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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既往研究表明，挑食儿童与不挑食的儿童相比，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食物种类较少的

饮食模式，但目前有关中国儿童挑食现象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目的 

评估 6-35 月龄中国儿童挑食行为的发生率，探讨父母对挑食的认知与儿童摄入量及体

成分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中国 8 个城市的 1414 名年龄在 6-35 月龄之间的婴幼儿，采用问卷调查

的形式，收集有关家庭人口因素、儿童挑食行为、食物类别拒绝以及父母对儿童体重

状态的认知等相关信息。同时利用 24 小时膳食回顾法收集饮食摄入的相关数据，并测

量儿童的身长/高和体重。 

结果 

24-35 月龄儿童报告的挑食发生率为 36%，高于 6-11 月龄儿童的 12%。在营养素摄

入方面，挑食儿童和不挑食儿童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父母报告不吃鸡蛋或水果的挑食

儿童与不挑食的儿童相比，食物摄入量低，但据报告不吃肉的儿童其肉类的摄入量则

比较高。挑食和不挑食儿童的父母亲均会低估儿童的体重状况。 

结论 

中国儿童挑食的发生率与其他国家报道的相似，父母对拒绝进食的认知并没有反映实

际摄入量，挑食儿童的营养素摄入量与不挑食的儿童相比，也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差

距。在具有典型生长发育模式的健康儿童中，挑食似乎是一些儿童在发育过程中的一

个正常阶段，不会对营养或食物种类的摄入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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