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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沈阳 、上海两地中学生服用膳食补充剂的情况 。方法 　以沈阳 、上海两地中学生为调查对象 ，向有

意愿参与调查的 １１所中学各年级中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获得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以及膳食补充剂认知 、态度和有关

行为学特征 。结果 　共发出 １ ２１０份调查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 ９１６份 ，被调查的中学生膳食补充剂服用率为 ２４ ．５６％ ，服用者

中 ５０ ．８９％ 认为取得预期效果 ，不同年级 、不同城市的中学生服用膳食补充剂的比例不同 ，家长职业与医药相关的中学生服用

率高于对照组（P＜ ０ ．０１） ；服用膳食补充剂的主要目的是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首选的获得渠道是实体药店 ；首选的资讯来

源是医药营养专业人员推荐 ；多数受调查家庭（７８ ．９３％ ）对膳食补充剂的类别和品牌持无所谓态度 ，但沈阳市较上海市 、家长

职业与医药相关较无关的中学生家庭更关注药品的类别和品牌（P＜ ０ ．０１） ；膳食补充剂的主观服用效果仅与性别 、服药习惯

有关（P＜ ０ ．０１） 。结论 　约 １／４的中学生服用膳食补充剂 ，初中和高中入学阶段应当展开膳食补充剂服用安全教育 ；服用特

征城市间差异明显 ，家长职业与医药相关的家庭更偏好服用膳食补充剂 ，中学生家庭对于膳食补充剂的获得渠道和资讯渠道

偏好较为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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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the utility behavior of dietary supplement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U Juan ，ZHANG Zhiyu ，XU Jiping （１ ．Science Senior High School Department of Northeast Yucai School ， Shenyang
１１０１７９ ，China ；２ ．Shanghai Kongjiang Senior High School ，Shanghai ２０００９３ ，China ；３ ．Changha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２００４３３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utility behavior of dietary supplement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Shenyang
and Shanghai ．Methods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s were handed out to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grades of １１
schools in Shenyang and Shanghai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statistic and behavior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 of
dietary supplement were collected ．Results 　 １ ２１０ survey questionnaires were handed out and ９１６ were taken back effectively ．

The utility rate of dietary supplement was ２４ ．５６％ in this survey ．５０ ．８９％ of the user considered that taking the dietary sup唱
plement reached the expected effect ．The probability of the dietary supplement utility in students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grade and city ．The utility rate of the dietary supplement from th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had medical related occupations was
higher than other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aking dietary supplement was supplement vitamin and microelement ．The pharmacy
was the primary channel to get the dietary supplement ．The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dietary supplement was
mainly coming from experts in medicine and nutrition ．７８ ．９３％ of the responders made no difference of the category and trade唱
mark of dietary supplement ．But the responders from Shenyang and family which had medicine related parents took more atten唱
tion on the category and trademark of dietary supplement than that from Shanghai and family which had not medicine related
parents ．（P＜ ０ ．０１） The effectiveness of dietary supplement from the responders was related to gender and administer habit ．

（P＜ ０ ．０１） Conclusion 　 A quarter of the survey students were taken dietary supplement ．The safety education of dietary sup唱
plement utility should be carried out during middle school ．Family from different city had differences in the utility of dietary
supplement ．Family with medicine related parents preferred to take dietary supplement ．The channel of supply and recommen唱
dation was rational in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amily ．
　 　 ［Key words］ 　 dietary supplement ；junior high and high school studen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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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食补充剂（dietary supplement ）是美国枟膳食

补充剂健康和教育法令 枠 （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界定的旨在补充膳食的
产品 ，包括维生素 、矿物质 、草药 、氨基酸 、酶等［１］

