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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专业学生营养与运动知识 态度 行为调查

邓先强（肇庆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广东肇庆　５２６０６１）

　　【摘要】　目的　了解体育专业学生对营养与运动知识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现状，为今后的营养与运动健康教育

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抽取肇庆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育专业一、二年级学生共２３６人作为调查对象，依据营养与

运动知识教育程度分为两组：Ⅰ组为未接受营养与运动知识课堂教育的一年级学生１０８人（全部为男生）；Ⅱ组为学

习过《体育保健学》的二年级学生１２８人。采用匿名自填问卷方式进行营养与运动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调查。

结果　Ⅱ组得分比Ⅰ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Ⅰ组学生的现有营养与运动知识来源主要是书刊报纸，

其次是课堂教育；Ⅱ组学生则主要来自于课堂教育。大部分学生营养与运动知识态度端正，行为良好，愿意接受更

多的营养与运动方面的知识。结论　体育专业学生对营养与运动知识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课堂教育对提高体育

专业学生的营养与运动知识水平有重要作用，应采用多种形式对体育专业学生营养与运动知识进行宣传教育，以提

高体育专业学生的营养与运动知识水平，建立良好的饮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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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体育事业的日益发展，营

养与运动知识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１］。营养与运动都是维持和促进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营

养是构成人体组织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运动是增强人

体机能的有效手段，二者科学结合，可以有效促进人体运动能

力和增进人体健康。体育专业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

的营养与运动知识、态度和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健康，

而且会对促进人体运动能力、创造优异成绩产生影响。合理的

膳食及饮食行为是体育专业学生身体发育及完成学业的重要

保证［２］。为此，作者对本院体育专业营养与运动知识教育程度

的学生进行了现状调查，为今后的营养与运动健康教育提供参

考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本院体育专业一、二

年级学生共２３６人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

表２３６份，回收２３６份，回收率１００％。依据营养与运动知识

教育程度分为两组：Ⅰ组为未接受营养与运动知识课堂教育的

一年级学生１０８人（全部为男生）；Ⅱ组为学习过《体育保健学》

的二年级学生１２８人（女２４人，男１０４人）。年龄１９～２５岁。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组间具有

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查阅文献并结合体育专业学生的特点，自行设计

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以及营养与运动知识、态度和行

为［３］。其中营养与运动知识２５题，每题１分，共２５分。０～１５

分为掌握程度差；１６～２０分为良；２１～２５分为优。采取自填调

查表的形式，将所得数据经检查和清理后，用统计学方法进行

统计分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营养与运动知识

２．１．１　两组学生营养与运动知识得分情况比较　接受过营养

与运动知识教育的Ⅱ组得分优良率比未受过营养与运动知识教

育的Ⅰ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７４．５９，犘＜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学生营养与运动知识得分情况［狀（％）］

组别 狀 差 良 优 优良率

Ⅰ组 １０８ ７０（６４．８） ３０（２７．８） ８（７．４） ３８（３５．２）

Ⅱ组 １２８ １４（１０．９） ８３（６４．８） ３１（２４．２） １１４（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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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体育专业学生对几个营养与运动知识

　问题的正确率［狀（％），狀＝２３６］

营养与运动知识问题 回答正确率

体育运动中热能的主要来源 １６６（７０．３）

体育运动中肌肉痉挛可能是由于缺乏哪种矿物质 １４７（６２．３）

你是否知道运动中合理补充水的方法 １３９（５８．９）

你是否知道什么是运动性贫血 ７１（３０．１）

你是否知道运动员的合理平衡膳食 ４３（１８．２）

你是否知道与运动能力下降有关的营养因素 ２９（１２．３）

２．１．２　对营养与运动知识的了解情况　体育专业学生对几个

主要营养与运动知识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较高，见表２。

２．１．３　获得现有营养与运动知识的途径　Ⅰ组学生的现有营

养与运动知识来源主要是书刊报纸，其次是课堂教育；Ⅱ组学

生主要为课堂教育。见表３。

表３　各组体育专业学生获得营养与运动知识的途径［狀（％）］

组别 狀 课堂教育 书刊报纸 网络 电视传媒 其他

Ⅰ组 １０８ ３４（３１．５） ５９（５４．６） ７（６．５） ６（５．５） ２（１．９）

Ⅱ组 １２８ ９９（７７．３） １７（１３．３） ５（３．９） ４（３．１） ３（２．３）

２．２　营养与运动知识态度　２３６名调查对象中，８２．２％的学

生认为营养与运动知识重要；８３．１％的学生愿意了解更多的营

养与运动知识；７７．９％的学生表示如能提高运动能力和健康水

平则愿意改变饮食。各组学生营养与运动知识态度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营养与运动知识态度积极人数在各组的

