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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寄宿制学龄儿童碘营养知识、态度及行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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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云南双江县佤族寄宿制学龄儿童碘营养知识、态度、行为（KAP）现状，分析其碘营养

KAP的影响因素，为佤族学龄儿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系统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云南双江

县 10所小学 650名寄宿制学龄儿童进行碘营养 KAP问卷调查．结果 男、女佤族寄宿制学龄儿童碘营养知识掌

握情况无差异（ >0.05）；高年级的碘营养知识掌握情况优于低年级（ ＜0.05）；不同性别主动补碘率无差异（

＞0.05）；高年级主动补碘率高于低年级（ ＜0.05）．结论 佤族寄宿制学龄儿童的碘营养 KAP现状不容乐观，需

多途径加强碘营养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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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valence of iodine nutrition KAP of boarding school-age children in

Wa nationa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huangjiang county of Yunnan，then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Wa nationality children to set up a healthy lifestyle．Methods 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650 boarding school-age children from 10 primary schools in ShuangJiang county， and their condition of

iodine nutrition KAP was estimated by KAP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boys mastered as much iodine nutrition

knowledge as the girls（ ＞0.05）．High grade pupils mastered more iodine nutrition knowledge than low grade

pupils （ ＜0.05）．There was no sexual differences in actively iodine supplementation （ ＞0.05）．High grade
pupils supplemented iodine more actively than low grade pupils （ ＜0.05）．Conclusi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utrition KAP among boarding school-age children in Wa nationality is serious， more ways of health education on

iodine nutrition are required for thes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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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少年时期是生理和心理生长、发育和成熟

的关键时期，也是饮食行为和习惯形成的重要阶

段．从小养成良好的饮食行为，不但可以促进儿童

青少年的体格生长和智力发育，而且可降低成年后

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病率，提高生命质量[1]．对儿

童进行碘营养知识、态度、行为 （knowledge -

attitude- practice，KAP）的调查可以了解儿童对碘

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认知，找到儿童碘缺乏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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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营养知识
女生

χ2

知晓人数（n） 知晓人数（n） 知晓率（%）

缺碘的主要危害 116 37.7 108 33.0 1.492 0.245

影响碘吸收的食物 87 28.2 83 25.4 0.664 0.421

预防人体缺碘的方法 152 49.5 177 54 1.450 0.229

食用碘盐是预防碘缺乏最安全、有效、省钱的方法 82 26.6 87 26.6 0.000 1.000

富含碘的食物 61 19.8 69 21.1 0.164 0.695

最需要补碘的人群 135 43.8 161 49.2 1.861 0.177

袋装盐上的碘盐图标 129 41.9 131 40.1 0.218 0.687

知晓率（%）

男生

因，及时纠正碘缺乏，促进儿童健康成长[2]．为了

解佤族寄宿制学龄儿童碘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本

研究对云南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

县佤族寄宿制学龄儿童进行碘营养流行病学调查，

以期为佤族儿童建立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提供依

据，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云南临沧市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的的沙河乡、邦

丙乡、勐勐镇 3个乡（镇）的忙孝完小、允俸完

小、尹甸完小、邦协完小、民族小学、南协完小、

回晓小学、勐勐小学、千福小学、忙乐完小 10所

小学，随机抽取佤族寄宿制 6～12岁学生 650人作

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1.2.1 调查问卷设计 问卷采用国家消除 IDD阶
段目标评估方案中规定的标准问卷，问题全部为封

闭式问题，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包括学校、

班级、民族、性别和年龄；碘营养的知识、态度和

行为．

1.2.2 调查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向调

查对象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及问卷填写方

法，让调查对象自行填写，不互相讨论，问卷当

场收回．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Epidata录入数据，再用 SPSS进行χ2检

验．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发放问卷 650份，回收有效问卷 635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为 97.7%．调查对象均为寄宿制佤族学

龄儿童，其中男生 308人（48.5%），女生 327人

（51.5%）；一年级 61 人 （9.6%），二年级 122 人

（19.2%），三年级 119人（18.7%），四年级 88人

（13.9%），五年级 163人（25.7%），六年级 82人

（12.9%）．

2.2 碘营养KAP现状
2.2.1 获取碘营养知识的途径 调查对象听说过
碘缺乏病的有 254人（40.0%），未听说过碘缺乏

病的有 81人（60.0%）；其获取碘营养知识的途径

依次为：家长 （24.0%），老师 （24.0%），电视
（17.0%），同学和朋友（9.0%），广播（7.0%），报

纸 （7.0%），板报和宣传画 （5.0%），宣传单

（5.0%），其它（2.0%）．

2.2.2 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学生的碘营养知识知

晓情况比较 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学生的碘营养知

识知晓情况比较见表 1、表 2．表 1显示，佤族寄

宿制学龄儿童男、女生各项碘营养知识知晓率均无

统计学差异；表 2显示，佤族寄宿制学龄儿童高年

级（4～6年级）学生的各项碘营养知识知晓率均

高于低年级（1～3年级）．

2.2.3 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学生的主动补碘率比

较 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学生的主动补碘率比较见

表 3．表 3显示，男女生的主动补碘率无差异；高

年级的主动补碘率高于低年级．
2.3 碘营养认知对其行为的影响分析

碘营养认知对其行为的影响分析见表 4、5．

表 4显示，知道碘盐可有效预防碘缺乏的佤族学生
同不知道这一知识的佤族学生，其购买散装盐和袋

装盐的频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表 5显示，认为自

己缺碘的佤族学生同认为自己不缺碘的佤族学生的

主动补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05）．

表 1 佤族寄宿制学龄儿童男、女生碘营养知识知晓情况

Tab. 1 The iodine nutrition KAP of boarding school-age boys and girls in Wa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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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营养知识
低年级 高年级

