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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兒童從出生到成年期間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其生

長發展，其中許多學者認為出生體重 （birth

weight）與兒童未來之生長與健康發展密切相關
（1,2）。生長追上（catch-up growth）一詞原多指低出

生體位或是小於妊娠年齡（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之兒童在經過快速生長的階段後，有機會恢復

正常兒童之生長曲線，對於出生體位不佳的兒童未

來生長有利（3）。但近年來也發現，早期快速生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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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肥胖的危險因子之一。香港研究者於 1997年開

始的世代研究在 2008年發表當地新生兒之出生體重

及 0-3個月、3-12個月的生長速度資料，並探討與

7歲 BMI之關係，並將快速生長定義為 Z分數增加

大於 0.67；其結果發現，出生體重與生長速度對於

7歲時的 BMI呈線性正相關；高出生體重與 0-3個

月內快速生長的兒童在 7歲有較高的BMI，且發現

不論性別、是否快速生長，只要兒童出生體重越

高，其 7歲時的過重與肥胖勝算比也越高（4）。

兒童時期的生長階段主要包括嬰幼兒期、學齡

前期和學齡期，在成長過渡期間各階段的飲食變化

頗大，對於兒童未來生長發展之影響也不同。美國

研究調查 55 位嬰幼兒 12-18 個月大時的飲食攝取

（三天飲食紀錄）及體位以了解過渡時期兒童生長

及營養狀況，發現身長與 18個月大之脂質攝取量、

熱量攝取呈正相關，但與蛋白質、醣類攝取量無關
（5）。1998 年比利時盧森堡兒童研究針對 1028 位

6-12歲兒童的飲食及體位進行調查，以了解兒童營

養與肥胖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男生的總脂質、

飽和脂肪攝取量和蛋白質營養密度（energy den-

sity）均與 BMI 呈正相關；醣類攝取量及營養密度

則與 BMI呈負相關（6）。為了解兒童 BMI的預測因

子，美國研究針對 70名中高社經家庭的白人兒童進

行長期飲食（3 天飲食紀錄）及體位調查，從 2 歲

起持續追蹤至受試者 8歲，發現 2歲BMI、脂質攝

取量、蛋白質攝取量與 8歲BMI呈正相關，而體重

反彈（adiposity rebound）年齡、醣類佔總熱量百分

比與 8歲 BMI 呈負相關（7）。義大利世代研究則針

對 61名兒童追蹤從出生、1歲、5歲、8歲和 10歲

的飲食（24 小時飲食回憶、飲食頻率）與體位資

料。研究發現，在 10歲時有 24.6%的兒童有過重情

況，且這些過重兒童在 1歲時有較高的蛋白質攝取

和較低的醣類攝取（8）。我國 2012年國民營養變遷

調查中也針對全國 1260位 6-14歲國小學童進行調

查，發現全體兒童過重與肥胖盛行率分別為 14.22%

和 11.46%。飲食攝取方面，半數以上的學童熱量攝

取低於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dietary refer-

ence intakes, DRIs）； 蛋白質平均攝取量皆高於

DRIs；脂肪佔總熱量皆高於 30%；鈣平均攝取量均

遠低於DRIs（9,10）。台灣長期追蹤兒童飲食研究的李

氏曾針對 0-6 歲臺灣北部兒童之飲食攝取與生長進

行分析，發現兒童於出生-2歲間男生生長數值顯著

大於女生，但 3歲後之生長表現已無性別差異，營

養素攝取方面，1-6 歲期間熱量與能量營養素隨年

紀增加而有增加趨勢；但維生素 A、維生素 E、維

生素B2、維生素C、鈣、鐵等攝取隨年紀增加而有

降低趨勢（11）。

雖然國外目前已有不少出生世代研究發表了許

多關於飲食營養攝取與生長發展相關資料，且針對

不同出生體重之間營養素攝取之比較分析幾乎沒

有，而國內更甚缺乏相關之基礎飲食研究。故本研

究目的為透過分析臺灣不同出生體重分組兒童從出

生到 10歲間之營養素攝取與生長發展差異，並探討

出生體重對於兒童營養攝取與生長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研究工具

本研究對象來自民國 91年及民國 93年所建立

之經長期追蹤飲食世代，招募於台北市立婦幼醫院

及台大醫院生產之孕婦及其嬰兒。民 91世代招募限

制包含：1.已確定懷孕且懷孕週數在 20週以內的孕

婦、2.年齡為 20歲以上、3.為中華民國國民或在臺

灣地區居住 10年以上、4.身體無任何的重大疾病，

但接受輕微的甲狀腺機能異常、糖尿病、高血壓孕

婦等，最終共招募 151位孕婦及其胎兒作為研究對

象。由於民 91 世代中新生兒出生體重分佈呈常態

性，為增加出生體重之變異性，故於民 93年起重新

招募相對低出生體重與相對高出生體重之健康新生

兒共 150名，並參考謝氏等人發表之臺灣新生兒出

生體重與懷孕週數分析結果作為招募標準（12），招

募出生體重第 10百分位以下及第 90百分位以上之

健康新生兒，但因招募條件嚴苛使得受訪者之招募

速度緩慢，而後參考謝氏等人發表之 1998-2002 年

臺灣全國性單胞胎新生兒以懷孕週數評估之出生體

重百分位結果（13）放寬招募標準至出生體重第 25百

分位以下及出生體重第 75百分位以上之新生兒，最

後共招募了 74名相對低出生體重及 76名相對高出

生體重之健康新生兒。合併兩世代研究對象，將兒

童分為相對低出生體重（relative low birth weight,

rLBW）、相對適當出生體重（relative adequate bir-

th weight, rABW）和相對高出生體重（relative high

birth weight, rHBW）三組分組，不同出生體重新生

兒分組標準及兩世代組別人數分佈如表一所示。

兩世代皆使用本研究室自行研發之問卷，包括



95 盧立卿等人

第 12個月之嬰兒每月飲食健康問卷和 2-10歲幼童

及家庭問卷，並由受過訓練之訪員於兒童生日前後

一個月內以電話訪談等方式收集資料，訪談過程中

會使用雙方具有共識的標準物進行形容與描述，例

如免洗湯匙、一般家用碗等，或是使用拳頭、手掌

心等方式進行判斷，如果方便的話也會請受試者拍

下食物的照片，記錄品牌與食用之重量，以確保電

訪收集飲食資料之正確性與精準度。問卷內容包含

飲食及非飲食兩部分。飲食部分包含兒童 24小時飲

食回憶紀錄、兒童飲食發展（食物攝取頻率、膳食

補充劑攝取、飲食喜好）等。非飲食部分包括體位

資料、兒童健康發展、兒童生活發展及家庭背景。

本研究樣本取自兩世代兒童 1歲時收集之 1日 24小

時飲食回憶，與 3歲、6歲和 10歲之 2日 24小時

飲食回憶（1天平日及 1天假日）及 0-10歲體位資

料進行分析，並排除 10年來從未收集飲食資料之兒

童，最後於出生時共收集 232位不同出生體重兒童

之體位資料，1 歲時共收集 225 位兒童飲食資料，

至兒童 10歲時體位與飲食共分別收集 94與 25筆資

料。

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使用師大食品營養素資料庫第 2 版（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ood and Nutrition Manage-