。

我国习称的保健品类似这一范畴 ，但实际生活中的

膳食补充剂多种多样 ，包括需要国家主管部门注册

审批的药品 、保健食品 ，也有一些属于普通的食品 。

例如 ，同样是维生素 C泡腾片 ，市场销售的产品中 ，

既有非处方药 ，也有保健食品 ，更有普通食品 。对于

普通家庭来说 ，是否需要膳食补充剂 、该如何选择膳

食补充剂是一件很难决定的事情 。中学生处于身体

发育的关键时期 ，他们普遍课业负担重 、运动时间有

限 、睡眠不够充分 ，因此家长可能会选择或正在考虑

选择给孩子服用膳食补充剂 ，用于提神醒脑 、改善睡

眠 、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提高免疫力 、益智等用

途 。如果膳食补充剂的选择或服用不当 ，可能适得

其反 ，对中学生身体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消费者团
体经常通报服用可能存在风险的膳食补充剂［２］

，

FDA 也经常就膳食补充剂中添加不安全成分的案
例做出撤市警告［３］

，我国的政府主管部门也警示过
某膳食补充剂可能导致急性肝炎事件［４］

。 因此 ，笔

者拟通过调查中学生服用膳食补充剂的现状 ，了解

其服用的普遍性 、目的 、效果及服用人群的安全意识

等情况 ，分析影响现状的相关因素 。期待本研究结

果能够为专业机构的相关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

1 　资料和方法

1 ．1 　资料
　 　来自 ２０１７年 ５ 月上海 、沈阳两地 １１ 所中学问

卷调查结果 。

1 ．2 　调查方法
　 　数据采用问卷调查法 ，发放调查问卷 １ ２１０ 份 ，

回收 １ ０１０ 份 ，其中有效问卷 ９１６ 份 ，有效回收率

７５畅７０％ ；无效问卷包括 ：填写不完整 、自证题目矛

盾 、单选题目多选等情况 。 调查问卷自行设计 ，共

１８个题目 ，由学生与家长共同完成 。数据录入应用

Microsof t Excel ２００７ 。

1 ．3 　统计分析方法
　 　计数资料以率（％ ）或构成比（％ ）描述 ，多组或

两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以 P ＜ ０ ．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多个率的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校
正 ，以 P ＜ ０ ．０５／k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为比
较的次数 。所有统计分析使用 SPSS１８ ．０ 。

2 　结果

2 ．1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 ９１６ 份有效调查问卷中 ，初中生 ５５０ 份 ，占

