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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人們的飲食組成以及生活型態也與過去大不相同，自 1980 年開始，世界各國開始面臨營養素缺乏以及

慢性病並行的「雙重健康負擔」。由近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調查的結果顯示，台灣地區的民眾也面臨到相同的問題，且出現

了城鄉差距。 依國民營養健康調查的結果原鄉地區民眾的肥胖及代謝症候群盛行率更為全國各地區之冠，原鄉民的平均餘命

低於國家平均餘命值 5 歲之多。根據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1993~1996）的結果，山地地區的男女性魚類食物的攝取次

數都較其他地區少。女性含糖飲料平均攝取頻率最高的地區為山地地區，平均為 1.5 次/週。而每週平均用油烹調頻率，男女

性都以山地區最低。而有以滷汁、豬油或湯汁拌飯習慣的比率，男女性都以山地地區的比率較高，而在最新一次變遷調查

（2005~2008）中也發現，山地地區幼兒乳類的總攝取頻率低於全國的幼兒，但其對碳酸及含糖飲料的攝取頻率則高於全國幼

兒。但是對於嚴重造成口腔癌的檳榔攝取頻率，無論男女，皆以山地地區（男性 75.3 次/週，女性 38.5 次/週）的頻率最高。 個
人的飲食方式受多重因素（如地理環境、風俗習慣、食物的可近性等）的影響，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目前原鄉居民飲食

現狀和困境，以及其對營養與健康的認知，以提供未來擬定進一步的原鄉居民膳食改善計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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