ment System 2, NUFOOD.2）中的師大飲食運算系統

（Normal University Diet Calculation System, NU-

CAL）進行 24小時飲食回憶問卷運算，可得兒童 2

日熱量及營養素攝取量平均值。家庭社經地位分數

運算採用本研究室研發之華人家庭社經背景歸類法
（14），分別算出雙親個人分數（職業指數×2 +教育

年限）， 19為低社經，給予 1分、20-29為中社

經，給予 2分、 30為高社經，給予 3分，再將雙

親分數相加成為家庭社經地位分數，並分為低社經

（ 3分）、中社經（= 4分）、中高社經（= 5分）

及高社經（= 6分）。體位測量方面，將兒童生長發

展定義為從出生至 10歲之身高、體重和身體質量指

數（body mass index, BMI）之變化。BMI計算方式

為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以 kg/m2 為單位表示。因

在長期追蹤研究中經歷樣本流失，從出生至 10歲時

流失 138 位兒童，故使用線性內插法（linear inter-

polation）針對兒童之體重和身高進行資料填補，以

觀察該群兒童之體位分布。另外根據我國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於 2013年頒佈之「兒童及青少年生長

BMI 建議值」判斷兒童體型（15）。以 Z 分數變化評

估兒童歷年生長速度。Z 分數計算方式為：（兒童

體位測量值-參考群體平均值）/參考群體之標準差。

以體位 Z分數的變化幅度來評估兒童出生至 2歲時

之生長速度，若 0-2歲之 Z 分數增加幅度大於 0.67

者為生長追上，降低幅度大於 0.67則為生長下降，

而 0-2歲Z分數變化介於-0.67至 0.67之間，則以居

中組稱之（19）。將問卷之飲食及非飲食資料進行處

理，包含編碼、彙整、運算等後，再以Excel建檔，

並利用統計軟體 SPSS 23.0版、STATA 8.0版進行統

計分析，類別變項與連續變項數值分別以次數分配

與百分比和平均值 ±標準差表示。使用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one-way ANOVA）、事後檢定 Bonferroni

表一 相對低、適當及高出生體重分組定義與兩世代兒童出生時之三組人數分佈
Definition of the relative low, appropriate, and high birth weight groups and the distribution at birth in two cohorts

懷孕週數
相對低出生體重標準1

(＜ 25th percentile)
相對適當出生體重標準

(25th- 75th percentile)
相對高出生體重標準 1

(＞ 75th percentile)

37 ＜ 2700 g 2700 g-3250 g ＞ 3250 g

38 ＜ 2900 g 2900 g-3400 g ＞ 3400 g

39 ＜ 3000 g 3000 g-3500 g ＞ 3500 g

40 ＜ 3000 g 3000 g-3600 g ＞ 3600 g

41 ＜ 3000 g 3000 g-3600 g ＞ 3600 g

42 ＜ 3000 g 3000 g-3600 g ＞ 3600 g

民 91世代 31位 69位 22位

民 93世代 57位 - 53位
1 Note from “Nationwide singleton birth weight percentiles by gestational age in Taiwan,” by W. S. Hsieh et al., 2006, Acta Paediatr Taiwan,

47(1),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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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比較不同出生體重

分組間差異。利用雙變項及淨相關分析 1-10歲營養

素與 10歲體位之相關性探討。利用STATA 8.0版軟

體之廣義估計公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

tions, GEE）分析法，進行重複性資料的比較分析，

考驗兒童於不同歲數飲食營養的趨勢。

結 果

表二顯示 232位不同出生體重兒童之家庭基本

資料。母親體位和父親年齡在出生體重分組之間均

達顯著差異。rHBW 組兒童之父親年齡顯著高於

rLBW 組；而母親體位方面，rHBW 組均顯著高於

表二 不同出生體重兒童出生時與其家庭基本資料4

The basic family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the three birth weight groups

連續變項
rLBW(n = 88) rABW(n = 69) rHBW(n = 75) 總計 (n = 232)

F3

mean ± SD mean ± SD mean ± SD mean ± SD

新生兒

出生體重 (kg)1 142.6 ± 0.2a 113.2 ± 0.2b 1 3.8 ± 0.2c 3.21 ± 0.47 528.4323 ***

出生身長 (cm)1 147.6 ± 1.6a 149.6 ± 1.6b 150.7 ± 1.6c 49.20 ± 2.05 083.619 ***

出生 BMI (kg/m2)1 112.2 ± 0.8a 113.0 ± 0.8b 114.6 ± 1.1c 13.19 ± 1.38 143.389 ***

母親年齡 1. 31 ± 4 1. 30 ± 4 1. 32 ± 4 1. 31 ± 4 002.374

母親體位

身高 (cm) 159.0 ± 5.5a 159.0 ± 4.1a 161.4 ± 4.8b 159.8 ± 5.0 005.883 **

體重 (kg)2 154.1 ± 6.8a 154.7 ± 7.3a 161.6 ± 11.2b 155.8 ± 8.4 006.894 **

BMI (kg/m2)2 121.1 ± 2.6a 121.7 ± 3.0a 124.0 ± 3.9b 121.9 ± 3.2 006.396 **

孕前體重 (kg) 150.7 ± 6.1a 150.6 ± 5.9a 156.6 ± 8.3b 152.6 ± 7.4 018.783 ***

孕前 BMI (kg/m2) 120.1 ± 2.3a 120.0 ± 2.3a 121.7 ± 2.7b 120.6 ± 2.5 011.822 ***

孕期體重增加量 (kg) 113.5 ± 2.9a 114.0 ± 3.6a 115.8 ± 4.6b 114.4 ± 3.8 008.349 ***

父親年齡 1. 33 ± 4a 1. 33 ± 5ab 1. 35 ± 5b 1. 34 ± 5 003.376 *

父親體位

身高 (cm) 172.3 ± 5.1 171.4 ± 6.7 172.2 ± 4.8 172.0 ± 5.5 000.605

體重 (kg) 170.9 ± 8.4 169.2 ± 9.4 171.7 ± 9.9 170.7 ± 9.2 001.296

BMI (kg/m2) 123.9 ± 2.7 123.6 ± 2.8 124.2 ± 3.1 123.9 ± 2.9 000.787

類別變項
rLBW (n = 88) rABW (n = 69) rHBW (n = 75) Total (n = 232) Pearson

Chi-Squaren (%) n (%) n (%) n (%)

