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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我国中老年人饮食行为与慢性病患病情况,探索膳食干预措施。方法:对全国 23 个地区中老年人(≥45 岁)开展问卷调查,分析

饮食行为及膳食炎症效应。结果:我国中老年人多为促炎饮食,抗炎倾向组各类食物摄入均高于其他组。结论:中老年人各类食物摄入量与膳食

炎症效应关系密切,提倡合理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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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dietary behaviors and chronic disease prevalence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China, and explore dietary 

intervention measure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45 years old) in 23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to analyze dietary intake and dietary inflammatory effects. Results: Most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China had a pro-inflammatory diet, 

and the anti-inflammatory tendency group had higher intake of various foods than other groups. Conclusion: The intake of various food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etary inflammatory effect, and a reasonable diet is recommended for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opulation. 

Key words: chronic disease, dietary inflammation index, food frequency scale 

 

老年人是慢性病主要患病人群,中年人也不可忽视[1]。

合理膳食营养可预防慢性病[2]。本研究对相关饮食行为及慢

性病患病情况开展调研分析,以期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膳食

评估与干预提供思路。 

1.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基于自制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情况及饮食行为调查电子

问卷",2023 年 7 月-2024 年 2 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选

取全国 23 个地区 1957 位中老年人(≥45 岁)作为研究对象,

由经培训的调查员展开调查,发放问卷 1957 份,回收有效问

卷 1360 份,有效回收率 69.49%。研究对象知情且自愿加入,

能自行或在陪同下完成问卷。排除标准包括意识不清、认知

功能障碍、拒绝配合及参加其他类似研究者。 

1.2 问卷内容 

1.2.1 一般资料调查：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

腰围、个人月收入、文化程度、居住状态等。 

1.2.2 慢性病患病情况：选取慢性肺部疾病、情感及精

神方面问题、与记忆相关的疾病、关节炎或风湿病、哮喘等

14 种常见慢性病[4]。 

1.2.3 饮食行为调查：包括饮食偏好；饮食频率及用量

的调查采用成熟的简化食物频率量表中文版（FFQ25）[5]。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数据描述和统计分析。不符合正

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定

性资料以频数百分比表示。 

2.结果 

2.1 一般资料 

男性人数为 570（41.9％），女性人数为 790（58.1％）；

45-59 岁 452 人（33.2%），60-79 岁 827 人（60.8%），80 岁

以上 81 人（6.0%）；平均身高：（163.63）厘米；平均体质

量：（72.76）kg；腰围：二尺四以下 453 人（33.31%），二

尺四到二尺六 541 人（39.78%），二尺六到二尺八 303 人

（22.28%），二尺八以上 63 人（4.63%）；文化程度：无硕

士及以上学历，大学本科或专科学历 37 人（2.7%），高中或

中专学历 240 人（17.6%），初中学历 263 人（19.3%），小

学及以下学历 446 人（32.8%），文盲 374 人（27.5%）；个

人平均月收入：1000 元以下 276 人（20.3%），月 1000-3000

元 499 人（36.7%），月 3001-5000 元 346 人（25.4%），

5001-7500 元 133 人（9.8%），7501-10000 元 71 人（5.2%），

10000 元以上的 35 人（2.6%）；日常居住状态：独居 182 人

（13.38%），与配偶居住在家 572 人（42.06%），与配偶及

子女居住 388 人（28.53%），而其他居住方式占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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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老年人慢性病患病情况 

665 人（48.90%）未患病，695 人（51.10%）患慢性病，

其中 376 例（54.10%）仅患一种，319 例（45.90%）患两种

及两种以上。 

2.3 中老年人膳食炎症指数分析 

本研究的膳食炎症指数(DII)计算[6]以 FFQ25 为基础。结

果显示，中老年人 DII 评分正值显著多于负值。将 DII 依据

三分位数划分为抗炎倾向组（T1,<0.267 分）、中性组（T2，

>0.2~0.82 分）和促炎倾向组（T3，>0.54 分）3 组。抗炎倾

向组中老年人各类食物摄入均高于中性组和促炎倾向组。见

表 2。 

表格 2 不同 DII 组别中老年人各类食物摄入量 

类别 T1 抗炎（n=453） T2 中性组（n=453） T3 促炎组（n=454） 

奶类 117.42(59.24,206) 88.58(29.87,176.13) 14.79(3.09,88.58) 

蛋类 47.3(28,55) 31.35(15.96,55) 15.96(3.85,31.35) 

水产品 30.5(10.5,129) 14(8.5,58) 7(3,14.375) 

蔬菜 200(106.125,300) 86(57,100) 43(7.75,86） 

水果 100(58,150) 57(29,86) 29(7,57)  

薯类 57(29,100) 14.5(29,57) 7(3.5,29)  

红肉 85.5(43.5,114) 50(29,85.5) 28.5(3.5,50) 

家禽 43.5(14.5,86) 29(7,57) 7(3.125,29) 

加工肉制品 29(3.5,68.875) 7(1.5,29) 3(1.5,7)  

豆制品 43.5(28.625,86) 29(7,50) 7(3.5,28.5) 

甜饮料 3(0,101.5) 0(0,14) 0(0,7)  

酒类 7(0,203.375) 0(0,25.75) 0(0,17.3125) 

坚果类 43.5(7,86) 28.5(3.5,29) 3.5(1.5,7)  

粗粮 86(50,200) 43.5(29,57) 10.5(3.5,29) 

米面及制品 521.75(379,850） 359(244,488.5) 264.75(154.25,411.875) 

3.讨论 

促炎性饮食可能会增加某些慢性病不良转归的风险，因

此我们可以采取相关干预措施促进平衡膳食，提高膳食营养

摄入水平，从膳食营养干预方面寻找中老年人慢性病防治的

新策略或新靶点而在慢性病防控态势严峻的当下，如何有效

的落实干预措施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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