６０ ．０４％ ，高中生 ３６６份 ，占 ９ ．８６％ ；男生 ４８１份 ，占

５２ ．５１％ ，女生 ４３５份 ，占 ４３ ．３２％ （表 １） 。

表 1 　 916名两地中学生膳食补充剂服用情况［n（％ ）］

调查项目 有效问卷
服用膳食
补充剂

两周内服用
膳食补充剂

年级

　 预备班 倡 ７０（７ 8．６４） ２３（３２ 妸．８６） ２１（３０ 热．００）

　 初一 １５６（１７ 8．０３） ３０（１９ 妸．２３） ２２（１４ 热．１０）a

　 初二 １５９（１９ 8．１０） ３５（２０ 妸．００） ２５（１４ 热．２９）b

　 初三 １４９（１６ 8．２７） ４９（３２ 妸．８９）c ３７（２４ 热．８３）

　 高一 １２８（１３ 8．９７） ４２（３２ 妸．８１） ２９（２２ 热．６６）

　 高二 １７８（１９ 8．４３） ２９（１６ 妸．２９） d ２２（１２ 热．３６）

　 高三 ６０（６ 8．５５） １７（２８ 妸．３３） １３（２１ 热．６７）

性别

　 男 ４８１（５２ 8．５１） １１３（２３ 妸．４９） ８７（１８ 热．０９）

　 女 ４３５（４７ 8．４９） １１２（２５ 妸．７５） ８２（１８ 热．８５）

所在城市

　 沈阳 ２０５（２２ 8．３８） ７５（３６ 妸．５９） ４７（２２ 热．９３）

　 上海 ７１１（７７ 8．６２） １５０（２１ 妸．１０）e １２２（１７ 热．１９）f

家长职业

　 和医药无关 ７４５（８１ 8．３３） １４８（１９ 妸．８７） １０８（１４ 热．５０）

　 和医药相关 １７１（１８ 8．６７） ７７（４５ 妸．０３） g ６１（３５ 热．６７） h

家长学历

　 中学 ３２３（３５ 8．２６） ８１（２５ 妸．０８） ６０（１８ 热．５８）

　 大学 ４４４（４８ 8．４７） １０２（２２ 妸．９７） ７８（１７ 热．５７）

　 研究生 １４９（１６ 8．２７） ４３（２８ 妸．８６） ３１（２０ 热．８１）

合计 ９１６（１００ 8．００） ２２５（２４ 妸．５６） １６９（１８ 热．４５）

　 　 注 ：倡 上海初中 ４ 年制 。 a ：与预备班比较 ，χ２ ＝ ７畅 ９２６ ，P ＝

０畅 ００５ ，采用 Bonferroni 校正 ， P ＜ ０畅 ００８ ３ ；b ：与预备班比较 ，χ２ ＝

８畅 ０９６ ，P ＝ ０畅 ００４ ，采用 Bonferroni 校正 ，P ＜ ０畅 ００８ ３ ；c ：与初一比较 ，

χ２ ＝ ７畅 ４０４ ，P ＝ ０畅 ００７ ，采用 Bonferroni校正 ， P ＜ ０畅 ００８ ３ ；d ：与高一
比较 ，χ２ ＝ １１畅 ４０４ ，P ＝ ０畅 ００１ ，采用 Bonferroni 校正 ，P ＜ ０畅 ０１６ ７ ；e ：
与沈阳比较 ，χ２ ＝ １９畅 ７７ ，P ＝ ０畅 ０００ ；f ：与沈阳比较 ，χ２ ＝ ２２畅 １８ ，P ＝

０畅 ０００ ；g ：与家长职业和医药无关比较 ，χ２ ＝ ４７畅 ５２６ ，P ＝ ０畅 ０００ ；h ：与

家长职业和医药无关比较 ，χ２ ＝ ４１畅 ４５０ ，P ＝ ０畅 ０００

2 ．2 　膳食补充剂服用率
　 　被调查的中学生中 ，自进入中学以来服用过膳

食补充剂的人数为 ２２５ 人 ，占 ２４ ．５６％ 。按年级组

分 ，初中生服用率为 ２４ ．９１％ ，高中生服用率为

２４ ．０４％ 。两周内服用率 ，初中生为 １９ ．９％ ，高中生

为 １７ ．４９％ 。 男女生服用率分别为 ２３ ．４９％ 和

２５畅７５％ ，两周内服用率为 １８ ．０９％ 和 １８ ．８５％ ，初中

生 、高中生服用率和两周内服用率均无统计学差异 。

不同年级中学生膳食补充剂服用率 （χ
２
＝ ２４畅２６ ，

P＜ ０ ．０１） 、两周内服用率（χ
２
＝ ３２畅３９ ，P ＜ ０畅０１）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经进一步两两比较 ，发现在初中

阶段 ，初三学生的总服用率高于初一（χ
２
＝ ７ ．４０４ ，

P＝ ０ ．００７） ，预备班的两周内服用率高于初一（χ
２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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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畅926 ，P＝ ０ ．００５） 、初二（χ
２
＝ ８畅０９６ ，P ＝ ０畅００４）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Bonferroni校正 ，P值均 ＜

０ ．００８ ３） 。高中阶段 ，高一的服用率高于高二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 ．０１６ ７） 。沈阳中学生膳食补