家庭社經 20.758 **

低社經 17 (19.3%)a 37 (10.1%)a 14 (17.7%)a 338 (16.4%)

中社經 21 (23.9%)a 30 (43.5%)b 26 (38.0%)ab 377 (33.2%)

中高社經 16 (18.2%)a 23 (33.3%)a 18 (22.8%)a 357 (24.6%)

高社經 34 (38.6%)a 39 (13.0%)b 17 (21.5%)ab 360 (25.9%)

家庭總月收入 13.159 *

4萬以下 15 (17.0%)a 37 (10.1%)a 11 (14.7%)a 333 (14.2%)

4萬-8萬 35 (39.8%)a 47 (68.1%)b 35 (46.7%)a 117 (50.4%)

8萬以上 38 (43.2%)a 15 (21.7%)b 29 (38.7%)ab 82 (35.3%)
1 rHBW n = 74，Total n = 231
2 rLBW n = 31，rHBW n = 22，Total n = 122
3 * p < 0.05，** p < 0.01，*** p < 0.001
4不同英文字母（a, b, c）代表各組間統計量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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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兩組，亦即 rHBW兒童之母親體位較高，推測

母親體位可能是影響兒童出生體重因素之一。家庭

社經地位分析中，rABW 組之兒童家庭社經以中社

經為主；rLBW 組兒童多為高社經地位者。家庭總

月收入方面，rABW組主要落在 4-8萬元，而 rLBW

組之高家庭月收入人數（8 萬元以上）顯著多於

rABW 組。整體看來，在該群兒童中，rLBW 組兒

童之家庭社經地位較高。

以 232位兒童生長狀況分析，全體平均出生體

重 3.2 ± 0.5 kg，出生身長 49.2 ± 2.1 cm，出生 BMI

為 13.2 ± 1.4 kg/m2。不同出生體重兒童分組中，

rLBW組平均出生體重 2.8 ± 0.2 kg，出生身長 47.6

± 1.6 cm，出生 BMI為 12.2 ± 0.8 kg/m2；rABW組

平均出生體重 3.2 ± 0.2 kg，出生身長 49.6 ± 1.6 cm，

出生 BMI為 13.0 ± 0.8 kg/m2；rHBW組平均出生體

重 3.8 ± 0.2 kg，出生身長 50.7 ± 1.6 cm，出生 BMI

為 14.6 ± 1.1 kg/m2。觀察同一群兒童出生到 10歲之

生長變化，將體位資料以內插法處理後呈現的結果

如圖一所示，分析發現不論體重、身高及BMI，10

年來 rHBW組兒童體位均維持最高，而 rLBW組則

維持最低。體重方面，同一群兒童由 3.2 kg增加至

34.9 kg，rLBW組由 2.8 kg增加至 31.5 kg，rABW

組由 3.2 kg增加至 34.0 kg，rHBW組由 3.8 kg增加

至38.8 kg。身高（長）方面，同一群兒童由 49.2 cm

增加至 141.2 cm，rLBW組由 47.6 cm增加至 138.6

cm，rABW 組由 49.6 cm 增加至 140.9 cm，rHBW

組由 50.7 cm 增加至 144.1 cm。同一群兒童出生時

的 BMI為 13.2 kg/m2，10歲時為 17.4 kg/m2，不同

出生體重分組中，rLBW、rABW 和 rHBW 出生時

的 BMI分別為 12.2 kg/m2、13.0 kg/m2 和 14.6 kg/

m2，在 10歲時則分別為 16.3 kg/m2、17.1 kg/m2 和

18.7 kg/m2。以ANOVA分析不同出生體重分組間的

體位差異，在體重方面，插補前後之體重 7歲時的

分組差異顯著性增加（p < 0.001），而 rLBW組兒

童體重仍顯著低於其他兩組。在 4歲時，雖然使用

插補後顯著性未增加，但是結果由「rHBW 組顯著

高於其他兩組」轉變為「三組之間均呈顯著差異，

rHBW組顯著高於 rLBW組，同時亦顯著高於 rABW

組」。身高方面，在插補後 5-8 歲之組間差異顯著

性增加，但結果仍維持相同，rHBW 組兒童 5-8歲

身高均顯著高於 rLBW組。而兒童 1歲時身高分布

及顯著性雖然未改變，但是三組之間之相對關係減

弱，轉變為 rLBW組顯著低於其他兩組。此外，雖

然三組BMI分布未改變，但插補後之 2、5、7歲之

出生體重分組顯著性增加，9歲時顯著性降低。2、

7、9歲之結果與插補前相同； 但 5歲 BMI，於未

插補前之結果為 rHBW組顯著高於 rLBW組，經插

補處理後為 rHBW組顯著高於其他兩組，且 rABW

組兒童之平均值在經過內插法處理後略微降低。兒

童歷年體型人數分布中（數據未顯示），在體型過

輕方面，rLBW、rABW 和 rHBW 出生時體型過輕

的比例分別為 22.7%、2.9%和 0.0%，rLBW組過輕

比例顯著高於其他兩組；到了兒童 7、8 歲時，

rLBW組之過輕人數百分比分別為 24.3 %與 29.7 %

仍顯著較其他兩組高；但到 9、10 歲時，三組之間

過輕比例已無顯著差異。而過重與肥胖方面，

rHBW 組出生時過重與肥胖的比例分別佔 27.0%和

16.2%，顯著高於其他兩組。此外，在 4、9和 10歲

中，rHBW 組肥胖比例分別為 25.9%、15.6%和

20.5%，皆顯著高於 rLBW組。

為比較不同出生體重分組間兒童生長速度的差

異，另將不同出生體重兒童體位 Z分數進行比較，

結果呈現如圖二所示。觀察到不同出生體重兒童於

出生至 10歲各個時間點的體重、身高、BMI 等 Z

分數均達顯著差異。10歲時 rHBW組兒童之體位Z

分數顯著高於 rLBW組，但與 rABW組兒童相比已

無顯著差異。此外，rLBW兒童出生至 10歲體重、

身高、BMI 之 Z 分數均落在 0以下； 而 rHBW 兒

童之 Z分數主要大於 0，且 1歲時的平均 Z分數較

出生時的低。兒童出生至 2歲時體位生長追上與生

長下降比例之結果如表三所示，發現不論是體重、

身高或 BMI，rLBW 組生長追上的比例均顯著高於

rHBW組；而 rHBW組生長下降的比例均顯著高於

rLBW組。表四為不同生長速度兒童於 10歲時之體

位差異，可發現居中組、生長追上、生長下降等三

分組在兒童 10歲體重達顯著差異。兒童 10 歲時，

生長追上組體重顯著高於居中（-0.67-0.67）組。10

歲身長雖然未達顯著，但生長追上組之數值最低。

BMI方面在10歲時三組之間達顯著差異，10歲時，

生長追上、生長下降組之BMI均高於居中組，在生

長追上組與居中組之中差異達顯著。

兒童 1歲、3歲、6歲和 10歲熱量及能量營養

素攝取狀況呈現於表五。全體兒童熱量及能量營養

素攝取量 10年來呈顯著增加的趨勢。平均熱量攝取

由 1歲時的 864.8 kcal上升到 10歲的 1758.8 kcal，

蛋白質攝取量由 27.7 g 上升到 59.8 g，脂質攝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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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兒童歷年身高、體重和 BMI 變化（內插）

