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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卫生职业学校教育部规划教材：营养与膳食（第2版）》为教育部规划教材修订版，参照
了相关的最新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技能鉴定规范，结合本课程近几年的实际教学情况，编写而成
。
　　全书正文部分共七章，前五章介绍基础营养部分，包括营养素与能量、各类食物的营养价值、食
品安全、社区营养和特定人群的营养与膳食。
后两章着重介绍膳食营养的应用，包括医院膳食和疾病的营养与膳食。
　　与同类教材相比，本书以临床营养应用为重点，突出临床实际工作应用和膳食在防病治病中的整
体作用；增加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内容，使学生更全面地了解食物膳食的营养作用和可能引起的潜在危
害。
　　为培养学生营养与膳食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学习巩固相关知识，全书列举了大量营
养与膳食的相关表格和各种疾病治疗食谱。
书末附有实习指导、我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和常见食物的一般营养成分表。
　　本书主要供卫生职业学校医学类、护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管理类各专业用，也可以作为
临床护理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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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称量法较准确，适用于团体、个人和家庭的膳食调查，但费时费事，不适合大规模的
营养调查。
2.记账法记账法简单易行，可用于账目清楚的食堂单位，是膳食调查中常用的方法。
此法是由被调查对象或调查者称量记录一定时期内食物消耗总量，调查者通过查阅各类食物消耗的详
细记录，并根据同一时期进餐人数记录，计算每人每日各种食物的平均摄入量。
对建有伙食账目及进餐人数登记的集体伙食单位（如学校、机关、部队、幼儿园等），如果不需要个
人的数据，只要平均值，可采用记账法。
具体做法是：查阅食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食品消费总量，并根据同一时期的进餐人数，粗略计算每
人每日各种食品的摄取量，再按照食物成分表计算这些食物所供给的能量和营养素数量，通常可调
查30天。
如果原有账目不清，则可从即日起开始登记。
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对食堂账目有如下要求：食物的消费量需逐日分类准确记录，并要写出
食物的具体名称；准确统计进餐人数，并应按年龄、性别和工种、班次等分别登记，自制的食品要分
别登记原料、产品及其食用数量。
记账法主要掌握的资料：食物消费量登记；用餐人数的登记。
调查具体步骤：（1）首先记录库存的食物名称和数量。
（2）然后将调查期内购进的食物名称和数量分类登记。
（3）调查结束后再称量库存食物的剩余量，将原始库存量加上购入量的总和减去剩余量即为实际消
耗的食物量。
（4）调查每日每餐的就餐人数，计算总人日数。
（5）最后将食物实际消费量除以用餐总人日数即得平均每人每日各种食物摄入量。
记账法简便、快速，耗费人力物力少、易于掌握，可以调查较长时期的膳食，如1个月或更长，有时
为了了解慢性病与饮食的关系，可采用长达一年的膳食记录方法，时间长短根据要求而定。
但该调查结果只能得到集体或家庭中人均摄入量，难以分析个体膳食摄入量状况，因此调查结果没有
称量法精确。
3.询问法（回顾法）询问法是通过问答方式来回顾调查对象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膳食状况，只有当客
观条件不能用称重法和查账法进行膳食调查时才用此法。
询问法根据回顾时间的长短又分为24小时回顾、一周回顾或更长时间膳食回顾。
通常，24小时回顾的资料较可靠。
调查时一般由最后一餐开始向前推24小时。
该方法简便易行，但不够准确，一般只适用于个体进食者调查及特种人群的调查。
4.化学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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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营养与膳食(第2版)》编辑推荐：医学类、护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管理类各专业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营养与膳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