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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Use this survey to learn the dietary behavior, health nutritional knowledge and dietary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health. Methods: By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we have surveyed 347 students at school. Results: 
There are 23.05% boys and 76.95% girls surveyed; 61.38% of the students had dinner on time 
and 54.18% of the students drank 500 - 1000 mL daily. 39.19% of the students almost do not ex-
ercise. 31.7% of the students have stomach pain symptoms. 77.52%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it wa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health education. 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erious problems in di-
etary nutr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re are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ir daily life, which have 
affected the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nutrition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it is supposed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dietary nutrition of college stu-
dents, sports, behavior habits and so on.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 Dietary Nutrition, Health Condition 

 
 

在校大学生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朱秀敏1*，潘丽娟2，武宇红1，张雪辉1，武丽娜1 
1邢台学院，河北 邢台 
2邢台现代职业学校，河北 邢台 

 
 
收稿日期：2020年1月22日；录用日期：2020年2月5日；发布日期：2020年2月12日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hjfns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0.91010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0.91010
http://www.hanspub.org


朱秀敏 等 
 

 

DOI: 10.12677/hjfns.2020.91010 83 食品与营养科学 
 

 
 

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饮食行为、健康状况及对营养知识认知的水平和态度，为提高大学生身体健康水平提

供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347名在校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在调查的23.05%男生和

76.95%的女生中，61.38%的同学会按时吃饭，54.18%的同学每日饮水量为500~1000 mL，39.19%
的同学几乎每天不运动，31.7%的同学会出现胃疼症状，77.52%的同学认为有必要进行健康教育。结

论：目前大学生膳食营养存在严重问题，日常生活中健康状况有潜在问题，且已经影响到了大学生的身

体健康，应加强对大学生的营养教育，改善大学生膳食营养状况、运动情况、行为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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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都非常重视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也曾对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和营养状况做过多次

大规模调查。《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状况调查》表明，近几年来城镇居民的饮食、营养状况有明显的改善，

营养不良和营养缺乏的现象逐渐下降[1]，说明人体的健康状况与人自身的膳食营养息息相关。营养与体

质状况也是反映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国民的身体素质对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处于知识学习重要阶段的大学生。因此，大学生营养状况不仅是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也是

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饮食营养与体质状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科技的进步，使当代大学

生出现了新的“电子依赖病”所引发的颈椎病、用眼过度、熬夜等不良反应。目前大学生对膳食营养知

识的了解情况较有限，正确的营养态度及膳食行为形成率均不高，不吃早餐、吃零食、营养搭配不平衡

等行为较普遍[2] [3] [4] [5] [6]。本文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大学生的饮食习惯、膳食搭配、营养

健康状况及对营养知识的了解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为大学生更好的均衡营养和饮食，保持健康的身

体提供参考。 

2. 时间与对象 

2019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1 日，以邢台学院、邢台现代职业学校、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在校大

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电子问卷调查法，网上发放问卷，共收集有效问卷 347 份(男生 80 人，女生 267
人)、废卷 30 份，有效回收率 92.04%。 

3. 方法及过程 

问卷参考相关文献以及大学生生活习惯进行制作，调查内容包括饮食习惯、营养平衡、对食堂方面

的看法、饮水习惯、身体状况和对营养知识的了解情况。采用随机发放问卷取样的方法进行调查，网上

发放问卷并在线解说后由被调查人填写。利用问卷星软件网络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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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讨论 

4.1. 按时进餐的情况 

本次调查显示，能做到每天都按时吃饭的同学有 213 人，占总人数百分比为 61.38%，有接近 40%的

同学不能做到按时进餐。按时吃饭的好处就是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而且可以使胃部不受侵害，如果不

按时吃饭，胃酸分泌会使胃形成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导致胃穿孔。 

4.2. 饮食习惯 

由调查结果可知，大多数同学是依据自己的喜好和心情来决定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52.45%的