Figure 1. The changes in height, weight, and BMI for children over the years (Interpolation method)

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各年齡層不同出生體重分組間差異，* p < 0.05，** p < 0.01，*** p < 0.001表示三組數值具有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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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兒童歷年身高、體重和 BMI 之 Z 分數變化

Figure 2. The changes of the Z-scores for height, weight, and BMI for children over the years

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各年齡層不同出生體重分組間差異，* p < 0.05，** p < 0.01，*** p < 0.001表示三組數值具有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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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2.7 g上升到 59.1 g，醣類攝取量由 144.4 g上升

到 241.2 g。每公斤體重熱量及能量營養素攝取量方

面，1-10歲之每公斤熱量及能量營養素攝取隨時間

增加而降低，且趨勢皆達顯著（p for trend <

0.05）。全體兒童歷年熱量從1歲的每公斤體重 91.3

kcal 下降到每公斤體重 52.2 kcal；每公斤體重蛋白

質由 2.9 g下降至 1.8 g；每公斤體重脂質由 2.4 g下

降至 1.8 g，每公斤體重醣類則由 15.1 g 下降至 7.2

g。能量營養素攝取百分比方面，全體兒童平均蛋白

質百分比主要落在 13-14%左右，醣類百分比由 1歲

的 64.51%下降到 55.46%，脂質百分比由 23.16%上

升至 30.86%。GEE分析後發現隨時間變化，攝取百

分比變化達顯著差異（p for trend < 0.05），蛋白質

與脂質百分比隨時間增加而有增加的趨勢，醣類百

分比隨時間增加而有下降的趨勢（數據未顯示）。

在不同出生體重分組中，觀察到 rLBW、rABW

和 rHBW 組兒童 1 歲時之熱量攝取分別為 860.2

kcal、807.6 kcal和 925.0 kcal，持續至 10歲時發現

平均熱量分別為 1794.9 kcal、1704.4 kcal和 1833.8

kcal。rLBW組平均蛋白質由 26.9 g上升至 62.6 g，

表三 不同出生體重兒童生長追上與生長下降人數分布2, 3

Distribution of the catch-up and catch-down growth of the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birth weight groups

rLBW rABW rHBW 總計 Pearson
Chi-Square1

n % n % n % n %

26.746 ***

居中組 38ab 50.7% 41b 63.1% 24a 40.7% 103 51.8%

生長追上 27a 36.0% 12ab 18.5% 8b 13.6% 47 23.6%

生長下降 10a 13.3% 12a 18.5% 27b 45.8% 49 24.6%

25.633 ***

居中組 28a 37.3% 30a 46.2% 25a 42.4% 83 41.7%

生長追上 36a 48.0% 10b 15.4% 11b 18.6% 57 28.6%

生長下降 11a 14.7% 25b 38.5% 23b 39.0% 59 29.6%

23.223 ***

居中組 28a 37.3% 32a 49.2% 24a 40.7% 84 42.2%

生長追上 31a 41.3% 24a 36.9% 8b 13.6% 63 31.7%

生長下降 16a 21.3% 9a 13.8% 27b 45.8% 52 26.1%

體重

身高

BMI

1 *** p < 0.001
2 不同英文字母（a, b, c）代表各組間統計量達顯著差異
3 居中組：兒童 0-2歲 Z 分數變化介於-0.67至 0.67之間；生長追上：兒童 0-2歲 Z 分數增加幅度大於 0.67者；生長下降：兒童

0-2歲 Z分數降低幅度大於 0.67者

表四 不同生長速度兒童 10歲時之體位差異2, 3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nthropocentric measures for the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growth groups

居中組 生長追上 生長下降
F1

n mean ± SD n mean ± SD n mean ± SD

體重 (kg) 44 132.8 ± 6.6a 26 137.8 ± 10.4b 22 1135.35 ± 7.8ab 3.203*

身高 (cm) 35 142.1 ± 7.2 34 139.5 ± 4.92 23 142.1 ± 7.0 1.712*

BMI 41 116.5 ± 2.7a 26 118.6 ± 3.7b 25 1117.5 ± 3.4ab 3.338*
1* p < 0.05
2不同英文字母（a, b, c）代表各組間統計量達顯著差異
3 居中組：兒童 0-2歲 Z 分數變化介於-0.67至 0.67之間；生長追上：兒童 0-2歲 Z 分數增加幅度大於 0.67 者；生長下降：兒童

0-2歲 Z分數降低幅度大於 0.67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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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兒童 1歲、3歲、6歲和 10歲熱量與能量營養素攝取情況2

The energy and energy providing nutrient intakes for the children at 1, 3, 6, and 10 years old

營養素
年齡

（歲）

rLBW rABW rHBW
F1

Total

mean ± SD (n) mean ± SD (n) mean ± SD (n) mean ± SD (n)

Energy
(kcal)

1 1860.2 ± 289.1 (84) 1807.6 ± 290.7 (69) 1925.0 ± 349.4 (72) 2.536 1864.8 ± 312.2 (225)
3 1221.3 ± 304.3ab (65) 1162.5 ± 295.9a (63) 1334.9 ± 326.7b (58) 4.846** 1236.8 ± 314.7 (186)
6 1517.5 ± 325.9 (44) 1419.9 ± 263.1 (35) 1539.6 ± 344.6 (44) 1.528 1497.6 ± 317.9 (123)
10 1794.9 ± 254.3 (5) 1704.4 ± 342.5 (13) 1833.8 ± 203.4 (7) 0.485 1758.8 ± 288.6 (25)

Energy
(g/kg)

1 1198.8 ± 35.2a (84) 1183.1 ± 29.8b (69) 1190.4 ± 37.5ab (72) 3.992* 1191.3 ± 34.8 (225)
3 1188.5 ± 22.9 (65) 1180.1 ± 21.3 (63) 1184.5 ± 21.1 (58) 2.368 1184.4 ± 22.0 (186)
6 1178.1 ± 18.1a (44) 1168.0 ± 16.7b (35) 1166.8 ± 15.3b (44) 5.843** 1171.3 ± 17.4 (123)
10 1150.2 ± 18.2 (5) 1153.0 ± 13.1 (13) 1152.2 ± 10.4 (7) 0.075 1152.2 ± 13.0 (25)

Protein
(g)