　　　　百分比［狀（％）］

营养与运动知识问题 Ⅰ组 Ⅱ组 合计

认为营养与运动知识重要 ８４（７７．８） １１０（８５．９） １９４（８２．２）

愿意了解更多与运动有关的营

养知识
８７（８０．６） １０９（８５．２） １９６（８３．１）

对能提高运动能力和健康水平

愿意改变饮食
８３（７６．９） １０１（７８．９） １８４（７７．９）

常吃零食对运动不利 ６４（５９．３） ７９（６１．７） １４３（６０．６）

想使自己的膳食符合运动生理

需要
７４（６８．５） ９６（７５．０） １７０（７２．０）

认为早餐对运动很重要 ８０（７４．１） ９９（７７．３） １７９（７５．８）

２．３　饮食行为　８５．６％的学生常吃早餐；７５．４％的学生不常

吃零食；８４．３％的学生常吃蔬菜；８２．６％的学生常按自己的口

味或习惯择食而不考虑食物的营养价值或运动项目的营养需

要。各组学生饮食行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见表５。

表５　饮食行为情况组间比较［狀（％）］

饮食行为 Ⅰ组 Ⅱ组 合计

常吃早餐 ９０（８３．３） １１２（８７．５） ２０２（８５．６）

不常吃夜宵 ７７（７１．３） ９３（７２．７） １７０（７２．０）

不常吃零食 ８０（７４．１） ９８（７６．６） １７８（７５．４）

定时定量进食 ８０（７４．１） １０３（８０．５） １８３（７７．５）

常喝运动饮料 １７（１５．７） ２５（１９．５） ４２（１７．８）

续表５　饮食行为情况组间比较［狀（％）］

饮食行为 Ⅰ组 Ⅱ组 合计

不常吃快餐 ８９（８２．４） １０８（８４．４） １９７（８３．５）

常按自己的口味或习惯择食 ９３（８６．１） １０２（７９．７） １９５（８２．６）

常吃豆奶及制品 ２３（２１．３） ３０（２３．４） ５３（２２．５）

常吃蔬菜 ９１（８４．３） １０８（８４．４） １９９（８４．３）

常吃水果 ２７（２５．０） ３３（２５．８） ６０（２５．４）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体育专业学生对营养与运动知识掌握

情况较差，Ⅱ组学生营养与运动知识得分明显比Ⅰ组的学生得

分高，说明课堂教育是有效的，对提高学生营养与运动知识水

平有很大作用。虽然体育专业学生对营养与运动知识有所欠

缺，并存在不良的饮食行为，但其接受营养与运动知识态度较

好，７７．９％的学生愿意改变自己不良的饮食习惯，７２．０％的学

生想使自己的膳食更符合运动生理需要。调查发现８２．６％的

学生采取按自己的口味或习惯择食，而不是按照体育运动项目

的生理需要合理地供给营养，这会影响自身的生长发育以及容

易导致运动性疲劳和疾病的发生。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生获

得营养与运动知识的途径主要是课堂教育及书刊报纸，说明学

生主动求知欲望较高，并不满足于课堂教育，所以在今后的营

养与运动知识健康教育中，一方面要积极加强课堂教育，采用

多种形式加大营养与运动知识宣传力度，即学校教育应该充分

利用学生可塑性的特点，加强对膳食营养等方面的知识普及健

康教育［３］。另一方面，高校体育学生的运动营养学教材应该加

强基础知识，理顺营养学基础与运动营养学之间的关系，进一

步细分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营养支持的异同点，建立以普通营

养学为基础、运动营养学为特色的课程内容体系［４］。相比而

言，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具有更全面的膳食营养基础知识，但

知识的积累与应用知识的实践能力还不强［５］。

大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相当于中等体力劳动强度，而高等

院校体育专业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尽管在术科训练强度上

不及专业运动员，但其体力活动的强度和时间远远超过普通大

学生，在术科训练期间相当于重度体力劳动强度［６］。他们的营

养与运动知识、态度和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而且

会对其运动能力、比赛成绩等产生影响。合理的营养与运动对

体育专业学生来说，可以增强体质、提高运动能力，更好地发挥

技术水平以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了解和掌握高校体育专业

学生的营养知识和饮食态度、行为，对将来传授中小学生营养

知识和培养其良好的饮食态度、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７］。

合理的膳食，中心问题是膳食结构问题，要改善学生的膳食结

构，主要依赖于营养配餐。实行营养配餐能为就餐者提供均

衡、合理的营养，便于后勤部门科学管理，有效杜绝食品浪费现

象。实践证明，营养配餐对于提高学生的健康素质大有裨

益［８］。

当前有关营养与健康、营养与疾病、营养与饮食等问题的

重要性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有关营养与运动的科学知识

却未被多数人所了解和掌握。因此，加强营养与运动知识方面

的宣传教育与研究，提高体育专业学生的营养与运动知识水

平，对正确引导其合理的运动、膳食，提高其运动能力和健康水

平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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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胃癌患者外周血ｈｓａｍｉＲ１０６ａ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

