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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图 谱》(1 957)和《 营养学进 展》(1 964)苏祖 斐的《 妇幼营养 》(1954 二版1 982)和 《实用儿

童营 养学》( 1964)郑 集的《 现代中国 营养学史 料》(19 54)陈 学存的《 营养调查 手册》( 1959)(四)发 展时期— 1978 年国家实 行改革开 放政策 以来营 养学得到 迅速发展 1983年 于若

木同 志在《红 旗》杂志 发表了 《营养关 系人民体 质的大 事》的文 章着重 纠正对营 养学的不 正确看法 论述营养 学在国家 经济建设 和提高 人民健康 素质中的 重要性 被誉为中 国营养 学发展的 里程碑

此时 期的情况 翟凤英编 著的(( 中国营养 工作回顾 》和中国 营养学 会编著的 《中国营 养学史 》有详细

记载 本文只 作简要介 绍1营养 研究教育 机构19 83年中 国预防医 学中心成 立1986 年更名 为中国预 防医学科 学院

2002 年又更 名为中国 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CDC )原卫生 学研究所 营养与食 品卫生 研究室现 为CDC

营养 与食品安 全所2 003年中 国科学院 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 院成立 营养科学 研究所1985年 卫生部召 开全国临 床营养工 作会议后 在临床 医学二 级专业下 设医学营 养三级专 业培

养临 床营养医 师中山 医科大 学(主任 何志谦 浙江医科 大学(主 任朱寿民 )青岛 医学院 (院长兼主任 李压声 )上海第 二医科大 学(主任 史奎雄) 4处成立 医学营养 学系8 年共毕业 1500人 同时

预防 医学二级 专业下设 营养与 食品卫生 三级专业 培养公 共营养师 1995 年均撤销 2000年 有些医

学院 与大学合 并卫生 系升格 为公共卫 生学院 有的成立 营养研究 所(室 )有的地 方在卫生 职工医学院 办三年制 大专营养 师班 80年代 有的农林 院校也设 食品科 学与营养 系或营养 与食品卫 生学专

业 2中国 营养学会 复会19 78年10 月在青岛 举行中国 生理科 学会第巧 届会员代 表大会 6个专

业委 员会要求 成立一级 学会 沈治平在 营养专业 组宣读 了从营养 学观点谈 新长征 路上的吃 饭问题

论文 提出充 分利用大 豆蛋白 质构建 以植物性 食物为主 的膳食 结构是改 善营养的 方向这 是我国为制 定膳食指 南最早提 出的原 则性意见 1980年 10月在 天津召开 了修订我 国居民 营养供给 量标准

专题 讨论会 1979年 9月在成 都召开第 二届全国 营养学 术会议 决定沈治 平任组长 筹备 中国营养学会 复会 1981年5 月25日 在上海召 开中国生 理科学 会营养学 会(二级 )成立大 会暨第 三届全国

营养 学术会议 1981 年10月 《营养学 报》复刊 沈治平 顾景范 先后任主 编1984 年10 月在武汉

举行 中国生理 科学会营 养学会 第二届会 员代表大 会暨第 四届全国 营养学术 会议选 举沈治平 任理事长 顾景范为 秘书长 老一辈 营养学家 万听侯 祥川苏 祖斐郑 集王成 发周 启源为荣 誉委员

198 5年3月 20日中国 科协批准 中国营 养学会复 会确认 1984年 的选举就 是第一届 理事会 以后每4年 换届选举 顾景范 陈孝 曙葛可 佑程义 勇先后当 选为2 7届理事 长

1981年 6月首次 在天津召 开国际营 养会议 卫生部 钱信忠部 长在会上 介绍了我 国营养 学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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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成 就两 次诺贝尔 奖金获得 者 ailu gnP教授与 我国 9名 营养学家 作了学术 报告 由此启动 了国际

交流 1984年 中国营养 学会加 人国际营 养科学联 合会 (NIU) S1985年加 人亚洲营 养学会 联合会(队N S)自198 1年起 学会组织 代表团参 加每4年 举行一 次的第1 219届 国际营养 学大会( 1981

2009 )和第4 9届亚洲 营养学 大会(19 832003 )1995 年在北京 举办第七 届亚洲营 养学大 会会后陈孝 曙为F ANS主席 顾景范 为秘书长 2001 年和2009 年葛可 佑和杨晓 光当选为 IUNS第 17届

和19 届执行委 员任期 四年杨 光沂陈 春明葛 可佑顾 景范分别 在15届 (1993) 16届( 1997)

17届 (2001) 和18届 (2005) 国际营养 学大会上 当选为 IUNSInt emational Fellow自要素膳 和静脉营 养广泛应 用于临床 1985年 中华医 学会外科 学会举办 了第一届 全国肠 外营养

与要素 膳专题 讨论会 1990年成 立营养 支持小组 2004年 又发展为 中华医学 会肠外 肠内营养 分会

《中华 临床营 养杂志》 于1993年 创刊 蒋朱明任 总编辑3营养学 研究主要 成就( 1)1982 年1992 年2002 年进行 了第二 三四次 全国营养 调查

第四次 调查首 次结合健 康状况进 行发现 营养缺乏 与营养过 多并存 慢性非传 染性疾 病呈上升 趋势(2) 在需要量 研究的基 础上19 81年 1988年两 次修订 了RDA 2000年 重新制定 公布了 我国人

