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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了解大学生营养状况暍营养知识的知晓情况棳以便为提高大学生的营养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暎
方法暋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某医学院校棾暙棿年级本科学生棽棸 人棳对其进行问卷调查暍体格检测和实

验室检查暎结果暋医学生对营养相关知识平均得分为棬椄棸灡棾暲棻棻灡椆椆棭分棳女生高于男生棬椊 灡椂棻棳 椉棸灡棸棻棭椈护
理学专业棬椄椂灡椂棸暲棻棸灡棽椃棭高于预防医学专业棬椃椆灡棿棻暲棻棻灡椄椃棭棳高于临床医学专业棬椃灡椆棻暲棻棻灡棽椄棭棳专业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棬 椊棻椄灡棾椆棳 椉棸灡棸棻棭椈医学生获取营养知识的途径主要来源于课堂教学棬椂棿灡 棩棭暍书刊报纸

棬棿椂灡棸棩棭和电视广播棬棻灡 棩棭椈斅斖斏指数女生倾向于营养不良棳消瘦发生率为棽椃灡棽棩棳男生倾向于营养过剩棳超
重发生率为棻棿灡棾棩椈男生锌暍铁缺乏率分别为椃棾灡 棩和椄灡棽棩棳女生分别为椄棸灡椄棩和棾棽灡 棩棳铁缺乏率在性别之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棬氈棽椊棻棻灡棽棸棳 椉棸灡棸 棭结论暋医学生对营养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总体较好棳但营养不良发

生率较高棳女性血清铁和总体血清锌含量偏低暎
关键词暋医学生椈营养状况椈营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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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棳正处在人生

过程中一个重要年龄阶段棳因为生理暍心理及学习

任务繁重棳且生活不受约束棳饮食随意性大棳容易因

膳食结构不合理而降低其营养水平暎而作为将来

医务人员的医学生棳其行为饮食习惯可能会影响到

患者及周围人群的行为方式暎了解更多的营养知

识有助于大学生纠正不良饮食习惯棳从而促进其营

养水平椲棻椵暎为此棳我们对某医学院校在校大学生的

营养状况暍营养知识进行调查棳为采取有效措施提

高大学生的营养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棾棿



斒斒旈旑旈旑旂斖斿斾斦旑旈旜棳斈斿斻斿旐斺斿旘棽棸棻棾棳斨旓旍灡棾椂棳斘旓棶椂

棻棶棻暋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棳抽取某医学院校棾
暙棿年级本科学生棽棸 人进行问卷调查暍体格检测

和实验室检查棳其中问卷调查获有效问卷棽棸棸份棳
有效率椆椃灡椂棩 椈其中男生棿椆人棳女生棻棻人椈年
龄棽棻暙棽棿岁椈大三棻椂人棳大四棿棿人椈护理学专业

椃棽人棳预防医学专业棿棿人棳临床医学专业椄棿人暎
棻灡棽暋方法

棻棶棽灡棻暋问卷调查暋参考有关文献棳自行设计的营

养知识调查问卷棳问卷包括一般人口学棬性别暍年
龄暍专业 暍户口所在地暍月消费水平等棭暍营养知识

掌握情况暍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棾个部分暎其中营

养知识部分棻椃题棳答对棻题得棻分棳总分转换成百

分制椈内容主要涉及棾大产能营养素暍矿物质暍维生

素暍平衡膳食等暎
棻棶棽灡棽暋体格检查暋按照全国体质健康调研细则准

确测量学生的身高暍体重暎采用体质指数棬斅旓斾旟
斖斸旙旙斏旑斾斿旞棳斅斖斏棭评价学生的营养状况棳斅斖斏椊体

重棬旊旂棭棷椲身高棬旐棽棭椵暎判断标准为椇斅斖斏椉棻椄灡
为营养不良棳棻椄灡 暙棽棿灡棸为正常棳椌棽棿灡棸为肥胖暎
棻灡棾暋实验室检查

棻棶棾灡棻暋血清锌含量测定 采用微分电位溶出法检

测血清中锌的含量棳正常值椆棸暙棻棸毺旂棷斾斕暎
棻棶棾灡棽暋血清铁含量测定暋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检

