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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临床营养学》第二版，在经受五年实践考验之后，犹如旭日腾升地问世了。
该书融会并辩证地洞察了人体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因而以独到的视野剖析人与环境，尤以食物和环境
的关系，以及这种共生的关系带来的矛盾统一规律：人必须与自身环境取得协调和均衡，从而能够面
对生活中的有利与不利的因素，取得最佳的生活质量，也就是在疾患这种失衡中，取得最佳的选择，
能够东山再起。
第二版的特点之一是，切中现实中的要害，深入浅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确实是一本解决当前与
长远营养问题的力作，正如我在第一版序言中所提及的：该书的作者与编者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
具有极高造诣的学者，他（她）们的努力是值得称颂的，而其效果，将是为广大人们造福祉。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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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我国从事营养和临床医学工作的多位资深专家合作编写完成。
在2003年第一版的基础上，补充了近年营养学研究的新进展，特别介绍了一些营养相关疾病防治上的
观点，因此与临床医学的关系更加密切。
全书分为营养学基础与疾病的营养防治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植物化学物、营养与基因表达、营养
与免疫功能、营养与自由基损伤等近年来发展较快的领域，第二部分继续关注与营养紧密相关的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
编写专家根据本人科研与临床实践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参考国外最新资料，提供了临床营养方面
较新的信息，具有临床与基础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国内与国际结合的特点。
    本书是一部供营养医师、临床医师、科研人员、研究生及与营养相关的专业人士使用的高级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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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能量生命现象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新陈代谢。
生物不断地从外界摄入一些物质，同时也向外界排出一些物质。
例如，动物要从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经过消化及吸收，转变成自身成分，称为同化作用。
同时，经过呼吸和氧化，把自身成分分解，并将终产物二氧化碳、水及尿素等排泄到环境中，称为异
化作用。
这种同化和异化作用构成生物的物质代谢。
生物在进行物质代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能量的转换。
即在同化过程中，以合成大分子的方式将能量储存起来；在异化过程中释放出能量。
这种能量一部分变成热，维持一定的体温，还有一部分供其他生命。
活动的需要。
这种能量转换称为能量代谢。
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构成生物的新陈代谢。
这种生命活动的存在是生物区别于非生物的基本特征。
总之，人体摄取食物在体内经过消化吸收后，在代谢过程中有各种形式的能量转换，以便完成做功及
维持体内各种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协调。
研究人体能量代谢的目的在于研究能量平衡。
能量代谢一旦失去平衡，将有碍机体的正常生活。
能量摄入量大于消耗量，剩余的能量以脂肪形式储存于体内，人体变得肥胖，这将导致一系列生理功
能改变，甚至发生疾病；能量摄入量小于消耗量，人体逐渐消瘦，也会带来不良后果。
能量不仅是维持机体正常生活功能的基础，也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正常代谢。
因此，能量代谢是营养学中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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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国现代营养学的形成是从20世纪20～30年代吴宪教授领导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生化科从事营养学研究
开始的。
吴宪教授于1928年编著《营养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是我国最早的营养学专著，并附有我国第
一部食物成分表。
我国许多老一辈生化学家或营养学家都曾在那里进行过营养学研究，并在英文版《中国生理学杂志》
上发表论文，尤其关于蛋白质和维生素方面的研究。
此时，其他大学的化学系、农化系也相继开展营养学研究工作。
几所教会大学如燕京、华西、金陵女大等还设有家政系，内设营养专业，为医院培养负责营养治疗的
营养师。
北平协和医学院专门举办进修班，培养临床营养的高级管理专家，以后，他（她）们大多担任各医院
的营养科主任。
我1947年从燕京大学医预科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1952年毕业，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从事营养研究
工作。
近50年来，通过老一辈营养学家的教导和亲身实践，使我对于医学和营养学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早在当医学生期间，不少临床医学老师对营养治疗都很重视。
在内科课程中，专门设置了营养治疗课，由营养科周墙主任指导我们怎样选配治疗饮食及设计食谱。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内科刘士豪教授，他兼任生化科主任，是我在生化科做研究工作的导师。
他撰写的专著《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多处涉及了营养代谢与治疗。
外科曾宪九教授给我们上“外科学总论”一课时，提到许多病人并非死于疾病本身，而是死于消耗过
多、营养不足，因此特别强调术前术后营养补给的重要性。
他倡导并开展我国最早的肠外营养支持工作，也为我后来研制氨基酸静脉注射液时认识其重要性奠定
了基础。
其他老师如张孝骞、邓家栋、钟惠澜、林巧稚、周华康等教授在临床教学中都特别重视病人营养状况
的改善，他们向学生灌输的医疗和营养间紧密联系的理念，使我终生在从事营养研究工作中获益匪浅
。
其他协和医学院早年毕业的临床医学家诸福棠、朱宪彝、苏祖斐等教授都对我国临床营养学的建设做
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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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临床营养学(精)》特点：全面对临床营养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均有所涉及，从阐明营养
与疾病的关系入手，介绍了营养学基础理论的最新进展，总结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营养
治疗方案。
精深对临床营养最常见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阐明临床营养实践中的关键问题，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是一部解决当前与长远营养问题的力作。
新颖力求反映当代临床营养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近年研究较为活跃的领域有详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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