1 1126.8 ± 10.3ab (84) 1125.7 ± 10.1a (69) 1130.4 ± 14.7b (72) 3.083* 1127.7 ± 12.0 (225)
3 1141.7 ± 11.3ab (65) 1141.1 ± 11.1a (63) 1146.8 ± 13.7b (58) 4.029* 1143.1 ± 12.2 (186)
6 1154.0 ± 12.6 (44) 1150.2 ± 9.1 (35) 1154.8 ± 15.8 (44) 1.316 1153.2 ± 13.1 (123)
10 1162.6 ± 15.9 (5) 1158.8 ± 17.7 (13) 1159.7 ± 13.3 (7) 0.098 1159.8 ± 15.6 (25)

Protein
(g/kg)

1 1113.1 ± 1.3 (84) 1112.7 ± 1.1 (69) 1113.0 ± 1.6 (72) 2.156 11 2.9 ± 1.4 (225)
3 1 13.0 ± 0.9 (65) 1112.8 ± 0.8 (63) 1112.9 ± 0.8 (58) 1.095 11 2.9 ± 0.8 (186)
6 11 2.8 ± 0.7a (44) 1112.4 ± 0.6b (35) 1112.4 ± 0.7b (44) 4.784* 11 2.5 ± 0.7 (123)
10 1 11.8 ± 0.8 (5) 1111.8 ± 0.6 (13) 1111.7 ± 0.3 (7) 0.182 11 1.8 ± 0.6 (25)

Protein% of
energy

1 1111.9 ± 2.9 (84) 1112.9 ± 3.0 (69) 1112.3 ± 2.4 (72) 2.318 1112.3 ± 2.8 (225)
3 1114.0 ± 2.5 (65) 1114.1 ± 2.6 (63) 1114.4 ± 2.3 (58) 0.333 1114.2 ± 2.5 (186)
6 1114.5 ± 2.1 (44) 1114.4 ± 1.8 (35) 1114.3 ± 2.0 (44) 0.081 1114.4 ± 2.0 (123)
10 1114.0 ± 2.2 (5) 1113.9 ± 1.9 (13) 1113.2 ± 2.0 (7) 0.332 1113.7 ± 1.9 (25)

Fat (g)

1 1120.7 ± 13.1a (84) 1126.7 ± 12.1b (69) 1121.1 ± 12.2a (72) 5.159** 1122.7 ± 12.8 (225)
3 1138.1 ± 15.4 (65) 1140.0 ± 20.1 (63) 1142.9 ± 17.1 (58) 1.137 1140.2 ± 17.6 (186)
6 1145.9 ± 15.1 (44) 1141.7 ± 9.8 (35) 1147.0 ± 14.7 (44) 1.536 1145.1 ± 13.7
10 1158.1 ± 9.9 (5) 1158.3 ± 14.2 (13) 1161.2 ± 8.8 (7) 0.148 1159.1 ± 11.8 (25)

Fat (g/kg)

1 1 12.3 ± 1.5ab (84) 1 12.8 ± 1.2a (69) 1 12.1 ± 1.2b (72) 5.123** 1 12.4 ± 1.4 (225)
3 1 12.8 ± 1.1 (65) 1 12.7 ± 1.4 (63) 1 12.7 ± 1.1 (58) 0.044 1 12.7 ± 1.2 (186)
6 1 12.4 ± 0.8a (44) 1 12.0 ± 0.6b (35) 1 12.0 ± 0.6b (44) 3.193* 1 12.2 ± 0.7 (123)
10 1 11.6 ± 0.6 (5) 1 11.8 ± 0.6 (13) 1 11.8 ± 0.5 (7) 0.208 1 11.8 ± 0.5 (25)

Fat% of
energy

1 1120.6 ± 11.5a (84) 1129.6 ± 6.8b (69) 1119.9 ± 9.3a (72) 23.049 *** 1123.2 ± 10.5 (225)
3 1128.5 ± 9.2 (65) 1130.2 ± 7.9 (63) 1129.6 ± 9.2 (58) 0.590 1129.4 ± 8.8 (186)
6 1127.3 ± 5.2 (44) 1127.0 ± 5.6 (35) 1127.8 ± 6.4 (44) 0.233 1127.4 ± 5.7 (123)
10 1129.5 ± 3.8 (5) 1131.5 ± 5.6 (13) 1130.7 ± 4.9 (7) 0.277 1130.9 ± 5.0 (25)

Carbohy-
drate (g)

1 1151.7 ± 49.0a (84) 1116.4 ± 42.6b (69) 1162.8 ± 57.1a (72) 16.594*** 1144.4 ± 53.3 (225)
3 1170.8 ± 45.4 (65) 1162.9 ± 46.4 (63) 1181.2 ± 47.5 (58) 2.368 1171.4 ± 46.7 (186)
6 1218.4 ± 49.9 (44) 1207.1 ± 49.7 (35) 1221.0 ± 59.2 (44) 0.716 1216.1 ± 53.3 (123)
10 1251.1 ± 38.0 (5) 1230.3 ± 53.9 (13) 1254.3 ± 44.7 (7) 0.679 1241.2 ± 48.2 (25)

Carbohy-
drate (g/kg)

1 1117.0 ± 5.7a (84) 1112.1 ± 4.4b (69) 1115.8 ± 6.2a (72) 15.716*** 1 15.1 ± 5.9 (225)
3 1112.4 ± 3.4 (65) 1111.1 ± 3.2 (63) 1111.4 ± 3.1 (58) 2.596 1 11.7 ± 3.3 (186)
6 1111.3 ± 2.7a (44) 1 19.9 ± 2.7ab (35) 1 19.6 ± 2.7b (44) 4.471* 1 10.3 ± 2.8 (123)
10 1 17.0 ± 2.5 (5) 1 17.2 ± 1.9 (13) 1 17.2 ± 1.7 (7) 0.021 1 17.2 ± 1.9 (25)

Carbohy-
drate % of
energy

1 1167.5 ± 11.9a (84) 1157.5 ± 6.3b (69) 1167.8 ± 9.3b (72) 26.396*** 1164.5 ± 10.7 (225)
3 1157.5 ± 9.2 (65) 1155.6 ± 8.5 (63) 1156.1 ± 9.3 (58) 0.706 1156.4 ± 9.0 (186)
6 1158.3 ± 5.7 (44) 1158.6 ± 6.1 (35) 1157.9 ± 7.4 (44) 0.131 1158.2 ± 6.5 (123)
10 1156.6 ± 4.7 (5) 1154.7 ± 6.3 (13) 1156.1 ± 4.9 (7) 0.259 1155.5 ± 5.5 (25)

1 * p < 0.05，** p < 0.01，*** p < 0.001，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檢定Bonferroni法比較各年齡層不同出生體重分組間差異。
2 不同英文字母 (a, b, c)代表各組間統計量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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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W組由 25.7 g上升到 58.8 g，rHBW組由 30.4 g