测血清中铁的含量棳正常值棻棿暙棾棽毺旐旓旍棷斕暎
棻灡棿暋统计学方法

采用斉旞斻斿旍和斢斝斢斢棻棻灡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医学生营养知识掌握情况

棽棶棻灡棻暋营养知识得分情况暋营养知识得分情况

由表棻可见棳棽棸棸名医学生营养知识总分平均为

棬椄棸灡棾暲棻棻灡椆椆棭分棳 低棾 分棳 高棻棸棸分暎女生

高于男生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椊 棴 灡椂棻棳 椉
棸灡棸棻棭暎不同专业得分棳护理专业高于其他两类专

业的学生暎见表棻暎
表棻暋不同性别暍年级暍专业之间的营养知识得分棬 暲 棭
分类 变量 人数 知识得分

性别

暋
男生

女生

棿椆
棻棻

椃棽灡椃椂暲棻棽灡椃椂
椄棾灡棸椂暲棻棸灡椆 棴灡椂棻 棸灡棸棸棸

年级

暋
大三

大四

棻椂
棿棿

椄棸灡椄棿暲棻棽灡棸棿
椃椆灡棿棻暲棻棻灡椄椃 棴棸灡椃棸 棸灡棿椄

专业

暋

预防与检验

护理

临床与精神

棿棿
椃棽
椄棿

椃椆灡棿棻暲棻棻灡椄椃
椄椂灡椂棸暲棻棸灡棽椃
椃灡椆棻暲棻棻灡棽椄

棻椄灡棾椆 棸灡棸棸棸

棽棶棻灡棽暋营养知识知晓情况暋分析显示医学生对富

含蛋白质暍胆固醇暍钙暍铁等食物的知晓率较好棳但
对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暍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暍脂
溶性维生素暍补充剂暍强化剂暍青少年膳食指南的认

知水平较差暎女生对相关知识的知晓率高于男生棳
通过氈棽 检验青少年膳食指南暍营养状况的计算方

法暍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暍过量摄入引起中毒的

维生素及健康成人每天的食盐量 个营养学问题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见表棽暎

表棽暋不同性别医学生营养知识知晓率比较棬棩棭
问题 男生 女生 总知

晓率 氈棽

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椃棻灡棿 椃棻灡 椃棻灡 棸灡棸棸 棻灡棸棸
含胆固醇较高的食物 棻棸棸灡棸椆椆灡棾 椆椆灡 棸灡棸棸 棻灡棸棸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椆灡椆 椆灡棿 椆灡 棸灡棸棸 棻灡棸棸
富含钙的食物 椄灡椃 椄椃灡棿 椄椃灡棸 棸灡棻棸 棸灡椃
含碘较高的食物 棻棸棸灡棸棻棸棸灡棸棻棸棸灡棸棸灡棸棸 棻灡棸棸
预防缺铁性贫血的食物 椃椃灡椂 椄椂灡棻 椄棿灡棸 棽灡棸棻 棸灡棻椂
高热能暍高脂肪饮食引起的疾病 椆灡椆 椆椄灡椃 椆椄灡棸 棸灡棾椃 棸灡 棿
青少年膳食指南的主要内容 棽棿灡 棿灡棾 棿椃灡棸棻棾灡棽棸棸灡棸棸
评价机体营养状况的方法 椄棻灡椂 椆椃灡棿 椆棾灡 棻棽灡 椂棸灡棸棸
暟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暠的主要内容 棿棽灡椆 椄棸灡椄 椃棻灡 棽椂灡棻棾棸灡棸棸
水溶性维生素的主要来源 椄椃灡椄 椆棽灡椃 椆棻灡 棸灡椂棽 棸灡棿棾
过量摄入引起中毒的维生素 棿棿灡椆 椃棽灡椄 椂椂灡棸棻棽灡椄椄棸灡棸棸
人体缺锌使免疫反应降低棳易受感染 椃棾灡 椄棾灡棿 椄棻灡棸 棽灡棾椆 棸灡棻棽
维生素补充剂能否代替从日常饮食中
摄取维生素 椂椆灡棿 椃椂灡棽 椃棿灡 棸灡椄椆 棸灡棾
健康成年人每天的食盐量 椂椆灡棿 椄椃灡棿 椄棾灡棸 椄灡 棽 棸灡棸棸
妇女孕期缺锌棳新生儿容易造成先天
畸形 椄棻灡椂 椃椄灡椄 椃椆灡 棸灡棻椄 棸灡椂椃
强化食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棾棿灡椃 棿椆灡椃 棿椂灡棸 棾灡棾棿 棸灡棸椃

