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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7版）》在严格遵循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
培养目标和要求的基础上，密切结合高等医学教育改革中提出的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需求，进行充分调
研、又征求部分专家意见，最终确定了这次修订的指导思想。
本次教材修订主要是在编写框架和内容上进行了修订，又注重以下几点：①注重教材框架的逻辑合理
性；②注重对营养学全貌的描述；③在保证“三基”、“五性”基本特点的同时，将该领域成熟的新
理论、新知识写入教材，并根据营养与食品安全领域新颁布和新实施的公共政策、法规、标准及指南
更新相应内容；④紧密联系实际，教材内容紧密结合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实际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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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维生素 （1）维生素A：妊娠期妇女缺乏维生素A与胎儿宫内发育迟缓、低出生体
重及早产有关。
但妊娠早期增加维生素A摄入应注意不要过量，因为大剂量维生素A可能导致自发性流产和胎儿先天畸
形。
故中国营养学会及世界卫生组织（WHO）均建议孕妇通过摄取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食物来补充维生素A
。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妊娠早期和妊娠中晚期维生素A的RNI分别为：800μgRE／d和900μgRE／d，可耐
受最高摄人量（tolerabIe upper intake Level，UL）值为2400μgRE／d。
 （2）维生素D：维生素D可促进钙的吸收和钙在骨骼中的沉积。
故妊娠期对维生素D的需要量增加，这一时期缺乏维生素D与孕妇骨质软化症及新生儿低钙血症和手
足抽搐有关；但过量也可导致婴儿发生高钙血症而产生维生素D中毒。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妊娠早期维生素D的RNl与非孕妇女相同，为5μg／d，妊娠中、晚期为10μg／d
，UL值为20μg／d。
 （3）B族维生素：维生素B1与能量代谢有关。
妊娠期缺乏或亚临床缺乏维生素B1时孕妇可能不出现明显的脚气病症状，而新生儿却有明显脚气病表
现。
维生素B1缺乏也可影响胃肠道功能，尤其在妊娠早期由于早孕反应使食物摄人减少，易引起维生素B1
缺乏，从而导致胃肠功能下降，进一步加重早孕反应。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妊娠期妇女维生素B1的RNI为1.5mg／d。
 维生素B2也与能量代谢有关。
妊娠期维生素B2缺乏与胎儿生长发育迟缓、缺铁性贫血有关。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妊娠期妇女维生素B2的RNl为1.7mg／d。
 临床上常用维生素B6辅助治疗早孕反应；维生素B6还与叶酸、维生素B12联用可预防妊娠高血压。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妊娠期妇女维生素B6的AI为1.9mg／d，维生素B12的AI为2.6mg／d。
 叶酸不足与新生儿神经管畸形（无脑儿、脊柱裂等）的发生有关。
补充叶酸可预防神经管畸形已得到多项研究的证实。
研究表明，妇女在孕前1个月和孕早期每天补充叶酸400μgDFE可有效地预防大多数神经管畸形的发生
。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妊娠期妇女叶酸的RNl为600μg DFE／d，UL为1000μg DFE／d。
 （三）妊娠期营养对母体和胎儿的影响 1.妊娠期营养不良对母体的影响 （1）营养性贫血：包括缺铁
性贫血和缺乏叶酸、维生素B12引起的巨幼红细胞贫血。
妊娠期贫血以缺铁性贫血为主，在妊娠末期患病率最高。
主要原因是膳食铁摄人不足；来源于植物性食物的膳食铁吸收利用率差；母体和胎儿对铁的需要量增
加；某些其他因素引起的失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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