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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二次全 国营养调查采用分层双阶整群随机抽样数据统计处理
。

但磨食调查

数据处理却以单一热能混合 系数代之各营养素混合 系数
, :

影响 了被调查人群营养素

摄入量结 果的准确性
。

本 文利用电子计算机时某省 192 户近千人的调查数据进 行 了

比较处理
。

结 果表明
:

二种处理方法
,

维生素 C摄入量 有显著性差异
、

维生素 B : 和

钙 的摄入量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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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调查是营养调 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其 目的是了解个体和人群在一定时间内通过

对膳食所摄取的热能和各种营养素的数量和质量
,

并借此评定各种营养素需要的程度
。

1 问题的提出
,

在营养调 查中
,

营养素的摄入量计算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复杂的工作
。

第二次全国营养调

查来用了分层双阶整群随机抽样数据统计处理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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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营养素总均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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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个点平均每标准人 日摄入量
。

欠 i = 习 X
15

· : i ; / 习
: 11

式中
_

J
;̀份一户均数

,

以户为单位的每标准人 日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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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省营养素总均数标准误差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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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一分别为一阶与二阶抽样比例 ; 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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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点均数间方差和户内二阶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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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营养素总均数 95 %的可信限

X 士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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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各式可 以看出
,

分层双阶整群随机抽样数据的统计处理既便于各点间
、

各省间对

营养素摄入量的比较
,

r

又可间接反映各地区的生活水准
。

’

一

抽样数据处理的核心是以极轻体力劳动成年男子作为标准 (参考 )人 〔2 ! 。

由平均每人每 日

营养素摄入量折合成标准人摄入量
,

可由标准人混合系数求得 [” “ l
。

混合系数 的 关 系 式如

下
:

混合系数 = 习年龄组人 日数 x 折合标准人系数
折合总人 日数

丫
在第二次全国营养滴

查中为方便计算
,

采用折合标准人系数 = 年龄组热能供给量标准
二

标准人热能供给量
。

上述混合系数实际上是热能混合系数
,

目前其他营养素标准人摄入量计

算也由热能混合系数求得并不恰当
,

因为膳调数据的最后结论之一是统计出各省区
,

’

乃至全

国居民折合成标准人后各营养素每人每日平均摄入量
,

而衡量营养素摄入量的程度是与作为
、
标准人的极轻体力劳动成年男子的供给量标准作比较

,

这样必然影响结论的准确性
。

2 步骤与方法

根据热能混合系数的计算原理
,

将混合系数关系式中的热能供给量标准
,

分别换算成各
种营养素的供给量标准

,

即可求得蛋白质
、

钙
、

铁
、

维生素 A
、

B l 、 B Z、 p p
、

C 等营养素的混

合系数
。

而脂肪
、

碳水化合物及粗纤维则与热能混合系数相同 ; 磷按钙计算
,

使之维持原来

钙磷此例
。

但是
,

这样的数据处理
,

不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是难以实现的
。

我们对第二次全国营养调查中某省一市三县四个点 1 9 2户近千人的膳调数据
,
分别用单

一 (热能 )混合系数和各营养素混合系数进行了电子计算机的对比处理
。

采用
`

F O R T R A N 语

言 31[
,

编制了数据处理的通用程序
,

语句 7 26 条
。

硬件为美国产 D Y N A B Y T E 微型机
。

字长

8 位
,

内存 64 K 字节
,

外存。
。
2 0 32 m 软盘 2 片

,

容量 I M字节
;
点 阵 式 宽 行 打 印 机 1 台 ;

。
.

3 o 4 8 m C R T键盘显示终端 1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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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 ( 热能》混合 系数法时膳食调查结论的影响

3 结果与讨论

由单一 (热能 )混合系数与各营养素混合系数计算的每户中间结果
,

统计处理
,

将所调 查人群的结果列于表 1
。

一

表 1 两种统计方法结果比较

经双阶整群随机抽
矛

样

营养素摄入量 占供给量标准 ( % ) 9 5%可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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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 `热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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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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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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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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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2 2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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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1 4

3 7 2

8 0
.

。
8

3 7 2

7 8
。
7

8 1 1 8~ 9 7 2 6 }8 1 1 2 ~ 9 7 3 0

5 1
。

7~ 6 1
。

5 }5 0
。

9~ 5 9
。
2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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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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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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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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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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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表中不难看出
: 以单一 (热能 )混合系数和各营养素混合系数计算

,

除热能各项数值相

同外
,
`

维生素 C
:

前者低于后者
,

其他营养素均高于后者
。

经 t检验 141
,

维生素 C
.

有 显著性差

异 ( P < 0
.

05 ) ; 钙和维生素 B ,
有 高度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

’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钙的摄 入 所

占供给量标准的百分比将从 89
.

5%降至 69
.

。%
。

所以第二次全国营养调查采用单一 (热能 )混

合系数法统计对我国各省区城乡居民摄入营养素的数值 (即 95 %可信限 )的准确性产生一定的

影响
。

4 小结

( 1) 第二次全国营养调查规定
,

膳食调查数据处理以单一 (热 能 )混合系数进行分层双阶

整群随机抽样数据的统计处理
,

从而得 出我国城乡居民或各省区居民各营养素的摄入量
。

作

者认为利用单一热能混合系数法不能客观反映我国人民对各营养素摄入量的真实水平
。

我们

利用电子计算机对 19 2户近千人调查数据进行了各营养素混合系数的对比运算
。

结果表 明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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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一 (热能 )混合系数将影响结论的准确性
。

维生素 C 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 ) ; 钙和维生

素 B :
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

( 2 )两种统计方法间的结果差异
,

为今后在我国或地区进行营养调查中
,

采 用 各营 养

混合系数统计方法提供了选择依据
。

( 3 )如果一旦制订 出人体必需氨基酸
、

必需脂肪酸和微量元素的供给量标准
,

`

运用作者

的方法仍可按其各自的混合系数计算出被调查人群每个标准人每天的平均摄入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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