棽棶棻灡棾暋获取营养知识的途径暋采用多项选择的方

法棳通过分析显示医学生获取营养知识的途径主要

来源于课堂教学棬椂棿灡 棩棭暍书刊报纸棬棿椂灡棸棩棭和电

视广播棬棻灡 棩棭棳结果见图棻暎

图棻暋医学生获取营养知识主要途径

椂棾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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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暋体格检查结果

棽棶棽灡棻暋身高暍体重指标暋由表棾可见棳医学生中男

生平均身高暍体重暍斅斖斏指数分别为 棻椃棾灡棸棿斻旐暍
椂灡棻旊旂和棽棻灡椃椃椈女生分别为棻椂棽灡棾椂斻旐暍棽灡棾棽旊旂
和棻椆灡椄棿棳男生均高于女生棳经 检验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暎该校医学生男女生身高均高于全国常模棳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棳男生体重高于常模棳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暎

表棾暋不同性别医学生身高暍体重暍斅斖斏比较棬 暲 棭
分组暋暋暋暋 身高棬斻旐棭 体重棬旊旂棭 斅斖斏棬旊旂棷旐棽棭
男生 医学生 棻椃棾灡棸棿暲棿灡棿椆 椂灡棻 暲椃灡棸棾 棽棻灡椃椃暲棽灡棾椃

常模 棻椂灡棾暲椄灡棾棸 椆灡椄暲棻棸灡棾棸 棴
棻棽灡棸椃椂灣 灡棾棾灣 棴

女生 医学生 棻椂棽灡棾椂暲棿灡棾棽 棽灡棾棽暲椂灡棻 棻椆灡椄棿暲棽灡棻棸
常模 棻棿灡棿暲椃灡棸 棾灡棸暲椆灡棸 棴

棽棽灡椂棿棿灣 棴棻灡棾椃 棴
男暘女暋暋暋 棻棿灡椄椄 灣 棻棽灡棽棿椄灣 灡棿棾棸灣

暋暋注椇灣 椉棸灡棸棸棻

棽棶棽灡棽暋体质状况暋结果显示男生体质状况异常主

要表现为超重棳发生率为棻棿灡棾棩椈女性则表现为消

瘦棳发生率为棽椃灡棽棩椈经过统计学分析男女体质状

况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氈棽椊棻棾灡棻棳 椉棸灡棸 棭棳
总体营养不良发生率为棽椆灡 棩暎结果见表棿暎