上升至 59.7 g。而脂質攝取分別由 20.7 g、26.7 g和

21.1 g上升至 58.1 g、58.3 g和 61.2 g。醣類攝取則

分別由 151.7 g、116.4 g和 162.8 g分別上升到 251.1

g、230.3 g和 254.3 g。然而歷年熱量及能量營養素

攝取量在不同出生體重分組之兒童中並未有太大的

差異，唯有在 1 歲之能量營養素、3 歲之熱量與蛋

白質等項目中三組之間呈現顯著差異（p < 0.05）。

1 歲與 3 歲時 rHBW 兒童之蛋白質攝取顯著高於

rABW 兒童；1 歲脂質、醣類攝取中，rABW 兒童

攝取量與其他兩組呈顯著差異（p < 0.05），脂質攝

取顯著高於其他兩組，而醣類攝取顯著低於其他兩

組。經GEE分析後可以發現，歷年脂質攝取量，出

生體重分組與時間之交互作用達到顯著差異，可以

說經過時間的流逝，三組的攝取量之變化達到顯著

差異，rABW 組兒童攝取量變化幅度顯著小於其他

兩組（數據未顯示）。每公斤體重熱量與能量營養

素攝取中，不同出生體重兒童在 1歲和 6歲之每公

斤體重熱量攝取中呈顯著差異（p < 0.05）。也發現

1歲時，rLBW組兒童每公斤體重熱量攝取顯著高於

rABW組，至 6歲時 rLBW組每公斤體重熱量攝取

顯著高於其他兩組。每公斤體重蛋白質方面，在兒

童 6歲時呈顯著差異，rLBW 組兒童的每公斤體重

蛋白質攝取量顯著高於其他兩組。此外，三組於 1

歲之每公斤脂質攝取呈顯著差異，rABW 組每公斤

脂質攝取顯著高於 rHBW組。而每公斤體重醣類攝

取，出生體重分組於 1歲和 6歲達顯著差異。1歲

之 rABW 兒童攝取量顯著低於其他兩組，6歲時，

rLBW兒童攝取量顯著高於 rHBW組。整體數值以

GEE評估後發現，僅於脂質及醣類攝取中交互作用

達顯著差異（p for trend < 0.05）（數據未顯示）。

在脂質攝取量方面，rABW兒童 1歲到 10歲脂質攝

取量變化顯著大於其他兩組，而醣類攝取量剛好相

反，rABW組兒童 1歲到 10歲醣類攝取量之變化顯

著小於其他兩組（數據未顯示）。每公斤蛋白質與

熱量，三組之間攝取變化量隨時間增加並未呈現顯

著差異（數據未顯示）。

兒童 1歲、3歲、6歲和 10歲之熱量與能量營

養素與 10歲體位之相關性分析結果於表六呈現，考

量到性別與出生體重可能為影響相關性結果之潛在

因素，因此控制性別與出生體重之結果顯示為Mod-

el 2，而無控制變項之結果顯示為Model 1。結果可

發現每公斤體重之能量營養素攝取對於 10歲體位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每公斤體重熱量、蛋白質、脂

質、醣類攝取多與 10歲體位呈負相關，尤其在 10

歲之攝取中，每公斤體重熱量、蛋白質、脂質、醣

類攝取均與 10歲體重、BMI 呈顯著負相關。造成

本研究之結果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為肥胖者低報

了飲食攝取量、譯碼時份量估計的誤差，亦或是因

為體重與熱量消耗有關，比較胖的人可能熱量消耗

較少，需求量也跟著減少。此外，也可能與受訪者

之體重有關。體重較高，相同熱量及能量營養素攝

取量的情況之下，每公斤體重熱量及能量營養素也

會隨之降低。在相同熱量及能量營養素攝取量的情

況之下，體重較高者，每公斤體重熱量及能量營養

素也會較降低。

討 論

影響兒童生長發展之因素有無數種，除基因等

先天條件外，家庭背景、環境、飲食營養攝取、哺

餵方式等均可能對兒童生長造成影響。根據世界衛

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資料顯

示，2020年全球有超過 3900萬的 5歲以下幼兒為

過重或肥胖，且近半數居住在亞洲，24%則位居在

非洲（16）。本研究分析臺灣不同出生體重組之兒童

間的生長發展與營養素攝取差異，並探討出生體重

對於兩者之間的影響。發現不同出生體重兒童自

0-10 歲的歷年體位，不論在體重、身高、BMI 方

面，均為 rHBW 組兒童顯著較高（p < 0.01），而

rLBW 組則仍保持在最低。若將兒童歷年體重、身

高對照 2010年研究（17）發現，不同出生體重兒童體

重、身高百分位由出生時的較低百分位上升至 1 歲

時較高百分位後，便維持在該百分位區間。不同出

生體重兒童之 BMI 之百分位落點相對穩定，rLBW

組兒童 2-10歲BMI多維持在第 15-50百分位之間，

rABW及 rHBW 組兒童均維持在第 50-85百分位之

間。以我國 2013年國健署 BMI 建議值判斷兒童體

型（17）則發現，不同出生體重兒童之出生體型人數

分布達顯著差異，而 10歲兒童之體型仍維持 rHBW

組兒童肥胖比例較高，此一結果也與 Parsons 等人

和 Hui等人的研究結果雷同（18,4），出生體重與未來

BMI成正相關，高出生體重兒童與兒童未來過重與

肥胖有關。

由於本研究為長期世代追蹤研究，常會因各種

因素而導致資料中出現遺漏值，遺漏值可能包含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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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兒童 1歲、3歲、6歲和 10歲熱量與能量營養素攝取與 10歲體位之相關性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energy and energy providing nutrient intakes at 1, 3, 6, and 10 years old and the anthro-