同学只凭自己喜好挑选食物，有 73.49%的同学根据自己心情选择饮食时间和量，这样的饮食习惯是当下

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随性自由。但是因此也容易由于饮食单一，暴饮暴食或者节食而引起营养不良，缺

乏某种维生素等健康问题。对于吃水果的习惯，每天都吃的同学有 141 名，比例为 40.63%，偶尔吃的同

学 202 人，占比 58.21%，说明部分同学有吃水果的习惯，但是仍然有大部分同学没有养成经常的习惯。

每天摄取适量的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 C，有些水果还具有防癌以及美化肌肤的功效，对身体其他器官

也都有相当的助益。比如草莓富含维生素 C，可防止伤风、牙龈出血、便秘、动脉硬化；杏子富含维生

素 A，可预防癌症、消除疲劳；香蕉补充体力，防止便秘、高血压和整肠作用；木瓜帮助消化，防止便

秘；枇杷预防感冒、便秘、动脉硬化等疾病。 
外卖，作为食品行业的新秀，不仅满足了当代人的对于美食种类的需求，还使大学生避免了去食堂

拥挤排队的麻烦。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好吃又方便。调查显示，有 46.97%的同学从来不点外卖，有 44.67%
的同学每月点一到两次外卖。他们点外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天气问题和不想离开宿舍或家，还有一部分

是由于食堂或家里饮食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大家对于选择在外边吃饭，对就餐卫生还是很重视的，说

明了同学们对于自己的饮食卫生还是重视的，而对于口味的要求也比较高，据统计大家对于就餐环境卫

生和食品味道的重视度相差不多，大家选择吃饭地点时，口味和环境为决定因素。 
对于动物肝脏的食用，有 73.49%人偶尔吃，有 23.34%人从来不吃，有 3.17%人经常吃。动物肝脏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胆固醇等营养物质，对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维持成人的身体健

康都有一定的益处。此外，食用肝脏还具有防治某些疾病的作用，如角膜干燥症、夜盲症、角膜炎等因

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眼病。但是，肝脏是动物的最大解毒器官，动物体内的各种毒素，大多要经过肝脏

来处理、排泄、转化、结合，因此，肝脏中暗藏着毒素。肝脏又是重要的免疫器官和“化学加工厂”，

它可以产生多种激素、抗体、免疫细胞等，而这些物质往往对异体(例如对人体)有毒。动物体内其它组织

发生病变时，有时肝脏也会首先发生肿大、瘀血。由于肝脏贮血较多，血量丰富，所以进入动物体内的

细菌、寄生虫，往往在肝脏生长繁殖。此外，肝脏本身也容易发生病变，如动物的肝炎、肝硬化、肝癌

等。因此，肝脏虽好，但必须善于选择和烹饪加工。 

4.3. 饮水习惯 

水是生命之源，多饮水有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通便、美容等作用，水喝少了或者口渴时才喝

水可能造成血液浓缩，使含有氮的废物无法排出，长期以往对身体造成不利[7]。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推荐成年人每天饮水量为 1500~1700 mL，本次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日饮水量明显不足，54.18％的同学每

日饮水量为 500~1000 mL，另有 19.31%的学生每日饮水量不足 500 mL，达到推荐标准的仅占 6.63%。大

学生饮用白开水的人数较多，并且调查发现女生饮用白开水的人数远远多于男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

与学生自身观念、生活习惯、经济条件、消费观念以及学校设施有一定的关系，也可能是饮料、果汁防

腐剂的添加，自来水的不卫生，一些同学对茶水的不习惯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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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参加体育锻炼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每天运动的时间相对不足，有 39.19%的同学几乎不运动，仅有 9.5%的男生和