表棿暋不同性别医学生体质状况分布情况棬旑棳棩棭
性别 指标

消瘦

棬斅斖斏椉棻椄灡 棭
正常

棬斅斖斏椇棻椄灡 暙棽棿棭
超重

棬斅斖斏椌棽棿棭
男生 人数 棽棬棿灡棻棭 棿棸棬椄棻灡椂棭 椃棬棻棿灡棾棭
女生 人数 棿棻棬棽椃灡棽棭 棻棸棻棬椂椂灡椆棭 椆棬椂棭

棽灡棾暋血清铁和血清锌的实验室检查结果

结果显示医学生中男生血清锌和血清铁的平

均含量均高于女性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椈男生

锌暍铁缺乏率分别为椃棾灡 棩和椄灡棽棩棳女生分别为

椄棸灡椄棩和棾棽灡 棩棳铁缺乏率在性别之间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棬氈棽椊棻棻灡棽棸棳 椉棸灡棸 棭暎结果详见表

暎

表 暋医学生血清锌和血清铁含量及缺乏率比较棬 暲 棭
分类暋暋暋暋 血清锌棬毺旂棷斾斕棭 血清铁棬毺旐旓旍棷斕棭

含量 男生 椄椂灡棿椂暲椂灡棿 棽棻灡椂棻暲棿灡椂棻
女生 椄棾灡棾椃暲椄灡椆椂 棻椄灡棸椃暲 灡椂椃

棽灡棽棾 棾灡椆椂椄
棸灡棸棽椃 棸

缺乏率棬棩棭 男生 椃棾灡 椄灡棽
女生 椄棸灡椄 棾棽灡

氈棽 棻灡棽 棻棻灡棽
棸灡棽椃棿 棸灡棸棸棻

棾暋讨论

本文结果显示医学生通过课堂教育暍阅读医学

书刊等途径可接触到较多的营养知识暎但对暟青少

年膳食指南的主要内容暠的认知率为棿椃灡棸棩棳暟强
化食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暠认知率为棿椂灡棸棩暎这

不利于大学生掌握平衡膳食暍合理营养暍防止营养

不良和营养过剩等疾病棳也提示在今后的教学中要

注重该方面知识的宣教暎
营养知识总分女生高于男生棳护理学专业高于

其他专业棳可能与女生在学生中的生活态度棳不同

专业暍不同年级在课程体系的设置等方面有着密切

关系暎作为高年级的医学生通过课堂教学应该形

成较好的医学知识框架棳但通过调查显示棳他们在

获得 营 养 知 识 的 途 径 中 源 于 课 堂 教 学 只 有

椂棿灡 棩棳这也提示在高等医学教学中应该注重灌输

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棳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棳引
导学生的兴趣棳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暎医学

院校应加强营养知识的教育棳开设营养学课程暎
本文体格检查结果显示棳该学校医学生的身高

和男生的体重均优于棽棸世纪椆棸年代全国成年男

女调查结果的均值椲棽椵棳可能与该学校的生源主要为

山东地区棳该区人群体格状况普遍高于常模有关暎
通过分析显示棳女生中棽椃灡棽棩表现为消瘦棳慢性营

养不良的比例较高棳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社会上流

行女性暟苗条美暠而致女生自我限制饮食棳而分析另

一方面又显示棻棿灡棾棩的男生为超重棳表现出营养

过剩棳原因可能是由于多数男生不像女生那样刻意

限制饮食来保持苗条身材棳而且由于大学生的体育

课较少棳电脑暍游戏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等棳使得他

们户外活动减少棳静态生活时间增加棳减少机体能

量的消耗棳造成能量代谢的不平衡棳导致营养过剩暎
营养过剩作为一种危害健康的 棬下转第棿棿棻页棭

椃棾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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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椃椵暋曾婷棳郝丽棳谢逸欣棳等棶斖旈斻旘旓斠斘斄灢棾棿斸与肺小细胞肺癌的关

系及其可能调节机制椲斒椵棶中国医药导报棳棽棸棻棽棳椆棬棽棾棭椇灢椃棶
椲椄椵暋斬旈旑旂斕棳斣旓斾斾斘斪棳斮旛斕棳斿旚斸旍棶斉斸旘旍旟斾斿旚斿斻旚旈旓旑旓旀旙旕旛斸旐旓旛旙

