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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民营养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健康与素质以及社会发展，因此在国际上受到广泛重视。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一些极其贫穷的地区仍然存在着由于食物供应不足而导致的以蛋白质一能量不
足为特征的营养不良疾病；而在大多数基本解决了温饱的地区，微量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不足则
成为主要的营养问题。
微量营养素是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代谢的必需营养物质，其摄入不足会直接导致严重的疾病，甚至造
成死亡。
由于通常人们很难发现微量营养素摄入是否充足，因此国际上把微量营养素缺乏称为“隐性饥饿”。
隐性饥饿导致的健康和经济损失是惊人的，目前全球普遍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碘缺乏以及铁缺乏和
贫血导致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3％-5％的GDP，并成为提高人口健康素质的主要障碍。
我国2002年全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表明，由于实施食盐加碘，我国居民碘缺乏和地方性甲状腺
肿得到了基本控制；而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叶酸、钙和锌等微量营养素的平均摄人量分
别占中国营养学会制订的推荐摄人量或适宜摄入量的85．4％、78．9％、88．7％、21．3％、41．0％
和76．7％，全人群平均缺铁性贫血患病率达到20．1％，显现我国还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微量营养素缺
乏。
采用什么方式可以最有效且可持续地控制微量营养素缺乏是一个国际社会长期探索的问题。
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显示，食物强化(在食品加工生产过程中，将维生素和矿物质加入食品)是一种解
决广泛性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最经济、有效和可持续的方法；因为食物强化具有成本低廉、工艺简单
、不需要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能覆盖广大人群等优点。
就全球范围来看，从1900年瑞典开展碘盐商业性强化至今已有109年的历史。
美国于1943年制订了首个面粉强化的强制性标准，使得食物强化成为政府进行营养干预的主要策略和
方法。
目前全球已有近百个国家开展了广泛性食物强化。
我国继1993年开展强化碘盐后，卫生部近年来又分别组织进行了铁强化酱油、营养强化面粉以及婴幼
儿营养辅助食品等食物强化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在干预地区取得显著的营养干预效果，同时也对我国
未来的食物强化政策、标准和推动模式进行有益的探索。
此外，维生素A强化食用油、强化大米技术等项目也在进行中。
显示出食物强化正在为我国控制微量营养素缺乏和改善人民微量营养素营养状况，产生越来越积极的
作用；也是改善国民营养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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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过去几年中，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问题已经愈发弓i起关注。
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已经意识到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是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构成因素。
并且，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群中更为频发和严重，同时也是某些发达国家
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改善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状况的措施，目的在于确保人们能够得到各种营养素充足的均衡膳食。
然而，由于食物供给的局限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很难在世界各地实现。
食物强化则具有双重优势，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就可以使大多数人群获得所需营养素。
    根据近期一些权威出版刊物发布的相关内容和项目经验，本书对有关食物强化的资料信息进行了综
合分析，并将其转化为指导食物强化应用领域的科学指南。
本书旨在为国家设计和实施适当的食物强化项目提供帮助，意在成为正在或预计实施食物强化项目的
政府和相关机构以及食品领域学者和技术工作者的参考资源。
本书从营养和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对食物强化如何实施、监测和评估均提供了可行的指导性建议。
本书的读者主要为与营养相关的公共卫生项目管理者，也可用于包括食品工业领域在内的所有控制微
量营养素营养不良领域的工作者。
    本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作为一种控制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的策略——食物强化的概
念；第二部分概述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的普遍性、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控制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对
于公共卫生的益处，阐明了公共卫生工作人员评估营养不良问题的工作原理，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实施
食物强化将带来的潜在益处。
第三部分提供了微量营养素用于食物强化的多种化学形式方面的技术信息，并概述其用于特定食物载
体的经验。
第四部分描述食物强化项目实施的关键步骤，包括设计、执行和可持续性。
从决定食物中营养素的强化剂量开始，食物强化整个过程及项目执行过程中监测评估体系(包括质量控
制质量保证体系)的实施，继而是成本效果和成本效益评估。
法规的重要性、国际化战略、项目沟通、社会倡导、社会营销以及公众教育在本书中都有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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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其他微量营养素(如锌、叶酸和维生素D)的缺乏也属于MNM，都会给全球疾病负担造成重大影
响，但影响的人群比例和程度很难统计。
由于这类营养素缺乏的流行病学数据较少，对健康的危害尚不明确，人们常常会忽视这类营养素缺乏
的危害。
在世界贫困地区，MNM常发生在因食品短缺导致营养状况较差的地方，高发于饮食结构单一的地方
。
通常，富裕人群能够摄入很多富含微量营养素的食品，如肉、鱼、家禽、蛋、乳及乳制品，水果蔬菜
的摄人种类相对很多；而贫困人群只能获得很少的几种食物，膳食以谷类、根茎类食物为主，饮食结
构单一。
谷物(尤其是磨成粉后)及根茎类食品的微量营养素含量非常低，只能提供很少一部分日常所需的维生
素及矿物质。
此外，动物脂肪可以促进微量营养素的吸收，而贫困人群缺乏动物性食物，脂肪摄人不足，无法促进
微量营养素吸收，因此MNM发生率更高。
富裕地区的人们收入较高，可以选择富含微量营养素或营养强化的食品，同时拥有良好的卫生服务，
降低了MNM发生的风险。
能量密集但微量营养素含量低的食品，是MNM的另一高风险因素。
目前，这种状况在发达国家十分普遍，在政治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中也快速增长。
表1．2所示为本指南涉及的15种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流行病学、风险因素及对健康的危害。
目前只提供了铁、维生素A及碘缺乏的流行病学研究数据，更多的信息可从WHO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
信息系统①中获得。
20世纪80年代前，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问题主要是蛋白质一能量营养不良(PEM)。
在关注PEM的同时，需要更多地了解微量营养素缺乏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
在过去的20年中，控制特殊微量营养素缺乏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展。
在碘缺乏被确认是造成可预防的脑损伤及儿童智力发育迟缓的原因之后，又有报道，在碘缺乏地区婴
儿死亡率及出生婴儿体重不足的发生率均有所增加。
发展中国家加大了对碘缺乏情况的控制力度。
食盐加碘的技术简单易行、成本低，政府利用有限的资源就可以控制碘缺乏问题。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食盐加碘被作为解决缺碘问题的首选方案。
维生素A是儿童存活率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营养素补充剂给缺乏儿童补充维生素A后，不仅可以预防
和治疗眼部疾病，还可以降低严重腹泻等病的发病风险，减少麻疹等疾病引起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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