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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估四川农村地区营养包喂服现状，探讨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和

喂服行为三者之间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于 2019 年 10 月在

四川省 2 个汉族县、2 个藏族县、2 个彝族县，共 6 个样本县的 36 个乡的 108 个村，整

群纳入 6～24 月龄婴幼儿看护人作为研究对象，使用自行设计结构式问卷进行面对

面访谈式调查。结果 共纳入 765 名 6～24 月龄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有效喂服率

为 54. 43%。看护人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和喂服行为分值分别为 3. 80±1. 16、7. 96±
1. 53 和 0. 83±0. 38，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效能在看护人营养包认知和喂服

行为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 23. 37%。结论 营养包认

知直接影响喂服行为，营养包认知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影响喂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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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between Yingyangbao cognition and feeding
behavior of caregivers in rural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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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ingyangbao
feeding in rural areas of Sichuan，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among micronutrient
powder cognition，self-efficacy and feeding behavior．METHODS The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In October 2019，in 2 Han counties，2 Tibetan counties，
and 2 Yi counties in Sichuan Province，a total of 108 villages in 36 townships in 6 sample
count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cluster． Caregiver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ged 6－24
month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and a face-to-face interview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a self-designe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ＲESULTS A total of 765
caregiver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ged 6－24 month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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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 feeding rate of the Yingyangbao was 54. 43%． The average scores of
caregivers Yingyangbao cognition，self-efficacy and feeding behavior were 3. 80 ± 1. 16，

7. 96± 1. 53 and 0. 83 ± 0. 38，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Self-efficac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caregivers’Yingyangbao
cognition and feeding behavior，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23. 37%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Yingyangbao cognition directly affects feeding behavior and
indirectly affects feeding behavior through self-efficacy．

KEY WOＲDS: micronutrient powder ( Yingyangbao ) ，feeding behavior，mediating
effect，self-efficacy，cognition

婴幼儿生命早期营养状况已被证明会对其远

期健康产生持续性影响［1］，婴幼儿营养不良与智

力发 育 迟 缓、成 年 肥 胖、糖 尿 病 风 险 相 关［2］。
2013 年《中国 0 ～ 6 岁儿童营养发展报告》显示，

农村地区 6 ～ 12 月龄婴幼儿贫血率为 28. 2%，

13～24 月龄婴幼儿贫血率为 20. 5%，显著高于城

市地区［3］; 2019 年一项研究显示，西部农村贫困

地区婴幼儿贫血仍然是高发问题，6 ～ 37 月龄的

婴幼儿中平均有 44. 4%患有贫血，而 6 ～ 12 月龄

的婴幼儿贫血率甚至高达 49. 7%［4］。为改善贫

困农村地区儿童营养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

全国妇联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简

称“营养包”) ，其总目标是为贫困地区 6～24 月龄

婴 幼 儿 补 充 辅 食 营 养 补 充 品 ( 营 养 包，

Yingyangbao) ，普及婴幼儿科学喂养知识与技能，

改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和健康状况［5］。多项研

究证明，有效喂服营养包能够显著改善婴幼儿营

养状况［6-8］。
四川省于 2019 年在全省 7 个市、州( 原) 国

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 32 个项目县全面启

动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其中 19 个县是民族县，主

要居住的少数民族是藏族和彝族。四川省内部经

济建设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县相对汉族

较多。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

定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9］。研究证

实，婴幼儿看护人自我效能感是一系列积极养育

行为的预测指标和可干预因子，以及相关直接影

响因素的中介因素［10-12］。婴幼儿看护人良好的

自我效能感能够提高营养包的有效喂服率［13］。
此外，既往研究证明，看护人营养包认知水平也是

营养包有效喂服的重要影响因素［13-16］。目前较

多研究探讨单一因素对营养包有效喂服的作用，

尚无研究综合考察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与喂服

行为三者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描述四川农村

地区营养包喂服现状，探讨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

和喂服行为三者之间作用机制，为婴幼儿看护人

良好营养包喂服行为的培养和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 2019 年

10 月在四川省进行调查。( 1) 第一阶段，在四川

省的 32 个开展营养包项目的项目县中随机抽取

2 个汉族县、2 个藏族县、2 个彝族县，共 6 个样本

县，涵盖四川省 5 个市( 州) ; ( 2) 第二阶段，在每

个样本县随机抽取 6 个样本乡，共 36 个乡; ( 3)