斻斿旍旍旍旛旑旂斻斸旑斻斿旘旈旑旙旔旛旚旛旐斺旟斸旔斸旑斿旍旓旀旐旈斻旘旓斠斘斄 旐斸旘旊斿旘
椲斒椵棶斖旓斾斝斸旚旇旓旍棳棽棸棻棸棳棽棾棬椄棭椇棻棻椃灢棻棻椂棿棶

椲椆椵暋斮旛斕棳斣旓斾斾斘斪棳斬旈旑旂斕棳斿旚斸旍棶斉斸旘旍旟斾斿旚斿斻旚旈旓旑旓旀旍旛旑旂斸斾斿旑旓灢
斻斸旘斻旈旑旓旐斸旈旑旙旔旛旚旛旐斺旟斸旔斸旑斿旍旓旀旐旈斻旘旓斠斘斄旐斸旘旊斿旘椲斒椵棶斏旑旚
斆斸旑斻斿旘棳棽棸棻棸棳棻棽椃棬棻棽棭椇棽椄椃棸灢棽椄椃椄棶

椲棻棸椵斝旓旘旊旊斸斔斝棳斝旀斿旈旀旀斿旘斖斒棳斪斸旍旚斿旘旈旑旂斔斔棳斿旚斸旍棶斖旈斻旘旓斠斘斄斿旞灢
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旔旘旓旀旈旍旈旑旂旈旑旔旘旓旙旚斸旚斿斻斸旑斻斿旘椲斒椵棶斆斸旑斻斿旘斠斿旙棳棽棸棸椃棳椂椃
棬棻棾棭椇椂棻棾棸灢椂棻棾 棶

椲棻棻椵斪斸旍旚斿旘旈旑旂斔斔棳斝旓旘旊旊斸斔斝棳斒斸旍斸旜斸斢斉棳斿旚斸旍棶斄旑斾旘旓旂斿旑旘斿旂旛旍斸灢
旚旈旓旑旓旀旐旈斻旘旓灢斠斘斄旙旈旑旔旘旓旙旚斸旚斿斻斸旑斻斿旘椲斒椵棶斝旘旓旙旚斸旚斿棳棽棸棻棻棳椃棻
棬椂棭椇椂棸棿灢椂棻棿棶

椲棻棽椵斅旘斸旙斿斒斆棳斪旛旚旚旈旂斈棳斔旛旑斿旘斠棳斿旚斸旍棶斢斿旘旛旐 旐旈斻旘旓斠斘斄旙斸旙
旑旓旑灢旈旑旜斸旙旈旜斿斺旈旓旐斸旘旊斿旘旙旀旓旘斻斸旑斻斿旘椲斒椵棶斖旓旍斆斸旑斻斿旘棳棽棸棻棸棳椆椇
棾棸椂灢棾棻 棶

椲棻棾椵斏旓旘旈旓斖斨棳斊斿旘旘斸斻旈旑斖棳斕旈旛斆斍棳斿旚斸旍棶斖旈斻旘旓斠斘斄旂斿旑斿斿旞旔旘斿旙灢
旙旈旓旑斾斿旘斿旂旛旍斸旚旈旓旑旈旑旇旛旐斸旑斺旘斿斸旙旚斻斸旑斻斿旘椲斒椵棶斆斸旑斻斿旘斠斿旙棳
棽棸棸 棳椂 棬棻椂棭椇椃棸椂灢椃棸椃棸棶

椲棻棿椵斠斸斾旓旉旈斻旈斻斒棳斱斸旘旜旈旑旓旙斄棳斨斿旘旊旓旛旙旙旈旙斣棳斿旚斸旍棶斖旈斻旘旓斠斘斄斿旞灢
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旈旑旚旘旈旔旍斿灢旑斿旂斸旚旈旜斿棬斉斠棳斝斠斸旑斾斎斿旘棽棷旑斿旛棭
斺旘斿斸旙旚斻斸旑斻斿旘椲斒椵棶斆斿旍旍斆旟斻旍斿棳棽棸棻棻棳棻棸棬棾棭椇棸椃灢棻椃棶

