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营养与饮食学  

  (一)我国公共营养事业的发展 

  我国 1936 年首次提出“中国民众最低限度的营养需要”未列入维生素的

需要量，1949 年后前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学系在编辑包括维生素含量在内的

《食物成分表》时，提出了一个“我国的膳食营养素需要量推荐标准”。1962

年召开中国生理科学会营养专业会议时，正式发表了我国膳食营养素供给量推

荐标准。以后中国营养学会在大量实验研究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于 1981 年

和 1988 年进行了两次修订，修订后的标准所包括的营养指标已由最初的 10 项

增加至 15 项，人群的年龄划分也由最初的 11 个增加至 21 个年龄段。1988 年

修定时，我国营养工作者在热能需要量方面已对各主要工种的劳动项目及各兵

种测出热能消耗率；对我国的谷类、豆类等消化率，植物蛋白质的生理价值及

营养效果的影响因素，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多种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

营养效用及影响因素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 

  (二)食物与营养工作的发展 

  1952 年由中国预防医学科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的前身——中央卫生

研究院营养学系，测定了北京 300 种食物中 5种维生素的含量，并编制出版了

我国第一本较完整的《食物成分表》，该表包括有约 300 余种食物中 15 种营

养素的含量。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还进行了一些食物营养成分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建立工

作，1986 年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编写了我国第一本

“食物营养成分测定方法”一书，该书既考虑了最新仪器设备，又兼顾有益于

普及的一般方法，对全国不同地区食物分析方法的统一起到了很大作用。1986

年在王光亚和沈治平两位研究员的主持下，组成了有 15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

市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食物成分测定工作协作组”，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

1989 年完成了各地区食物中多种营养素的测定工作。经过四十年来对各种食物

成分分析数据的不断积累，食物成分表也进行了数次修定，1991 年再次修订出

版的食物成分表中分析项目已达 28 大类，包括 3282 种食物中的 24 种一般营

养素含量，1388 种食品中的 18 种氨基酸含量，932 种食品中 26 种脂肪酸含量

和 962 种食品中的胆固醇含量。这表明了我国的营养分析工作在建国以来的 40

年中已取得重大发展。 

  五十年代初曾对市场上 58 种婴儿代他食品做了营养成分分析，动物生长

试验以及氮、钙、磷代谢观察等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食品的营养成分比例都

不适合营养素供给量要求，维生素均低于标准，经研究改进，提出了“5410”

配方代乳品，向全国几个大城市推广生产，取得了较好效果。七十年代后期，

在全国的南北地区因地制宜研制了多种代乳品配方，并汇编成册向全国推广介

绍。八十年代以“5410”配方为基础，加以补充、改进工艺过程，研究、试制

了适宜于 1～6个月婴儿食用的“婴儿营养粉”和 6个月以后的断奶食品“宝

宝乐”，其营养效果均不低于以乳为主食的婴儿代乳品。在卫生部及轻工业部

组织领导下，对婴幼儿配方乳粉，断奶期配方食品、断奶期补充食品及某些婴

儿强化食品都制定了营养卫生标准。 

  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对母乳喂养的优越性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同时对孕

妇、乳母的营养状况与乳汁分泌的质和量，以及对胎儿生长发育的关系等进行



了大量研究。 

  (三)营养与疾病的研究工作 

  1985 年在卫生部、教育部的支持下，浙江医科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分别成

立了营养专业和临床营养专业，开始了临床营养医师的培养。八十年代以来，

临床营养工作的队伍不断得到扩大，卫生部也曾委托几所医学院校开办过短期

临床营养进修班。1986 年由关桂梧主编出版了“营养学基础与临床实践”，1990

年由顾景范、邵继智主编出版了“临床营养学”，这两部临床营养学专著的出

版，弥补了我国临床营养学专著的空白，对我国临床营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我国营养与疾病研究较多的是地方病和老年常见病。我国医学人员经长期

研究，首先发现克山病的发生与膳食中缺硒有关，大规模预试验证实，亚硒酸

钠可以预防急性克山病的发生，并因此获得了克劳斯施瓦茨国际奖。近些年来，

我国在老年营养需要和衰老与营养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发现营养与促进老化

程度的自由基有着密切的关系。适当限制进食(主要限制能量)，而蛋白质充裕

时，能抑制脂质过氧化作用，维生素 A、E、C、B、胡萝卜素、硒等能提高机体

抗自由基作用，因此有利于延缓衰老。研究认为癌症、心脑血管疾病、骨质蔬

松、白内障、糖尿病等一些老年多发病均与饮食习惯和营养状况有密切关系。

如食盐过多与高血压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某些营养素摄入过高或过低以及某些

饮食习惯的食物中含有较多的致癌物质，均与癌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并且研

究筛选出了大蒜、中华猕猴桃、沙棘、富硒麦芽粉、蔬菜、香菇、茶叶等一些

具有抗癌防癌作用的食物，在合理膳食搭配防治这些老年常见病的研究方面取

得不少成果。此外，我国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很高，认为与膳食中铁的摄

入、吸收和利用有关，目前正在开展防治研究，已研制出一些由血红素型铁制

做的食品和制剂，有较好的作用。对儿童缺钙和维生素 D引起的佝偻病、缺锌

引起的生长发育迟缓和异食癖等也正在研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