第三阶段，在每个样本乡随机抽取 3 个总人数在

800 人以上的村，共 108 个村; ( 4) 第四阶段，整群

纳入样本村中 6～24 月龄婴幼儿看护人作为本研

究对象。本调查 6～24 月龄婴幼儿看护人总数为

1163 名，最终纳入 765 名。
本研究已获得四川大学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

的伦理批准( No．K2018103) ，所有参与调查的婴

幼儿看护人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 2 调查方法

通过文献复习和专家咨询法自行设计结构式

问卷，征得研究对象的同意后，对研究对象进行面

对面访谈式调查。访谈的内容包括婴幼儿基本信

息、看护人社会人口学信息、营养包认知、自我效

能以及喂服行为等。
1. 3 赋分方法及指标定义

营养包认知通过 6 个问卷条目获得，每个条

目回答正确计 1 分，回答错误计 0 分，总分为 6
分; 自我效能由 2 个条目表示，用 1 ～ 5 分表示从

“非常不相信”到“非常相信”，总分为 10 分。将

婴幼儿平均每周服用营养包 4 包及以上定义为

“有效喂服”，平均每周服用营养包小于 4 包定义

为“未有效喂服”［17-18］。有效喂服率 = 有效喂服

人数 /调查人数。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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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赋值表

变量 赋值

营养包认知

您知道营养包有些什么成分吗 0=错误，1=正确

您知道营养包有什么作用吗 0=错误，1=正确

您觉得宝宝一星期应该吃几袋营养包呢 0=错误，1=正确

您觉得应该怎样给宝宝喂营养包呢 0=错误，1=正确

您觉得应该如何正确保管营养包呢 0=错误，1=正确

宝宝吃了营养包后出现大便变黑或小便变黄的情况，您觉得
还可以继续吃吗

0=错误，1=正确

自我效能

给宝宝喂营养包，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您相信自己能很好地解
决这些问题吗

1=非常不相信，2 = 比较不相信，3 = 一般，4 = 比较相
信，5=非常相信

您相信自己能够坚持给宝宝正确地喂营养包吗 1=非常不相信，2 = 比较不相信，3 = 一般，4 = 比较相
信，5=非常相信

喂服行为

您平均每周给宝宝喂几袋营养包 0= ＜4 袋 /周，1=≥4 袋 /周

1. 4 质量控制

现场调查前，在非样本地区开展预调查，根据

预调查结果及时调整问卷，保证问卷的可行性和

科学性。在正式调查前，对全部调查员进行规范

化问卷调查培训。
现场调查时，采用世界银行的 Survey Solution

服务器，利 用 平 板 电 脑 开 展 计 算 机 辅 助 面 访

( 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CAPI ) 。
在民族地区，翻译人员进行逐句翻译，辅助调查员

进行面访。面访结束后，对问卷内容进行三轮核

查，确保数据完整真实。
1. 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TATA 16. 0 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频

数和构成比对社会人口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采用( �x±s) 描述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及喂服行

为的得分情况;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营养包认

知、自我效能及喂服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 构建简

单中介模型，采用 Bootstrap 检验法对其进行分

析。检验水准 α= 0. 05。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由表 2 可见，765 名看护人中以父辈、汉族、
女性、无业者为多，765 名婴幼儿中，6 ～ 12 月龄

287 名( 37. 52%) ，13 ～ 18 月龄 283 名( 36. 99%) ，

19～24 月龄 195 名( 25. 49%) 。
表 2 2019 年四川农村地区婴幼儿及看护人基本信息( N=765)

人口学特征 n( r /%) 人口学特征 n( r /%)

看护人代际 看护人职业

父辈 517( 67. 58) 无业者 363( 47. 45)

祖辈 248( 32. 42) 农业 269( 35. 16)

看护人民族 畜牧业 47( 6. 14)

汉族 293( 38. 30) 个体 41( 5. 36)