充剂服用率（χ
２
＝ １９畅７７ ， P ＝ ０畅０００）与两周内服用

率（χ
２
＝ ２２畅１８ ， P ＝ ０ ．０００）均高于上海（P＜ ０ ．０１） ，

家长职业和医药相关的中学生服用率（χ
２
＝ ４７畅５２６ ，

P＝ ０ ．０００）和两周内服用率 （ χ
２
＝ ４１ ．４５０ ， P ＝

０畅０００）高于家长职业和医药不相关组（P ＜ ０ ．０１） 。

详见表 １ 。 　 　

2 ．3 　膳食补充剂的选择
2 ．3 ．1 　服用膳食补充剂的目的
　 　选择“两周内服用过膳食补充剂”的 １６９份调查

问卷“服用目的”一项 ，选择 “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

素”的被调查者占 ５１ ．４８％ ，其余依次为提神醒脑

（２７ ．８１％ ） 、提高免疫力 （２５ ．４４％ ） 、改善睡眠

（２４畅８５％ ） 、不清楚（７畅６９％ ） 、其他目的（２畅３７％ ） 。

2 ．3 ．2 　膳食补充剂首选获得渠道
　 　选择“服用过膳食补充剂” 的 ２２５ 份调查问卷

中 ，首选获得渠道依次为实体药店（１０４ ，４６ ．２２％ ） 、

网购（不含网络药店）（４７ ，２０畅８９％ ） 、亲友赠送（２９ ，

１２畅８９％ ） 、实体商店 （２０ ，８畅８９％ ） 、医疗机构处方

（１７ ，７畅５６％ ） 、其他 （４ ，１畅７８％ ） 、网络药店 （２ ，

０畅８９％ ） 。与实体药店管理和服务类似的网络药店 ，

并不被公众熟悉和接受 。

2 ．3 ．3 　对膳食补充剂类别的偏好
　 　对于药品 、保健食品 、普通食品等膳食补充剂类

别 ，多数人选择了无所谓（占有效问卷的 ７８ ．９３％ ） ，

但沈阳中学生家庭（χ
２
＝ １１５ ．９５ ， P＝ ０ ．０００） 、家长

职业和医药相关的家庭（χ
２
＝ ５８畅５７３ ，P ＝ ０畅０００） ，

更关注膳食补充剂的类别（P值均 ＜ ０畅０５ ，见表 ２） 。

2畅3畅4 　对膳食补充剂品牌的偏好
　 　对于同一膳食补充剂的品牌是国产或是进口的

偏好态度 ，持无所谓态度的家庭同样占多数（占有效

表 2 　 916个中学生家庭对膳食补充剂种类和品牌的选择

调查项目 样本数
种类［n（％ ）］

药品 保健食品 普通食品 无所谓 其他

品牌［n（％ ）］

国产 进口 无所谓

性别

　 男 ４８１ 抖２９（６ <．０３） ３２（６ (．６５） ２７（５  ．６１） ３８６（８０ )．２５） １０（２ 祆．０８） ４８（９  ．９８） ３８（７ 眄．９０） ３９５（８２  ．１２）

　 女 ４３５ 抖２２（５ <．０６） ５３（１２ (．１８） １９（４  ．３７） ３３７（７７ )．４７） ５（１ 祆．１５） ３８（８  ．７４） ４０（９ 眄．２０） ３５７（８２  ．０７）

城市

　 沈阳 ２０５ 抖２９（１４ <．１５） ４４（２１ (．４６） ７（３  ．４１） １１６（５６ )．５９） ９（４ 祆．３９） ４６（２２  ．４４） ２１（１０ 眄．２４） １３８（６７  ．３２）

　 上海ac ７１１ 抖２１（２ <．９５） ４１（５ (．７７） ３８（５  ．３４） ６０８（８５ )．５１） ３（０ 祆．４２） ４０（５  ．６３） ５７（８ 眄．０２） ６１４（８６  ．３６）

家长职业

　 和医药无关 ７４５ 抖２７（３ <．６２） ６８（９ (．１３） ２９（３  ．８９） ６１７（８２ )．８２） ６（０ 祆．８１） ５２（６  ．９８） ５２（６ 眄．９８） ６４１（８６  ．０４）

　 和医药相关bd １７１ 抖２４（１４ <．０４） １７（９ (．９４） １７（９  ．９４） １０６（６１ )．９９） ９（５ 祆．２６） ３４（１９  ．８８） ２６（１５ 眄．２０） １１１（６４  ．９１）