椲棻 椵斦斿斾斸斣棳斨旓旍旈旑旈斸斢棳斚旊旛旐旛旘斸斎棳斿旚斸旍棶斠斿旍斸旚旈旓旑斺斿旚旝斿斿旑旐旈灢
斻旘旓斠斘斄斸旑斾旔旘旓旂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旑斾旔旘旓旂旑旈旙旈旙旓旀旂斸旙旚旘旈斻斻斸旑斻斿旘椇斸旐旈灢

斻旘旓斠斘斄斿旞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椲斒椵棶斕斸旑斻斿旚斚旑斻旓旍棳棽棸棻棸棳棻棻棬棽棭椇
棻棾椂灢棻棿椂棶

椲棻椂椵斣旈斿斒棳斝斸旑斮棳斱旇斸旓斕棳斿旚斸旍棶斖旈斠灢棽棻椄旈旑旇斸斺旈旚旙旈旑旜斸旙旈旓旑斸旑斾
旐斿旚斸旙旚斸旙旈旙旓旀旂斸旙旚旘旈斻斻斸旑斻斿旘斺旟旚斸旘旂斿旚旈旑旂旚旇斿斠斚斺旓旍旘斿斻斿旔旚旓旘
椲斒椵棶斝斕旓斢斍斿旑斿旚棳棽棸棻棸棳椂棬棾棭椇斿棻棸棸棸椄椃椆棶

椲棻椃椵斢斸旊旛旘斸旈斔棳斊旛旘旛旊斸旝斸斆棳斎斸旘斸旕旛斻旇旈斣棳斿旚斸旍棶斖旈斻旘旓斠斘斄旙旐旈斠灢
棻椆椆斸灢旔斸旑斾灢棾旔旚斸旘旂斿旚旚旇斿斅旘旐旙旛斺旛旑旈旚旓旀斢斪斏棷斢斘斊旚旓旂斿旑斿灢
旘斿斸旚斿斸斾旓旛斺旍斿灢旑斿旂斸旚旈旜斿旀斿斿斾斺斸斻旊旍旓旓旔旈旑斸旜斸旘旈斿旚旟旓旀旇旛旐斸旑
斻斸旑斻斿旘椲斒椵棶斆斸旑斻斿旘斠斿旙棳棽棸棻棻棳椃棻棬棭椇棻椂椄棸灢棻椂椄椆棶

椲棻椄椵斱旇斸旑旂斆棳斎斸旑斕棳斱旇斸旑旂斄棳斿旚斸旍棶斍旍旓斺斸旍斻旇斸旑旂斿旙旓旀旐斠斘斄斿旞灢
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旘斿旜斿斸旍旙斸旑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斾斸斻旚旈旜旈旚旟旓旀旚旇斿旈旑旚斿旘旀斿旘旓旑旈旑斾旛斻斿斾
旙旈旂旑斸旍旚旘斸旑旙斾旛斻斿旘斸旑斾斸斻旚旈旜斸旚旓旘旓旀旚旘斸旑旙斻旘旈旔旚旈旓旑棬斢斣斄斣棭旔斸旚旇灢
旝斸旟斺旟旘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旓旀旐旈斠灢棽棽棻棷棽棽棽旈旑旂旍旈旓斺旍斸旙旚旓旐斸斦棽棻斻斿旍旙
椲斒椵棶斏旑旚斒斚旑斻旓旚棳棽棸棻棸棳棾椂棬椂棭椇棻棸棾灢棻棻棽棶