藏族 231( 30. 20) 打工 23( 3. 01)

彝族 240( 31. 37) 其他( 1) 22( 2. 88)

回族 1( 0. 13) 婴幼儿月龄

看护人性别 6～12 287( 37. 52)

女 686( 89. 67) 13～18 283( 36. 99)

男 79( 10. 33) 19～24 195( 25. 49)

注: ( 1) 包含专业技术人员、基层工作人员

2. 2 看护人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喂服行为得

分情况及相关性分析

看护人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和喂服行为的

平均分值分别为 3. 80±1. 16、7. 96±1. 53 和 0. 83±
0. 38，营养包有效喂服率为 54. 43%( 633 /1163) 。

将看护人自我效能得分视为中介变量，营养

包认知得分视为自变量，喂服行为得分视为因变

量，由相关分析可以得到: 看护人营养包认知与自

我效能( r = 0. 247) 、营养包认知与喂服行为( r =
0. 189) 、自我效能与喂服行为( r= 0. 223) ，均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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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关系( P＜0. 01) 。
2. 3 看护人自我效能在营养包认知和喂服行为

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控制人口学变量( 婴幼儿月龄、看护人代际、
看护人性别、看护人民族和看护人职业) 的影响，

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验证自我效能在营养包

认知与喂服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第一步，以营养

包认知为自变量，喂服行为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营养包认知可正向预测喂服行为( β =
0. 074，P＜0. 001) ; 第二步，以营养包认知为自变

量，自我效能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营

养包认知可正向预测自我效能 ( β = 0. 361，P ＜
0. 001) ; 第三步，以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为自变

量，喂服行为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由表 3 可

见，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可正向预测喂服行为

( β= 0. 056，P＜0. 001; β = 0. 048，P＜0. 001) 。自

我效能在看护人营养包认知和喂服行为间的中介

效应显著。加入自我效能 ( 中介变量) 后 Ｒ2 上

升，提高了方程解释度。

表 3 看护人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喂服行为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变量
方程 1( 喂服行为) 方程 2( 自我效能) 方程 3( 喂服行为)

β SE P 值 β SE P 值 β SE P 值

营养包认知 0. 074 0. 013 ＜0. 001 0. 361 0. 050 ＜0. 001 0. 056 0. 013 ＜0. 001
自我效能 0. 048 0. 009 ＜0. 001
婴幼儿月龄 0. 012 0. 014 0. 388 －0. 028 0. 058 0. 625 0. 014 0. 014 0. 330
看护人代际 0. 102 0. 029 ＜0. 001 －0. 047 0. 118 0. 693 0. 105 0. 029 ＜0. 001
看护人性别 0. 011 0. 044 0. 803 －0. 114 0. 179 0. 524 0. 017 0. 044 0. 705
看护人民族 0. 058 0. 030 0. 055 0. 252 0. 122 0. 039 0. 046 0. 030 0. 121
看护人职业 －0. 028 0. 009 0. 001 0. 029 0. 035 0. 397 －0. 029 0. 008 0. 001
Ｒ2 值 0. 065 0. 069 0. 099
F 值 8. 760 9. 340 11. 900

由图 1 可见，自我效能在看护人营养包认知

及其喂服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

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 23. 37%，直接效应占总效

应的比例为 76. 63%。

注: 0. 3613: 自变量( 营养包认知) 对中介变量( 自我效

能) 的效应量; 0. 0476: 中介变量( 自我效能) 对因变量

( 喂服行为) 的效应量; 0. 0172 : 中介变量( 自我效能)

在自变量( 营养包认知) 与因变量( 喂服行为) 中的中介

效应量; 0. 0563: 自变量( 营养包认知) 对因变量( 喂服

行为) 的直接效应量; 0. 0735: 自变量( 营养包认知)

对因变量( 喂服行为) 的总效应量;

( 1) P＜0. 001
图 1 看护人自我效能在营养包认知和

喂服行为间的中介效应

3 讨论

3. 1 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情况

本研究显示，四川省农村地区婴幼儿看护人

营养包有效喂服率为 54. 43%，低于 2015 年湖南

省贫困农村地区的有效喂服率( 69. 20%) ［19］，低

于 2015 年中部地区的有效喂服率( 73. 30%) ［20］，

尚未达到国家标准( 60. 00%以上) ［18］。说明四川

省农村地区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情况不容乐

观，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有待提高。
3. 2 看护人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与喂服行为的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营养包认知与自我效能呈