家长学历e
　 中学 ３２３ 抖１７（５ <．２６） ３４（１０ (．５２） １８（５  ．５７） ２５１（７７ )．７１） ４（１ 祆．２４） ４３（１３  ．３１） ２０（６ 眄．１９） ２６０（８０  ．５０）

　 大学 ４４４ 抖２３（５ <．１８） ４２（９ (．４６） １９（４  ．２８） ３５３（７９ )．５０） ９（２ 祆．０３） ３５（７  ．８８） ３９（８ 眄．７８） ３７０（８３  ．３３）

　 研究生 f １４９ 抖１１（７ <．３８） ９（６ (．０４） ９（６  ．０４） １１９（７９ )．８７） ２（１ 祆．３４） ８（５  ．３７） １９（１２ 眄．７５） １２２（８１  ．８８）

合计 ９１６ 抖５１（５ <．５７） ８５（９ (．２８） ４６（５  ．０２） ７２３（７８ )．９３） １５（１ 祆．６４） ８６（９  ．３９） ７８（８ 眄．５２） ７５２（８２  ．０９）

　 　 注 ：a ：种类偏好与沈阳比较 ，χ２ ＝ １１５ ．９５ ，P ＝ ０ ．０００ ；b ：种类偏好与家长职业和医药无关组比较 ，χ２ ＝ ５８ ．５７３ ，P ＝ ０ ．０００ ；c ：品牌偏好与沈
阳比较 ，χ２ ＝ ５５ ．６０３ ，P ＝ ０ ．０００ ；d ：品牌偏好与家长职业和医药无关组比较 ，χ２ ＝ ４３ ．２７４ ，P ＝ ０ ．０００ ；e ：品牌偏好总体比较 ，χ２ ＝ １４ ．３４４ ，P ＝

０畅 ００６ ：f ：品牌偏好与中学学历组比较 ，χ２ ＝ １１ ．２８９ ，P ＝ ０ ．００４ ，采用 Bonferroni 校正 ， P ＜ ０ ．０１６ ７

问卷的 ８２畅１０％ ） ，但沈阳中学生家庭（χ
２
＝ ５５畅６０３ ，

P ＝ ０畅０００ ） 、家长职业和医药相关的家庭 （χ
２
＝

４３畅２７４ ，P ＝ ０畅０００ ） 、不同学历家庭 （χ
２
＝ １４畅３４４ ，

P＝ ０畅００６）相对而言更关注品牌 。经进一步两两比

较 ，研究生较中学生学历家长 ，对进口品牌的偏好更

明显 （χ
２
＝ １１畅２８９ ，P ＝ ０畅００４ ，采用 Bonferroni 校

正 ，P＜ ０畅０１６ ７） 。

2畅3畅5 　对膳食补充剂相关资讯来源的偏好
　 　 ２２９个学生家庭回答了膳食补充剂相关资讯获
得渠道来源问题 ，３７畅５５％ 首选了专业（医药营养专

业人员）推荐 ，２０畅９６％ 首选了广告 ，１７畅０３％ 首选购

物网站推荐 ，１７畅０３％ 首选亲友推荐 ，７畅４２％ 首选其

他渠道 。

2畅4 　膳食补充剂的主观服用效果
　 　在 １６９位过去两周服用过膳食补充剂的中学生

中 ，认为达到服用目的或取得效果的有 ８６ 人 ，占

５０畅８９％ ；认为没有达到目的或无效的有 ３２ 人 ，占

１８畅９３％ ；对服用效果不确定的为 ５１ 人 ，占

３０畅１８％ 。 不同性别 （χ
２
＝ ９畅６３ ， P ＝ ０畅００８ ，P ＜

０畅０１） 、不同服用习惯（χ
２
＝ １０畅１２ ，P ＝ ０畅００６ ，P ＜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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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畅０１）对服用效果的评价有差别 ，不同城市 、不同年