7.3%的女生可以做到天天参加体育运动，且女生参加体育运动的频率远远不如男生，这与男生天生好动

而女生多喜安静的性格有关。然而健康的身体不仅需要合理的膳食营养还需要适当的体育锻炼，参加体

育运动可以提高大学生的身体体质，并使其积极主观良好感和健康满意度水平均升高[9]，且适当的锻炼

也有助于营养的吸收。所以建议大学生应积极参加慢跑、打羽毛球、打篮球等有氧体育运动。 

4.5. 健康状况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 31.7%的同学会出现胃疼症状，65 名男生和 88 名女生有肠胃疾病，占男女的

百分比分别为 81.25%和 32.96%，这与用餐不规律、副食代替主食、选择食物不健康等有关，男同学胃肠

疾病高于女同学发生的原因，可能与男同学对生活要求较低以及不太会照顾自己有关。147 名同学有眼

睛方面的问题，如：眼睛干涩、怕光、易疲劳、视力下降和夜盲等问题，其中视力下降是最主要的问题，

占总人数的 42.36%。这与用眼不卫生有关，但是也说明大学生日常膳食营养不平衡，缺乏维生素和微量

元素摄入。应加强瘦肉、动物内脏、蔬菜、奶蛋类的摄入[8]，均衡营养。 

4.6. 对营养知识的认知及获得渠道 

在校大学生对营养知识的认知情况不太理想，对人体必需营养元素回答 158 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

45.53%，对维生素 C、无机盐、膳食纤维的来源回答正确的人数为 112 人，正确率仅有 32.28%，对营养

知识的获得来源，151 名同学通过网络，52 名通过电视和电台，55 名通过报刊和杂志，22 名通过老师和

同学，占总人数的百分比分别为 43.52%、14.99%、15.85%、6.34%。269 名同学认为有必要对大学生进

行膳食营养方面的教育，占百分比为 77.52%。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学生缺乏必要的营养知识，而且没有系

统的营养知识的教育，说明营养知识教育宣传远远不够[10]。但是学生方面都愿意接受更多的营养知识教

育，应加强对大学生营养知识的教育，使大学生能有系统深入的了解。 

4.7. 大学生对食堂饮食态度 

本次调查显示，232 名同学对食堂的卫生状况不满意，占总人数百分比为 66.85%；247 名同学认为

食堂的饭菜不能满足自己的营养需求，占 71.18%；241 名同学希望食堂可以配备专业的营养师来对饭菜

进行营养搭配，占 69.45%。建议学校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强对食堂方面的管理，延长开放时间，

对炊事人员进行营养健康教育，从而通过学校食堂向学生提供卫生且品种丰富的食品[11]，建议雇佣营养

师为学生进行营养搭配，使学生可以从食堂吃到营养搭配更均衡的饭菜。应增加动物内脏、鸡蛋、豆制

品、深色蔬菜等富含维生素食物的供应，蔬菜要新鲜，先洗后切，切后便炒，急火快炒，淘米不要过度，

以免维生素丢失太多[12]，注意食品烹调艺术，进行食品合理调配。加强食堂卫生管理，健康膳食首先是

卫生饮食，它直接关系到师生健康。要严把采购质量关，操作、环境、个人卫生关，认真贯彻食品卫生

法和食堂各项规章制度，严防食物中毒和肠道传染病的发生[13]。 

5. 结论 

地方高校在校大学生中不注重食用早餐，吃零食、夜宵，偏好重口味，饮水量不满足身体需求，营

养搭配不平衡等错误饮食习惯普遍存在，而且不能进行适当的日常体育锻炼，这些直接导致了多数学生

存在眼睛和肠胃方面疾病，免疫力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结果。大学生也缺少全面的膳食营养教育。

面对这些问题，除了需要学生自己提高重视程度，规范饮食行为，还需要学校方面的重视，关注大学生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0.91010


朱秀敏 等 
 

 

DOI: 10.12677/hjfns.2020.91010 86 食品与营养科学 
 

膳食健康，一方面强化学生食堂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开展对学生的膳食营养教育的课程，加大膳食健

康的宣传力度，双管齐下，改善大学生膳食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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