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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正加速推进，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对后勤
保障提出了新的需求。
为适应我军新时期后勤变革的需要，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医学人才，第三军医大学注重深化教学改革
，着眼更新教学内容，定期修订出版军事医学教材。
今年，由校长王登高教授担任总主编，组织校内外知名专家编写的第二轮军事医学系列教材即将出版
。
这是第三军医大学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和胡主席重要指示、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
具体体现，也是该校鲜明军事医学特色的反映。
该套教材体系完整，特色鲜明：一是在内容上体现了军事变革和科技发展对军事医学教育的需求。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军事科技、武器装备、战争形态、战场环境、作战样式和军事理论深刻变
化、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使军事医学教育面临重大抉择，对军事医学人才群体结构和知识、能力和
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在定位上适应了联合作战条件下卫生联勤保障对军事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
前瞻性地将培养目标定位在三军一体化保障需要的“综合性全职能型”军事医学人才上，加强了卫勤
保障中应急反应能力、医疗后送能力、卫生防疫防护能力的培养。
三是在编写体例上形成了25部组成的第二轮军事医学系列教材，注重创新与继承相结合，既体现了世
界军事医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又体现了我军军事医学教育本土化特征。
我相信，这套系列教材能够较好地满足院校、部队需求，必将对我军军事医学学科建设，深化院校教
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希望军事医学系列教材能在军队高等医学院校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完善，为推进我军
军事医学教育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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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了军队营养学和军队食品卫生学两门学科内容，涵盖基础营养、食物营养、军人合理膳食、
军人膳食营养状况评价、军队特殊营养保障、军用食品与野战供膳、军人营养与疾病、平战时军队食
品安全卫生问题、军队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和军队食品安全控制技术等相关知识。
全书共10章近50万字，是军队预防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生教学用书，同时也可以作为我军各级卫生防
疫机构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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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概念、联系和区别  二、营养学发展简况和展望  三、食品卫生学发展
简况和展望  四、军队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发展概况和展望  五、军队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研究内容
与方法第一章　营养学基础　第一节　蛋白质  　一、蛋白质的生理功能  　二、氨基酸  　三、蛋白质
的消化、吸收和代谢  　四、食物蛋白质营养价值的评价  　五、蛋白质营养不良和人体蛋白质营养状
况评价  　六、膳食蛋白质供给量与食物来源　第二节　脂类  　一、甘油三酯及其功能  　二、脂肪酸
的分类及其功能  　三、类脂及其功能  　四、脂类的消化、吸收和代谢  　五、膳食脂肪的营养学评价
 　六、脂类的参考摄入量及食物来源　第三节　碳水化合物  　一、分类  　二、碳水化合物消化、吸
收和代谢  　三、碳水化物的生理功能  　四、膳食纤维  　五、碳水化物的供给量和食物来源　第四节
　能量    一、能量单位    二、能量系数    三、人体的能量消耗    四、人体一日能量需要量的确定    五、
能量的供给量　第五节　维生素　⋯⋯第二章　食物的营养价值第三章　军人合理营养膳食第四章　
军人营养状况评价第五章　军队特殊营养保障第六章　军作食品与野战供膳第七章　军人营养与疾病
第八章　平战时军队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第九章　军队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第十章　军队食品安全控制技
术附录1　中英文词汇及缩略语对照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附录3　食物营养成分（
第100g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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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营养学定义字义上，“营”的含义是经营、谋求，“养”的含义是养生，“营养”的含
义就是谋求养生之道。
准确来讲，“营养（nutrition）”是指机体从外界摄取食物，经过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后，参与
构建组织器官或满足机体的生理功能和体力活动的系列生物学过程。
营养学（nutriology）是指研究机体营养规律以及改善措施的科学，即研究食物中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及
人体摄取和利用这些成分以维持、促进健康的规律和机制，在此基础上采取具体的、宏观的、社会性
措施改善人类健康、提高生命质量。
因此，营养学主要包括食物营养、人体营养和公共营养三大领域。
（二）食品卫生学定义食品卫生学（foodhygiene）是指研究食品中存在的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因素，
以及这些有害因素对机体的作用规律和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宏观的预防措施，以提高食品
卫生质量，保护食用者安全的科学。
（三）营养学和食品卫生学的联系与区别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实质上包含营养学和食品卫生学两门既有
区别又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学科。
狭义地讲，它们的共同点是研究的对象都是食物与人，即研究食物（饮食）与健康的关系。
但它们的研究内容和实践应用各不相同，体现在具体研究目标、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方
面。
简单地说，营养学是研究食物中的有益成分与健康的关系，食品卫生学则是研究食物中有害成分与健
康的关系。
二、营养学发展简况和展望（一）古代营养学“民以食为天”，人类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对营养的认
识逐渐由感性经验上升到科学态度。
我国对食物营养及其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认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古代的西周时期（公元前1100年一公元前771年），官方医政制度就把食医排在
“四医”之首。
2000多年前的战国至西汉时代编写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就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原则。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军事医学系列教材>>

编辑推荐

《军队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2版)》：军事医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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