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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军队营养与食品学》是一部关于军队营养学和军用食品学研究的综合性著作。
在解放前，我军的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领域的研究是空白；解放后，我国营养学界的老前辈王成发教
授和侯祥川教授为我军开创了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的研究，并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科技人员。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支技术力量雄厚的军队营养与军用食品研究的专业队伍，研究领域不断拓
宽，使军队营养与军用食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
营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营养需要量”，需要量又是通过食品的供给来实现的。
能量和营养素无论从宏观和微观的研究上，都离不开“量”的概念。
部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人员的构成、生活和工作环境与居民不同，尤其是在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
下进行军事作业和训练时，对能量和营养素都有特殊的需求。
也就是说军人的“营养需要量”与居民是不同的。
随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部队大量高新技术武器的装备，及未来作战环境和方式的改
变，都会影响军人的营养代谢和营养需要量，对指战员的生理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是军人身体综合素质提高的物质基础。
为了适应军队在新时期建设的需要，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的研究近年来应用了许多生理学、生物化学
、医用物理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先进技术和方法。
结合部队平战时给养保障的需要，我们先后开展了营养与军人智能、体能、应激适应、应变反应能力
和战创伤愈合，以及军用特殊功能食品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有许多已装备了部队。
这些科研成果均已编入了本书，可以说本书是我军几代从事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研究的专家教授的心
血和汗水的结晶。
我们要永记毕生为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研究作出贡献的前辈们。
《军队营养与食品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我军著名营养学家顾景范、赵法伎、刘继鹏教授的大力支
持，参加编写的人员为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第二、三、四军医大学，后勤指
挥学院，军事经济学院，海军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研究所，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军需装备研究所
，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等单位的40余名从事军队营养和
军用食品研究的专家教授。
本书内容系统丰富，包含了我军建国以来不同时期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的研究成果及军需给养管理的
宝贵经验，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由于编著者的齐心协力，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们在此对大家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肯定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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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我军长期从事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研究与教学的40余位专家教授编写而成。
书中以现代营养学的理论知识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营养素对人体的各种功效，军人在特殊环境条件
下和特殊军事作业时机体对营养素的需要量，军用食品对军人的保健作用及军事效益。
书中也介绍了自建国以来，我军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研究的各项成果及军需给养保障管理的宝贵经验
；同时也编入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书内容丰富、新颖，科学性和实用性强，可供从事军队营养与军用食品教学与研究、军需给养管理
的科技工作者使用，也可作为军队医学院校本科生、研究生学习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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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总论第一章　军队营养研究回顾与展望第一节　我军营养研究发展史营养学是在化学、生理学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24年吴宪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生物化学科，其早期研究主要就是营养学方面的内容。
除各医学院校及医学研究单位生物化学系外，综合大学的化学系与生物系，农学院的农化系也有不少
营养学研究，主要是食物的营养成分分析、营养素的生物效用及营养调查等。
1931年陈意在燕京大学家政系内设置营养专业，培养负责食谱设计与饮食治疗及管理的营养师。
抗战期间，中央卫生实验院在重庆设营养实验所，胜利后迁至南京，解放后又迁至北京，成立中央卫
生研究院，内设营养系，经几次机构更名，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其他教学科研单位有的也设营养研究室或营养研究所，但规模都较小。
早年在我国创建营养学的专家有吴宪、万昕、侯祥川、郑集、王成发、陈朝玉、罗登义、周启源、杨
恩孚、龚兰珍、俞锡璇等。
建国初期继续为我国营养学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还有沈治平、金大勋、陈学存、徐达道、彭恕
生、杨光圻、周德勤、关桂梧、周超、王佩刚、查良锭、周璿、陈春明等。
我军的营养工作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逐渐开展的，从保证军粮供应和强调饮食卫生开始，继而进行
膳食调查与营养知识和烹调技术培训，改善部队营养。
建国后，成立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与各军种、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开展结合部队平战时营养保障的研
究，各军医大学在军队卫生教研室进行营养卫生的教学与科研，一支符合我军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营养
专业队伍逐步形成，在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自1927年建军以来，党对卫生工作就十分重视，认为保障部队健康、巩固战斗力是很迫切的问题。
但由于条件艰苦，卫生防疫工作经历了三个革命时期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了给养供应、预防缺乏病
与饮食卫生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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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军队营养与食品学》即将问世，在营养科学书林中又增加了一部新作，值得庆贺。
在既往的营养学著作中多从“人体营养”和“食品营养”不同角度自成体系，虽然也有交叉，但各有
所侧重，这无可非议。
而《军队营养与食品学》将“人体营养”和“食品营养”有机组合，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是一次很
有创意的尝试。
实际上，“人体营养”和“食品营养”本身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来源于
食物，食物是营养物质的载体。
我军既往的军队营养及其相关著作，要么出自卫生部门，要么出自给养部门。
出自卫生部门的著作，多从维护军人健康的角度，重点阐述军人的营养需要；而出自给养部门的著作
，多从维护战斗力的角度，重点阐述给养保障。
而《军队营养与食品学》这部新作，在后勤机关组织领导下，整合我军卫生部门的营养专家和军需部
门的给养专家共同编写，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这将有利于将营养科学的理论紧密联系军队营养保障的实际，维护军人健康，增强部队战斗力。
这部新作的另一个亮点是突出了军队的特点，特别是突出了我军的特点。
它既保持了传统的相对完整的营养科学体系，又紧紧把握了“军人营养需要”和“军队营养保障”这
两个特点，可谓名副其实。
著作还对我军军队营养工作作了回顾，并展望了未来，特别是收录了我军建国以来的科研成就和军队
营养管理经验，具有鲜明的我军特色。
纵观这部著作，从名称到内容、从编写人员队伍到编写过程，都是一个崭新的尝试，特色明显。
本书将为军队营养工作者提供一部系统、完整的营养科学教材，将对促进我军营养科学的发展起到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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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军队营养与食品学》是一部关于军队营养学和军用食品学研究的综合性著作。
在解放前，我军的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领域的研究是空白；解放后，我国营养学界的老前辈王成发教
授和侯祥川教授为我军开创了军队营养和军用食品的研究，并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科技人员。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支技术力量雄厚的军队营养与军用食品研究的专业队伍，研究领域不断拓
宽，使军队营养与军用食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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