正相关( r= 0. 247，P＜0. 001) 。这与陈琴等［21］的

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自我效能是指看护人

有效喂服营养包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当看护

人具有较丰富的营养包相关知识时，在营养包喂

服初期更易取得成功的经验，继而形成较强的自

我效能感［22］。
本研究结果显示，营养包认知与喂服行为呈

正相 关 ( r = 0. 189，P ＜ 0. 001 ) 。这 与 姚 秀 春

等［13］、Wu 等［14］、陈社菊等［15］、郭晶等［16］学者的

研究结果一致。看护人营养包认知是喂服行为的

重要影响因素。当看护人营养包认知缺乏时，其

面对婴幼儿生病、不接受营养包或服用营养包后

大便颜色改变等情况无法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停

止喂服营养包; 或未经体检便自行认为婴幼儿不

需要营养包［23］。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自我效能与喂服行为呈

正相关( r= 0. 223，P＜0. 001) 。姚秀春等［13］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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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发现，自我效能直接影响看护人营养包喂服

行为。此外，FONG 等［11］的研究结果显示，自我

效能感更强的看护人，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养育

行为，且看护人的自我效能感与健康素养相关，因

此看护人较低的自我效能感会导致其健康素养低

下，从而更难建立持续积极健康的养育行为。
3. 3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自我效能在看护人营养

包认知与喂服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3. 37%，自我效能在看护人

营养 包 认 知 与 喂 服 行 为 间 的 中 介 效 应 量 为

0. 017。一方面，营养包认知直接影响喂服行为。
这提示，提高看护人营养包认知水平，是提高营养

包有效喂服率的有效手段。研究显示，看护人营

养包知识主要来源于家长手册和村医发放营养包

时的讲解［23］。在此基础上，基层卫生机构可采取

建立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普及营养包相关

知识［14，24］，也 可 增 加 宣 传 画、标 语 条 幅 等 宣 传

手段［25］。
另一方面，自我效能在营养包认知与喂服行

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营养包认知通过自

我效能能够间接地影响喂服行为。营养包认知水

平越高的看护人，自我效能感越强，在面对喂服营

养包的困难和挑战时，更有信心能够坚持营养包

喂服行为。与之相反，营养包认知水平越低的看

护人，看护人缺乏相关知识，自我效能感越弱，当

面对喂服营养包过程中的困难时，容易产生消极

的想法，从而放弃或中断营养包喂服行为。因此，

基层卫生机构在发放营养包和定期随访的过程

中，可着重强化看护人喂服营养包的自我效能: 第

一，对营养包喂服情况良好的看护人进行鼓励，肯

定其成功的经验; 第二，向看护人宣传周围其他家

庭的成功经验，提供替代性经验; 第三，劝说试图

放弃喂服营养包或喂服数量不足的看护人，鼓励

看护人继续有效喂服营养包; 第四，夸奖婴幼儿以

唤起看护人对喂服营养包的积极情绪［22］。
本研究从看护人克服困难和持续正确喂服两

方面的信心程度反映看护人对营养包有效喂服行

为的自我效能，契合自我效能的核心定义，即“信

心程度”。既往研究中也有采用此方法测量自我

效能，例如 2022 年姚秀春等［13］的营养包相关研

究中自我效能由相信自己能解决喂服营养包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相信自己能坚持正确地喂服营养

包共 2 道题组成。本研究未采用成熟的自我效能

量表，因此可能对最终调查结果准确性造成一定

的影响; 另一方面，精简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调查对象的负担，提高了应答率。
营养包项目的实施在改善贫困农村地区婴幼

儿营养状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喂服营养

包在降低贫困农村地区儿童贫血率方面具有显著

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在看护人营养

包认知与喂服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提示基层

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系统化的方法来提高

看护人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增强看护人有效喂服

营养包的信心，以提高营养包有效喂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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