ６０ ９３ ２２ ３８ １７５

Z(P) ０．６９６(０．７０６) １．２００(０．５４９) １．９７７(０．３７２) ０．６９１(０．７０８)

生活

费用

≥１５００元/月

(n＝１７３)
８７ ５４ ３２ １０３ ４５ ２５ ４９ ５５ ６９ ７８ ５８ ３７

＜１５００元/月

(n＝１８７)
８０ ６７ ４０ ５１ ７１ ６５ ５５ ５０ ８２ ４３ ５０ ９４

Z(P) ２．０３８(０．３６１) ４０．６８１(＜０．０５) １．１６１(０．５６０) ３５．０２７(＜０．０５)

成绩

排名

靠前５０％(n＝１４７) ８２ ４５ ２０ ３７ ５０ ６０ ４２ ５５ ５０ １５ ３７ ９５

靠后５０％(n＝２１３) １１８ ６２ ３３ ６０ ５８ ９５ ６０ ７８ ７５ ２５ ４３ １４５

Z(P) ０．２７９(０．８７０) １．９１４(０．３８４) ０．０５６(０．９７２) １．３１１(０．５１９)

饮食

规律

是(n＝１４６) ９７ ２９ ２０ ７２ ４７ ２７ ４８ ７２ ２６ ５５ ７２ １９

否(n＝２１４) １５２ ３５ ２７ ８９ ５５ ７０ ６９ １０７ ３８ ７２ １０９ ３３

Z(P) ０．９４３(０．６２４) ８．９６０(＜０．０５) ０．０１９(０．９９１) ０．７９２(０．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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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作为未来的医疗专业人员，医学生自身对于营养的理解

以及个人的饮食习惯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健康，还可能对未来

所医治的患者以及其周围人群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前，口

腔医学专业的学生多为２０岁左右的青年，由于对膳食知识

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再加上繁重的学业负担，其自身的营

养健康存在诸多问题。 膳食纤维俗称为肠道清道夫，推荐

成年人每日摄入２５克。 虽然其在人们的日常饮食中常常被

忽视，但它对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研究表明，诸多

医学生膳食纤维的日常摄入量明显不足，而长时间的膳食纤

维摄入不足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体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的概率增加。 在日常食物中，粗粮、蔬菜和水果等是膳食

纤维的主要食物来源。 其中，蔬菜的根茎中含有极为丰富

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在消化道中能够吸收水分并膨胀，

这不仅增加了胃中食物的体积，也减缓了胃内容物的排空速

度，继而使得人们感到饱足，减少了对食物的摄入欲望，在

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能量的摄入。 在人体器官小肠中，经

诸多相关酶的作用，膳食纤维可被分解成短链脂肪酸，其有

助于调节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促进脂肪的分解和代谢，减

少脂肪的积累，对控制体重具有积极作用。

调查结果显示，男女生摄入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各不相

同，男生以杂粮、豆类为主，女生以蔬菜和水果为主。 这

是因为大部分女生喜欢吃蔬菜和水果，或通过食用蔬菜和水

果达到减肥或保持身材的目的。 她们通常会选择少吃主食

或不吃某种食物，在日常生活中增加蔬菜和水果膳食纤维的

摄入。 大部分男生则不会过多关注减肥和保持身材，且日

常中运动量和能量消耗均高于女生，这使得他们对于主食的

需求量变大，在日常生活中对杂粮和豆类的摄入量增加。

调查结果显示，生活费用高的同学对于蔬菜水果和坚果

的摄入量均高于生活费用低的同学。 这主要是因为蔬菜水

果和坚果的价格相对作为主食的杂粮和豆类较高，而大学生

的经济能力水平普遍较低。 以及，学校食堂为了控制和节

约成本，对水果和坚果等较为昂贵的食品采购较少。 生活

费用较低的同学主要就餐地点为大学食堂，不会通过其他途

径去摄取相关膳食纤维，而生活费用较高的同学就餐选择较

为丰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摄取膳食纤维。

调查结果显示，饮食规律同学对蔬菜和水果摄入量显著

高于饮食不规律同学。 这主要是饮食规律同学有相对较高

的营养知识水平，养成了合理的饮食习惯，在日常的饮食中

会有意识地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量。 而饮食不规律的同学

对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认知不足，饮食带有很大随意性，

时而少吃或不吃，饿了又大吃一顿。 不合理饮食会使其日

后患心血管病、高血压病的风险大大增加，久之可能会引起

某些慢性疾病。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所调查的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对粗膳食纤

维摄入不足，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饮食习惯和对合理营养认

知不足。 所以，针对医学院校食堂的餐饮服务，本文提出

进行专门调整和科学指导，以优化大学生饮食结构的建议。

对于经济条件受限的学生，建议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一定的经

济支持，帮助他们有更多的食物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他

们的营养水平。 学校可通过教育活动增强学生对营养知识

的理解，让他们在课堂上学习如何平衡饮食和合理摄取营

养，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 此外，学校可以通过定期举办

讲座、制作宣传板报等多样化方式，传播营养与健康的知

识，塑造大学生对营养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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