pometric measurements of the children at 10 years old

10歲體重 10歲身高 10歲 BMI

年齡 (y) Model 12 Model 23 Model 12 Model 23 Model 12 Model 23

Energy (kcal) 1 -0.023 -0.006 -0.037 -0.072 -0.055 -0.043

3 -0.152 -0.125 -0.028 -0.046 -0.177 -0.135

6 -0.177 -0.174 -0.113 -0.138 -0.161 -0.136

10 -0.053 -0.005 -0.076 -0.022 -0.088 -0.035

Energy (g/kg) 1 -0.150 -0.061 -0.142 -0.058 -0.133 -0.049

3 -0.125 -0.085 -0.207 -0.139 -0.062 -0.042

6 -0.415*** -0.357** -0.344** -0.258* -0.368** -0.331**

10 -0.781*** -0.844*** -0.620** -0.605** -0.683*** -0.791***

Protein (g) 1 -0.037 -0.039 -0.010 -0.010 -0.048 -0.048

3 -0.093 -0.022 -0.068 -0.007 -0.096 -0.034

6 -0.196 -0.188 -0.080 -0.087 -0.205 -0.181

10 -0.141 -0.100 -0.061 -0.006 -0.198 -0.108

Protein (g/kg) 1 -0.096 -0.023 -0.176 -0.111 -0.042 -0.030

3 -0.209 -0.219* -0.199 -0.194 -0.155 -0.165

6 -0.308** -0.252* -0.301** -0.233* -0.249* -0.209

10 -0.558** -0.635** -0.522** -0.511* -0.448* -0.567**

Fat (g) 1 -0.038 -0.068 -0.080 -0.122 -0.002 -0.018

3 -0.238* -0.223* -0.069 -0.070 -0.329** -0.304**

6 -0.219 -0.211 -0.117 -0.131 -0.206 -0.178

10 -0.054 -0.154 -0.176 -0.096 -0.021 -0.159

Fat (g/kg) 1 -0.030 -0.024 -0.021 -0.039 -0.04 -0.006

3 -0.022 -0.003 -0.259* -0.217* -0.096 -0.107

6 -0.217 -0.172 -0.217 -0.148 -0.184 -0.160

10 -0.700*** -0.797*** -0.563** -0.547** -0.604** -0.757***

Carbohydrate (g) 1 -0.074 -0.055 -0.037 -0.006 -0.080 -0.064

3 -0.003 -0.021 -0.072 -0.108 -0.033 -0.071

6 -0.082 -0.082 -0.077 -0.102 -0.064 -0.047

10 -0.074 -0.058 -0.019 -0.081 -0.062 -0.006

Carbohydrat (g/kg) 1 -0.188 -0.085 -0.204 -0.114 -0.147 -0.053

3 -0.303** -0.268* -0.206 -0.121 -0.280** -0.266*

6 -0.437*** -0.380** -0.332** -0.249* -0.399*** -0.358**

10 -0.721*** -0.746*** -0.546** -0.532* -0.646** -0.702***
1*p < 0.05, **p < 0.01, ***p < 0.001
2 無控制變項
3 控制性別、出生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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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重要資訊，若忽略不計將可能影響研究結果與

結論。由於從兒童歷年平均體重、身高曲線中可觀

察到，0-10歲兒童體重及身高是隨著年齡增加而增

加，本次分析根據資料的特性使用線性內插法針對

兒童體位資料進行插補。經內插法處理後之兒童體

位結果中，其分布與插補前大致相同，但仍可能出

現部分顯著性改變、平均值增加或降低、組別之間

相對關係增加或減弱等狀況，這可能是因歷年樣本

數有所增加，導致平均值出現變化，統計意義亦因

而有所不同。在生長追上之人數分布中，英國 The

Av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s and Children研究

觀察到，正常胎齡的兒童約有 30.7%出現體重生長

追上，24.5% 出現體重生長下降；身高之生長追上

與下降的比例分別為 32.1%及 23.75%（19）。而巴西

的研究則發現，體重生長追上的比例約為 22.9%
（20）。在本研究中顯示，全體兒童體重生長追上比

例為 23.6%，生長下降為 24.6%。此外也發現不論

體重、身高或是 BMI，rLBW 組兒童之生長追上比

例均顯著高於 rHBW組，而 rHBW組生長下降的比

例較 rLBW組高，這也代表兒童出生體重影響了兒

童 0-2歲之生長速度。

兒童飲食營養方面，本研究將歷年兒童營養素

攝取量與我國第七版 DRIs（21）進行比較，以了解兒

童時期營養素之攝取狀況。在第七版 DRIs 中，兒

童1-10歲熱量攝取建議約為1350 kcal-2350 kcal（適

度活動之建議量），而蛋白質攝取建議量由 1 歲

20 g漸漸增加至 10歲 55 g。與本研究結果相比後，

可觀察到該群兒童歷年熱量攝取多較適度活動之建

議量低，而平均蛋白質攝取均較建議量高。在目前

文獻中，比較不同出生體重兒童之營養攝取研究較

少，在 2005年的The Av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

ents and Children（ALSPC）相關研究中曾討論出生

體重與能量營養素的關係。該研究發現在 1.5、3.5

及 7 歲中，出生體重與熱量攝取無顯著相關。此

外，在基本模型中（控制年齡、性別及熱量攝

取），醣類攝取與出生體重呈現正相關，而脂質、

蛋白質攝取量與出生體重呈現負相關，但該相關性

在兒童 7歲時減弱（22）。另外在 2016年荷蘭的Am-

sterdam Born Children and their Development

（ABCD）世代研究中則探討出生體重以及出生後

體重和身高增加與 5 歲時平均每日熱量攝取的關

係。研究發現，在控制性別、妊娠年齡、種族、雙

親 BMI、社經地位、懷孕期間吸菸、母乳哺喂時

間、當前年齡、身高和BMI和 5歲身體活動分數等

因子後，兒童在出生 1-3、3-6個月和 12個月至 5歲

期間的體重 Z分數增加與 5歲時平均每日熱量攝取

顯著呈正相關；而在 0-1、1-3個月和 12個月至 5歲

之間的身高 Z分數增加與 5歲時平均每日熱量攝取

呈負相關，顯示嬰兒和兒童期體重加速增加與兒童

期熱量攝取有關；而嬰兒早期和兒童期身高快速增

加與兒童期熱量攝取減少有關，至於出生體重 Z分

數則與熱量攝取無相關（23）。

早期的每公斤體重熱量及蛋白質攝取提供了兒

童生長及活動相關資訊，能夠應用於多數族群，在

兒童生長及營養攝取之評估中有其必要性。建議量

方面，臺灣早期研究中發現成人每日蛋白質需要量

為 1.2 g/kg，而後因應國人蛋白質攝取品質增加，故

將需要量降為 0.9-1.0 g/kg，但該建議量並不是針對

生長發育中的兒童。此外，臺灣與日本並未有兒童

之每公斤體重熱量及蛋白質之確切建議值，故在臺

灣及日本的資料中將以熱量和蛋白質建議量除以建

議體重作為代表值，結果呈現如表七。另將本研究

結果與各國研究數據比較，觀察到不論是本研究兒

童攝取量或是不同國家之數值，兒童每公斤體重熱

量、蛋白質均隨年齡增加而呈現降低的趨勢。在不

同國家的調查值中，美國 2003-2004 年之營養調查

中，2-3歲、4-8歲、9-13歲兒童之每公斤體重蛋白

質攝取量分別為 4.5、2.4、1.7 g/kg，顯著高於建議

值（24）。義大利研究中發現兒童 1、5、10歲之每公

斤體重熱量攝取分別為 94、119、63 kcal/kg，僅在

5歲時高於該國建議量（8）；希臘研究發現 11-14歲

未過重兒童每公斤體重熱量攝取為 43.9-52 kcal/kg，

每公斤體重蛋白質、脂質、醣類攝取分別落在

3.3-3.9、2.1-2.4、4.7-6.0 g/kg之間（25）；西班牙研究

發現 9-11歲兒童每公斤體重蛋白質攝取為 1.8-2.0 g/

kg、脂質為 1.9-2.0 g/kg、醣類為 4.5-4.7 g/kg（26）；

香港研究則發現 7 歲時兒童攝取每公斤體重 73-82

kcal，每公斤體重蛋白質 3.5-3.7 g（27）。反觀本研

究，兒童每公斤體重熱量攝取較臺灣之計算值低，

比日本、美國建議值高（表七所示）；每公斤體重

蛋白質攝取均較不同建議值高。相較於各國調查

值，本研究兒童 10歲之每公斤體重熱量攝取與希臘

研究較為相似（25），每公斤體重蛋白質、脂質與西

班牙研究相近（26）。由此可知臺灣兒童蛋白質攝取

量以每公斤體重之觀點看來，尚有討論的空間。

回顧兒童營養對於未來生長與健康之文獻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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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8-24個月大攝取每公斤體重 4-5 g 蛋白質與未