级 、家长的职业 、家长的学历 、服用的品种数 ，对服用

膳食补充剂的效果评价无统计学差异（表 ３） 。

表 3 　两周内膳食补充剂的服用效果［n（％ ）］

调查项目
达到预
期效果

未达到
预期效果

不确定 合计

性别

　 男
５１

（５８  ．６２）

１９

（２１ 潩．８４）

１７

（１９ 7．５４）

８７

（１００ 骀．００）

　 女
３５

（４２  ．６８）

１３

（１５ 潩．８５）

３４

（４１ 7．４６）

８２

（１００ 骀．００）

服用习惯

　 按说明书服用
６２

（６０  ．７８）

１５

（１４ 潩．７１）

２５

（２４ 7．５１）

１０２

（１００ 骀．００）

　 偶尔或随意服用
２４

（３５  ．８２）

１７

（２５ 潩．３７）

２６

（３８ 7．８１）

６７

（１００ 骀．００）

合计
８６

（５０  ．８９）

３２

（１８ 潩．９３）

５１

（３０ 7．１８）

１６９

（１００ 骀．００）

3 　结论与讨论

3 ．1 　中学生服用膳食补充剂具有阶段性特征
　 　在本次调查的中学生中 ，自进入中学以来膳食

补充剂服用率为 ２４ ．５６％ ，高于王金子等［５］报道的

１０ ～ １２岁人群 １６ ．９％ 的服用率 ；与董建华等［６］报道

的高三学生 ２２ ．０％ 的服用率相近 。不同年级中学

生膳食补充剂服用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初中入

学和高中入学阶段的膳食补充剂服用率和两周服用

率较高 ，毕业阶段与入学阶段服用率持平 ，提示服用

率和两周服用率可能与学习压力或适应压力有关 ，

应当在入学阶段配合健康教育展开合理服用膳食补

充剂的相关干预 。

3 ．2 　 中学生膳食补充剂的服用特征城市间差异

明显

　 　沈阳中学生膳食补充剂的服用率 、两周服用率

均高于上海 ，沈阳的中学生家庭更关注膳食补充剂

的类别和品牌 。由于调查问卷技术的局限性 ，产生

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否与两城市家庭收入水平 、食品

药品安全环境 、文化有关 ，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3 ．3 　家长的职业是否与医药相关对膳食补充剂服
用选择的影响较大

　 　家长职业和医药相关的中学生膳食补充剂服用

率 、两周服用率 ２倍于家长职业与医药无关的家庭 ；

对产品的类别（药品 、保健食品还是普通食品）和品

牌（国产还是进口）的关注度也更高 。

3 ．4 　中学生家庭对于膳食补充剂的获得渠道和资
讯渠道偏好较为理性

　 　家长总体而言比较理性 ，首选到专业机构实体

药店购买 ，相关资讯更倾向于听从医药营养专业人

员的推荐 。 但调查中也暴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的迹

象 ，如 ，近 １／５的家长选择从电商平台（不含网络药

店）购买膳食补充剂 ，使得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难

以保证 。而由药品连锁经营企业开设的并有执业药

师在线服务的网络药店 ，排在首选购买渠道的最末 ，

原因何在待查 。

3 ．5 　膳食补充剂服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待确证
　 　目前通过问卷调查手段 ，还很难进行科学评估 ，

但是在长期服用膳食补充剂的中学生中 ，有

２２畅６２％ 的人不清楚自己服用的膳食补充剂是药品 、

保健品还是普通食品 ；两周内服用过膳食补充剂的

中学生中 ，有 ３９ ．６４％ 的人没有按照说明书指导而

是随意或偶尔服用膳食补充剂 。只有一半的服用者

认为达到了预期的膳食补充目的 ，是否达到预期目

的仅与性别和服药习惯有关 ，与家庭特征 、服用品种

数无关 。过量服用维生素或膳食补充剂导致损害时

有报道［７］
，因此应当加强关于合理服用膳食补充剂

的科普宣传 。

3 ．6 　其他影响因素
　 　中学生的家庭可支配收入 、营养状况 、饮食习惯

等可能对膳食补充剂的服用产生影响 。本次调查未

采集到相关数据 ，期待后续研究讨论 。

　 　致谢 ：本文的统计学描述在第二军医大学统计

学教研室吴骋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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