民的膳 食营养 素参考摄 入量(D 租) 出版了专 著(3) 1989年 ro月制定 并发布了 第一个 《膳食

指南沉 1997年 2007年 又修订 出版了二 三版(( 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 》及《平 衡膳食宝 塔沉(4 )1977年和 1981年出 版了新二 三版 ((食物成分 表》(19 62年版为 新一版 )1991年 和1992 年出版 了《食

物成分 表》全国 值和分省 值两册 2002年 和2004 年根据国 际组织n 又FOODS 的规范和 标准再 次修订和出 版在北 京成立了 东北亚 食物数据 协作组织 我国为 协调国 杨月欣 任协调员 (5)自 1976

年至1 984年底 在北方克 山病重病 区470 万人中推广 亚硒酸 钠的干预 实验克 山病得到 有效控 制全

国未再 出现暴发 流行1 982年杨 光沂等经 过在低硒 和高硒地 区的8 年研究 确定了人 体硒需要 量和安全摄 人量为 国际采用 此项工 作填补 了国际研 究空白 荣获国际 生物无机 化学家 协会1984 年度

Schwarz 奖( 6)北京医 科大学在 1993年 至1995 年两年内 在24万 多名妇女 中口服 叶酸降低 了婴儿发生 神经管畸 形的危险 性此 项大人群 研究为首 创得到 国际公认 (7)2 003年W HO根据 我国

实施碘 盐的突出 成绩把 中国从 碘缺乏国 家中去除 1997 年陈春明 和陈君石 主持了 铁酱油 (强化

NaFeE DTA)约 14000人 的干预试 验6个 月贫血率 就明显 降低同 样进行 了面粉强 化维生 素B,BZ叶 酸烟酸 铁锌 钙 食用油强 化维生素 A牛奶 强化维生 素AD 的研究 (8)顾 景范

等研究 烧伤后蛋 白质代谢 的变化 1978年 和1981 年先后研 制成11 种和18 种复合结 晶氨基酸 静脉注射液 邵继智 袁曾熙 赵法 极分别以 胰脏鱼 肉大豆 水解成混 合氨基酸 水解物 吕溢等 研究

低聚糖 供配制 要素膳用 (9) 陈吉棣进 行运动员 能量代谢 和营养需 要量运 动性贫 血快速 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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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运动饮料 营养结 合运动防 治慢性 病等研究 获得国 际上高度 评价( 10)其他 研究涉及 的领域

很广 泛基础 理论研究 包括营 养与免疫 抗氧化 基因表 达应 激脑功 能等方面 大多应 用了新技术 在实际 问题方面 关注了母 乳喂养 代乳品 和辅食 婴幼儿微 量营养素 缺乏防 治学生 营养餐

饮食 行为调查 慢性非 传染性 疾病如肥 胖糖尿 病心血 管病 肿瘤骨 质疏松等 与营养的 关系其防 治措施和 作用机制 食物中 营养素 和其他生 物活性物 质的保健 功能及效 用观察 如。3 脂肪酸

单不 饱和脂肪 酸膳食 纤维 抗性淀粉 血糖生 成指数 铁锌的 生物利用 大豆异 黄酮茶 多酚

原花 青素益 生菌的应 用等在出版物 方面《 营养学报 》自20 04年起改 为双月刊 顾景范 郭长江 任主编 1989年 中国预

防医 学科学院 创办出版 英文双 月刊Bio mediealan dEnviro runental Scienee陈 春明陈 君石主 编2006

年起 李铎为A siapacifi eJouma lofelini ealNutriti on主编之 一专著 主要有 中国营养 学会编 著的《营养学 基础与临 床实践》 (关桂梧 主编19 86)《营 养食谱丛 书》系 列6册( 于若木主 编1998 )《中

国营 养科学全 书》(葛 可佑总主 编2004 )特殊 营养分会 编著的 《特殊营养 学》(于 志深顾 景范主编 1991) 妇幼营养 分会编著 的《妇女 营养学》 (庞文贞 主编1 9%)营 养分析分 会编著的 《保健

食品 功效成分 检测方法 》(王光 亚主编 2002) 早期个人 编著的 有《应用 营养学 》(陈学存 主编

1984 )《人类 营养学》 (何志谦 主编1 988)《临 床营养 学》(顾景 范邵继 智主编 1990) 《90年代中 国人群的 膳食与营 养状况 》(1992 年全国营 养调查) (葛可佑 主编19 96)《中 国营养状 况十年

跟踪 》(陈春 明主编 2004)等综合以上 可见我国 现代营 养学虽起 步不晚 但历经社 会经济 的变迁 到新中国 成立后才 正式开

始学 科建设 改革开放 以来 营养学进 人快速发 展阶段 但与社 会发展和 民众需要 相比仍 有一定

差距 尤其是 营养专业 教育尚 未正式列 人目录 ((营养改 善条例》 刚刚进人 立法程序 进人 21世纪后 从组织建 设课题 经费 社会需求 书刊出 版几方面 已初步 出现了繁 荣景象 一批年轻 的营养

专业 人员不 少硕士博 士走上 了关键岗 位他们 才思敏捷 富有开 拓创新精 神无论 在基础理 论研究或解 决实际问 题方面都 发挥着 重要作用 我们相 信中国营 养学的 光辉前景必 将很快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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