來肥胖有關（28,29）。但丹麥研究發現兒童 9個月大之

每公斤體重蛋白質攝取與 10歲體重、身高及 BMI

均未呈現顯著相（30）。另外在 2015 年西班牙針對

9-11歲兒童的橫斷面調查中發現，正常體位的兒童

每公斤體重脂質、蛋白質攝取均顯著高於體型肥胖

的兒童（p < 0.001）（26）。雖然目前已有多數研究針

對不同體位兒童之每公斤體重熱量、能量營養素攝

取差異進行探討，但多數均為橫斷性研究，再加上

探討長期每公斤體重熱量、能量營養素對於體位影

響的文獻較少，故兒童長期每公斤體重攝取量與體

位之關係還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及討論。綜合上述，

可以發現兒童每公斤體重熱量及能量營養素在兒童

體位中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時也提供了兒童生

長狀況與活動量之潛在資訊。

本研究室之二世代研究之受試者主要為北區所

招募，大多為中高社經階層，無法推論至臺灣全體

兒童，往後相關研究可合併其它世代北區、中區、

南區之資料，完善受試者條件，方可得到本土兒童

生長及營養狀況之正確資訊。此外，因追蹤時間較

長，許多受試者礙於搬遷、失聯、忙碌等因素而無

法繼續接受每年之調查，導致歷年研究對象銳減，

出生體重分組人數出現差異。資料分析方面，幼兒

的生長及飲食與身體活動量密切相關，但本研究因

無納入兒童身體活動量資料，因此在分析兒童生長

與飲食狀況時未將身體活動量作為干擾因子。而本

次飲食分析主要以營養素攝取量為基礎，對於食物

類別攝取狀況並未多加著墨，未來可以彙整兒童歷

年食物類別、項目、份量等資料，對於兒童食物攝

取之改變狀況以進行探討。本研究提供本土生長狀

況與營養攝取之數據，亦嘗試使用插補的方式模擬

受試者體位資料，能夠更加了解該群兒童之樣本特

性及潛在之生長影響因素。綜合以上可發現雖然出

生體重、生長追上等因素均影響臺灣北部兒童 10歲

時體位之分布，但同時兒童早期之每公斤體重熱量

及能量營養素亦提供臺灣北部兒童生長之潛在資訊

及可能為生長發展之重要指標。

表七 不同國家之每公斤體重熱量、蛋白質建議量與計算

The energy and protein recommendations per kilogram of body weight with calculated results by dif-

ferent countries

本研究 台灣1, 2 日本1, 3

美國4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熱量 蛋白質 熱量 蛋白質 熱量 蛋白質 熱量 蛋白質 熱量 蛋白質 熱量 蛋白質 熱量 蛋白質

(kcal) (g) (kcal) (g) (kcal) (g) (kcal) (g) (kcal) (g) (kcal) (g) (kcal) (g)

91.1 3.02 91.5 2.87 103.9 1.54 103.9 1.54 82.6 1.74 81.8 1.82 82 1.05

92.7 3.18 86.0 3.01 83

87.2 2.93 81.8 2.92 78.8 1.52 77.6 1.55 104

83.5 2.85 80.5 2.77 90.0 1.50 86.8 1.58 97 0.95

76.9 2.70 70.7 2.51 90

72.6 2.60 70.2 2.48 69.8 1.58 66.2 1.37 84

- - - - 75.0 1.43 70.4 1.48 80

- - - - 66.1 1.43 62.0 1.46 75

64.9 2.16 53.5 1.82 71 0.95

55.2 1.89 48.0 1.59 61.8 1.45 57.7 1.28 63.2 1.40 57.9 1.38 67

1歲

2歲

3歲

4歲

5歲

6歲

7歲

8歲

9歲

10歲
1 以蛋白質及體重建議量所計算
2 資料取自行政院衛生署（民 100）。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第七版。
3 Retrieved from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Overview of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 for Japanese, 2015
4 Retrieved from Institute of Medicine: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 for Energy, Carbohydrate, Fiber, Fat, Fatty Acids, Cholesterol, Protein,

and Amino Acids, ed 5.,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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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追蹤臺灣不同出生體重兒童 1-10 歲飲食

攝取與生長發展

盧立卿1* 盧玉萍2 陳采蘋1、何承芳1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營養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2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營養治療科

摘要 目標：分析不同出生體重組別兒童 1-10歲之營養素攝取及生長發展。方法：招募新生兒以

出生體重之第 25及 75百分位分為相對低出生體重組（relative low birth weight, rLBW）、相對適

當出生體重組（relative adequate birth weight, rABW）及相對高出生體重組（relative high birth

weight, rHBW），每年定期以電話訪問收集 24小時飲食回憶與體位等資料，持續追蹤至 10歲（n

= 94）。結果：不同出生體重兒童 0-10歲體重、身高和 BMI均達顯著差異，10年來 rHBW組兒

童體位均顯著較高（p < 0.05），rLBW組依然保持最低。rLBW組體重、身高與 BMI生長追上的

比例顯著高於 rHBW組。全體兒童每公斤體重熱量及能量營養素攝取 10年來隨時間增加而降低

（p for trend < 0.001），但每公斤體重蛋白質攝取均較建議值高（10歲攝取量為 1.8 g/kg）。不

同出生體重分組之間 10歲時熱量及營養素攝取多未出現顯著差異（p > 0.05）。相關性分析中，

兒童歷年每公斤體重熱量及能量營養素多與 10歲體位呈負相關，意味著早期每公斤體重熱量及能

量營養素攝取量低，10 歲體位較高。結論：出生體重仍對兒童 10 歲時體位發展有影響，而兒童

早期之每公斤體重熱量及能量營養素亦提供了兒童未來生長之重要指標。

關鍵字：出生體重、生長發展、飲食營養攝取

* 通訊作者：盧立卿

通訊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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