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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及包含了相关学科的成熟经验也反映了各该领域的新近研究成果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它可以作为食物营业专业人员和教学的重要材料，也可以作为农业、卫生等相关学科的参考读物。
同时，这部著作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它可以作为农业、卫生等相关学科的参考读物。
同时，这部著作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它可以作为改善居民膳食营养的理论根据，指导发展食物生产，开展营养宣教，推动当前的“学生营
养餐”及其他营养改善行动。
 　　我衷心祝愿《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Chinese DRIs》在今后我国的营养科学发展和居民
健康改善两个方面都能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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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　　为了保持健康及活跃的生活，人类必须每天从膳食中获取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
。
人体对某种营养素的需要量会随年龄、性别和生理状况而异。
成年人需要营养素来维持体重及保障机体功能；儿童、青少年除了维持机体功能外还需要更多营养素
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妊娠和哺乳的妇女需要额外的营养素，以保证胎儿及母体相关组织增长和泌乳
的需要。
　　正常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需从饮食中获得，因此必须科学地安排每日膳食以提供数量及质量
适宜的营养素。
如果某种营养素长期供给不足或过多就可能产生相应的营养不足或营养过多的危害。
　　为了帮助个体和人群安全地摄入各种营养素，避免可能产生的营养缺乏或营养过多的危害，营养
学家根据有关营养素需要量的知识，提出了适用于各类人群的膳食营养素参考人量（DRIs）。
　　推荐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科学知识的积累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建议的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应当及时进行修订以适应新的认
识水平和应用需求。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针对其各自的特点和需要都曾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概念或术语，丰富和推
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第一节历史与发展　　一、美国的推荐膳食营养素供给量（RDAs）和膳食营养素参考摄人量
（DRIS）　　（一）美国RDAs　　美国国家研究院（NRC）于1941年制订了美国第二个推荐的膳食
营养素供给量（RDAs）。
它是在当时的科学知识基础上提出的；为保持健康所需摄入各种营养素的量，并作为判断人群是否得
到良好膳食的根据。
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营养缺乏病。
以后几十年中，在NRC食物与营养委员会（FNB）的组织领导下，根据新出现的科学知识和社会应用
方面的需要，曾对RDAs进行了多次修订，到1989年美国发表了第十版RDAs。
美国各版RDAs成为不同时期美国人群营养素需要方面的权威性指导文件，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同时
也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二）DRIs的发展背景　　1992年夏，FNB开始讨论第十版RDAs是否应当进行修改。
问题的提出是因为：①应用RDAs方面的发展，要求对推荐值提出更具体的说明并对怎样使用这些数值
给予详细指导。
②对某些营养素和人群组已积累了足够的新知识支持更新和扩展RDAs。
③FNB成员们对于传统的RDA概念是否包含了近年来认识到的营养素促进健康的观点提出质疑。
　　FNB决定在营养学界开展广泛的讨论，并于1993年6月组织了一个题为“RDAs是否应进行修改？
”的专题讨论会，公开讨论RDAs的用途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会议集中讨论了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①使用RDAs的经验及哪些因素限制了其应用？
②从第十版RDAS发表以来出现哪些新的证据说明应考虑改变现行数值或重新审核其证据？
③是否应把对慢性病的预防包含在制定推荐摄入量内？
应包括哪些营养素和食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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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ChineseDRIs》的出版是我国食物与营养学领域的一件盛事，是中国
营养学会在推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平衡膳食宝塔》后的又一重大贡献。
我谨对他们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每个人都需要由膳食中获取适量的各种营养物质来维持生存、生活和劳动。
如果长期摄取某种营养素不足或过多就可能产生相应的营养缺乏或中毒的危害。
为了帮助人们安全的摄入各种营养素，从20世纪早期营养学家就开始根据相关知识，建议某些营养素
的参考摄入量。
从40年代到80年代，许多国家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制订了各自的推荐的营养素供给量(RDAs)
。
RDAS作为一种膳食质量标准，曾对指导发展食物生产，保障居民的身体健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
随着科学资料的积累和应用实践的发展，营养学界逐渐认识到传统的RDA概念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今
日的需要。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洲一些国家先后使用了一些新的概念或术语；美国和加拿大的营养学界进一
步发展了RDA的包容范围，提出了比较系统的DRIs概念。
中国营养学会及时研究了这一领域的进展，决定革新传统的RDA概念，全面制订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
素参考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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