的关系　ｈｓａｍｉＲ１０６ａ的表达水平除了与胃癌淋巴结转移有

关外（犘＜０．０５），与患者性别、年龄、肿瘤大小、部位、组织学类

型、肿瘤类型及分化程度等均无关（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在不同肿瘤疾病中，ｍｉＲＮＡ具有特定的表达模式，这些特

点在肝癌、肺癌、肠癌、卵巢癌和白血病等多种恶性肿瘤中得到

了证实［７］，也使ｍｉＲＮＡ成为肿瘤诊断的新生物学标记和治疗

靶标。外周血ｍｉＲＮＡ在胃癌中的检测已有一些研究。例如

通过生物芯片分析技术比较胃肿瘤组织 ｍｉＲＮＡ和血浆 ｍｉＲ

ＮＡ，对 ｈｓａｍｉＲ１７５ｐ、ｈｓａｍｉＲ２１、ｈｓａｍｉＲ１０６ａ、ｍｉＲ１０６ｂ

和ｌｅｔ７ａ等外周血 ｍｉＲＮＡ进行检测，发现血浆中 ｍｉＲＮＡ的

表达水平与大部分肿瘤组织 ｍｉＲＮＡ的表达水平一致
［８］。采

用常规ＲＮＡ提取方法便可以从血清中获得满足实验需要的

ｍｉＲＮＡ，这也为外周血ｍｉＲＮＡ的临床检测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应用最新版本的ｍｉＲＮＡ生物芯片，筛选出几种具

有较高差异表达水平的外周血 ｍｉＲＮＡ 胃癌标记物。这些

ｍｉＲＮＡ在 Ｎ３组表达上调，而在 Ｎ０组基本不变，其中ｈｓａ

ｍｉＲ１０６ａ最符合作为分子标记物的条件。ｈｓａｍｉＲ１０６ａ定位

于Ｘ染色体上，通常表达于由内胚层分化而来的组织干细胞

中。通过序列搜索，已证实ｈｓａｍｉＲ１０６ａ潜在的目的基因超

过７００种，所表达的蛋白包括细胞周期调控蛋白、细胞凋亡调

控蛋白、血管生成相关蛋白、肿瘤转移相关蛋白等。在乳腺癌

转移研究中，发现层粘连蛋白５是基底膜的重要组成成分，而

基底膜介导上皮细胞间的粘连。当层粘连蛋白５表达增加时，

癌细胞转移减少。ｈｓａｍｉＲ１０６ａ的过表达可下调层粘连蛋白

５的表达，从而刺激癌细胞的转移
［９］。ＲＢ可与甲基化转移酶

组成复合物行使甲基转移的功能。而ＲＢ和ＳＵＶ４２０Ｈ１同时

受ｈｓａｍｉＲ１０６ａ的负调控，在ｈｓａｍｉＲ１０６ａ的作用下表达降

低，从而促进基因的低甲基化［１０］。因此，本研究以ｈｓａｍｉＲ

１０６ａ为研究对象，扩大标本量，通过ｑＲＴＰＣＲ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经独立样本狋检验分析，Ｎ３组的外周血ｈｓａｍｉＲ１０６ａ

表达水平与Ｎ０组及健康对照组比较显著上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但 Ｎ０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外周血ｈｓａｍｉＲ

１０６ａ的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这与 Ｘｉａｏ

等［１１］研究中发现淋巴及远处转移的胃癌组织中ｈｓａｍｉＲ１０６ａ

高表达相符。

胃癌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可能的病因包括幽门螺旋杆菌

感染、环境因素以及遗传因素等［１２］。传统的胃癌肿瘤标记物

在特异性与敏感性的兼容性方面都不是特别理想。相比之下

ｍｉＲＮＡ具有高度的保守性、时序性和组织特异性，ＰＣＲ检测

高灵敏度以及特异性引物的使用，使得 ｍｉＲＮＡ兼容肿瘤诊断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成为可能。期望通过对ｈｓａｍｉＲＮＡ１０６ａ

以及其他胃癌特异性 ｍｉＲＮＡ的进一步研究，能为胃癌的预

防、临床诊断和治疗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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