χ2

知晓人数（n） 知晓人数（n）
缺碘的主要危害 93 31 131 39 4.308 0.038

影响碘吸收的食物 64 23 106 33 6.539 0.011

预防人体缺碘的方法 148 48.1 181 55.4 3.385 0.068

食用碘盐是预防碘缺乏最安全、有效、省钱的方法 65 23 104 32 5.295 0.021

富含碘的食物 46 17 84 25 5.419 0.020

最需要补碘的人群 124 41 172 51 6.005 0.014

袋装盐上的碘盐图标 108 54 152 67 7.513 0.006

知晓率（%） 知晓率（%）

表 2 双江县佤族寄宿学龄儿童不同年级学生的碘营养知识知晓情况

Tab. 2 The iodine nutrition KAP of boarding school-age children in Wa nationality in different grades

项 目
是否主动补碘

χ2

是［n（%）］ 否［n（%）］

性别

男 55（25.0） 167（75.0） 0.026 0.872

女 55（24.0） 173（76.0）

年级

低年级 41（20.0） 167（80.0） 4.691 0.030

高年级 69（29.0） 173（71.0）

表 3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佤族寄宿制学龄儿童主动补碘情况

Tab. 3 The iodine supplement of boarding school-age children in Wa nationality with different genders in

different grades

知晓情况 散装盐［n（%）］ 袋装盐［n（%）］ χ2

知道 16（9.5） 153（90.5） 2.418 0.120

不知道 47（14.4） 280（85.6）

表 4 碘盐可有效预防碘缺乏 "知晓情况对买盐行为的影响

Tab. 4 The effect of the knowledge about salt with iodine can prevent effectively iodine deficiency on buying salt

behavior

是否认为缺碘 主动补碘［n（%）］ 不主动补碘［n（%）］ χ2

是 36（37.1） 61（62.9） 0.087 0.768

否 44（35.2） 81（64.8）

表 5 是否认为自己缺碘对主动补碘行为的影响

Tab. 5 The effect of self consciousness of iodine deficiency on active iodine supplement

3 讨论

自 20世纪初以来，微量元素碘缺乏就是一个

涉及各国并影响全人类健康的公共健康卫生问题，

已经被证实是对儿童智力发育影响较大而又可预

防的因素之一[3]．云南地处内陆高原，外环境严重

缺碘，是碘缺乏病重病区，尤其是处于边远山区

的少数民族，特殊的地理原因加上多年遗留下来

的民族饮食习惯，给这些地区的碘缺乏病防治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佤族就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少数民族

之一．佤族村落地处高山，属典型的亚热带气候，

加之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利，经济和文化教育

水平落后等原因，使碘缺乏病防治成为该民族难度

较大但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佤族作为云南独有

少数民族之一，它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团结稳定和

繁荣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了解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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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碘营养 KAP现状并掌握其影响因素，探寻

有效的碘缺乏防治措施，从而提高我省少数民族居

民体质、智力及健康水平，是一件极其必要的事

情．

本研究对双江县 650名佤族寄宿制学龄儿童进
行了碘营养 KAP的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佤族寄

宿制学龄儿童获取碘营养知识的途径比较局限，大

部分学生获取相关知识是通过老师和家长；对一些

碘营养知识的掌握程度不高；对碘缺乏病和碘过量

的危害认识不够；对碘缺乏病的预防方法、含碘量

高的食物、需重点补碘的人群了解不够；主动补碘

率不高．结果提示，加强对佤族儿童的碘营养

KAP宣教和干预已经势在必行．

本次调查男生与女生的碘营养知识掌握情况和

主动补碘率无差异，表明性别对佤族寄宿制学龄儿

童的碘营养 KAP均无影响；调查同时发现高年级

和低年级相比，其碘营养知识掌握情况和主动补碘

率均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学生随着年龄增长，通过

家长和老师的宣教及自己的学习，碘营养知识也在

增加，而且其主动补碘率也随着提高．由于碘缺乏

病的防治年龄越早越好，所以在进行碘营养健康教

育时要重点加强对低年级学生的关注．
我国从 1994年开始强制食盐加碘，以防治碘

缺乏病的发生，在碘缺乏地区通过食盐碘化来补碘

不仅安全、有效、经济和容易推广，又符合微量、

长期及生活化的要求[4]．研究表明碘盐中的碘容易

挥发，杂质、潮湿、多孔的包装材料、暴露在高温

和日光照晒下，以及从生产到消费的间隔时间长等

因素均会增加碘的损失，因此碘盐应该避光、低

温、干燥和密封保存．本研究发现，知道碘盐可有

效预防碘缺乏的这部分儿童，其购买袋装盐的人数

比例并不高于不知道这一知识的儿童，说明佤族儿

童虽然知道碘盐可以预防碘缺乏，但对于如何保存

碘盐并不清楚．此外，认为自己缺碘的儿童并不具

有更多的主动补碘行为，表明佤族儿童对缺碘的危

害性认识还不够深．以上结果均表明，佤族儿童对

碘营养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听说”的层面，而对

于碘缺乏可造成的危害以及有效的预防方法等的认
识基本还是空白，因此也就不可能主动去采取行动

有效地预防碘缺乏病．

综上所述，由于双江县处于西部偏远地区，受

到其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该地区

学龄儿童碘营养 KAP状况较差[5]，今后应结合当地

情况通过更多途径进行碘营养知识的宣教，让更多

的儿童掌握更多的碘营养知识，增加其健康的碘营

养行为发生率，从而有效预防碘缺乏病发生[6]，提

高该地区儿童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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