椲棻椆椵魏厚禄棳张春智棳戚贵军棳等棶人胶质瘤细胞及组织中 旐旈斠斘斄灢
棽棽棻棷棽棽棽表达变化及意义椲斒椵棶山东医药棳棽棸棻棽棳棽棬棽椂棭椇棾灢椂棶

椲棽棸椵斝斸旔斸旂旈斸旑旑斸斸旊旓旔旓旛旍旓旙斣棳斢旇斸旔旈旘旓斄棳斔旓旙旈旊斔斢棳斿旚斸旍棶斖旈斻旘旓斠灢
斘斄灢棽棻旚斸旘旂斿旚旙斸旑斿旚旝旓旘旊旓旀旊斿旟旚旛旐旓旘灢旙旛旔旔旘斿旙旙旈旜斿旔斸旚旇旝斸旟旙
旈旑旂旍旈旓斺旍斸旙旚旓旐斸斻斿旍旍旙椲斒椵棶斆斸旑斻斿旘斠斿旙棳棽棸棸椄棳椂椄椇椄棻椂棿灢椄棻椃棽棶

椲棽棻椵斱旇旈斊棳斆旇斿旑斬棳斪斸旑旂斢棳斿旚斸旍棶斣旇斿旛旙斿旓旀旇旙斸灢旐旈斠灢棽旍棳旇旙斸灢
旐旈斠灢棻椄棻斺斸旑斾旇旙斸灢旐旈斠灢棻棸椂斸斸旙旔旘旓旂旑旓旙旚旈斻旈旑斾旈斻斸旚旓旘旙旓旀斸旙旚旘旓灢
斻旟旚旓旐斸椲斒椵棶斉旛旘斒斆斸旑斻斿旘棳棽棸棻棸棳棿椂棬椆棭椇棻椂棿棸灢棻椂棿椆棶

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棾灢棸椆灢棽棻棭

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
棬上接第棿棾椃页棭慢性疾病棳对大学生的身心和健康

都产生较大影响暎这也提示学校应该针对不同人

群加强引导和健康宣教棳以改善学生的膳食结构棳
同时提供场所多组织体育活动棳加强体育锻炼棳提
高综合体质暎

本文通过实验室检测显示女生的铁缺乏率高

达棾棽灡 棩棳这可能是由于女生特殊的生理周期铁

的丢失以及膳食结构有着密切关系棳尤其动物性食

物是铁的主要来源棳而许多女性为保持暟良好暠的体

型棳恰恰限制了该类食品的摄入暎另外国内相关报

道显示棳在校学生贫血的发生也可能与维生素 斆
摄入明显不足有关椲棾椵棳因为维生素 斆促进人体对

铁的吸收暎为此棳建议在校学生应适当增加动物性

食品的摄入棳尤其增加动物血暍肝脏暍瘦肉等铁含量

较高的食物摄入量棳另外增加含维生素 斆丰富的

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棳以促进铁的吸收棳改善机

体铁缺乏状况暎另外分析显示医学生血清锌的平

均含量为棬椄棿灡棻棽暲椄灡棽棭毺旂棷斾斕棳女生显著低于男

生棳整体锌缺乏率高达椃椆灡棸棩暎而锌主要存在于

动物性食品中棳贝壳类海产品暍红色肉类及其内脏

均为锌的良好来源棳这也提示学校应根据学生的生

理需求暍机体状况并结合集体膳食供给的特征棳合
理改善学生的膳食结构棳提高学生整体锌的供给

量暎
综上所述棳医学生对营养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总

体较好棳但合理膳食相关知识欠缺棳营养不良发生

率较高棳血清铁和血清锌含量整体偏低暎大学生是

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后备骨干力量棳他们的身体健康

水平直接影响其未来在社会中的地位棳进而也会影

响祖国的繁荣昌盛暎因此棳高校和相关部门应该采

取措施棳加强学生的营养知识教育棳增强营养意识棳
消除不良的饮食习惯棳合理膳食棳使其健康的成长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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