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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编制说明

一、编制目标和适用范围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国民营

养计划（2017—2030 年）》等文件有关要求，大力发展传统

食养服务，充分发挥食药物质、新食品原料等功效和作用，

有效预防和控制当前我国人群主要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提

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22 年组织

编制并于 2023 年 1 月印发《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等 4

项指南。在此基础上，2023 年 3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计划组织

编制《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等 4 项指南，其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以下简称“营养所”）

作为牵头单位负责《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的编制工作。

《指南》编制目标为针对肥胖儿童青少年研制适用于不

同地区、不同季节和肥胖不同证型、以预防和控制肥胖发生

发展为目的的食养指导和健康指南，帮助儿童青少年培养健

康饮食习惯，促进健康成长。

《指南》适用于膳食营养相关的原发性肥胖，不针对疾

病导致的继发性肥胖。

二、编制基本情况

（一）编制人员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司食养指南编制工作要

求，营养所牵头编制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组建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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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人员有：张倩、王宏亮、徐培培、郭丽娜、刘敏、

杨媞媞、甘倩、王君、杜松明、徐海泉、柏燕军、洪莉、于

仁文、王海俊、朱文丽、李辉、邱服斌、栾德春、刘泽萱、

龚晨睿、张帆、李晓辉、朱高慧、常利涛、辛宝、杨建军、

肖辉、陈山泉、傅君芬、邱俊强、汪天青。

（二）编制过程

2023 年 3 月，按照食品司食养指南编制工作要求，营养

所牵头开展《指南》编制工作，整理相关材料，起草工作方

案。

7 月，组建《指南》起草组，起草组成员涵盖食物营养、

儿科学、临床营养、中医养生等多学科、多领域的权威专家。

为提高编制工作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将起草组分为理论组、

实践组和食谱组，分别负责《指南》不同部分内容的撰写，

另设协调组，总体协调各部分内容。起草组围绕儿童青少年

肥胖问题，明确编制工作主要内容，细化工作方案；广泛查

阅国内外相关指南、标准、专家共识等，结合前期《儿童青

少年生长迟缓食养指南（2023 年版）》编制工作经验，形成

《指南》框架。

8 月 1 日，为推进《指南》编制工作，食品司组织召开

食养指南编制工作推进会。营养所汇报了《指南》编制进展

情况、编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8 月—9 月，起草组各组成员撰写《指南》各部分内容，

并召开多次线上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1 次现场研讨会，研究

分析、修改完善《指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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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0 月，广泛征求疾控、医疗和教育等部门意见，

根据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指南》，形成《儿童青少年肥胖

食养指南（征求意见稿）》，并将征求意见稿及相关文件报送

食品司。

10 月—11 月，食品司就《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征

求意见稿）》，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其他司局、地方卫健委

和高校等征求意见，起草组根据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

《指南》，将修改后的《指南》文本和相关文件报送食品司。

（三）征求意见处理情况

10 月—11 月，就《指南》内容向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司、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国家中医药局科

技司，委办公厅、规划司、法规司、体改司、医政司、基层

司、医疗应急司、科教司、药政司、老龄司、妇幼司、职业

健康司、人口家庭司、宣传司，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卫生健康委食品营养相关处，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工

商大学、江南大学、南昌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大连工业大

学等征求意见，共收到 38 条意见和建议，起草组成员对意

见处理进行研讨，其中采纳 9 条，部分采纳 20 条，并根据

意见修改完善《指南》。由于考虑到专业性和科普性等原因，

9 条意见和建议未予采纳。《指南》充分考虑儿童青少年健康

需求，兼顾科学和科普性，基本达成行业共识。

（四）编制原则

《指南》编制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科学性原则。《指南》以营养科学、中医食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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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健康关系证据的文献研究为依据，参考国内外相关指

导原则、指南、标准、典籍等，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专家意

见，结合前期《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食养指南（2023 年版）》

编制工作经验，确定指南框架，并对内容进行反复的专家论

证，以保证科学性。

二是协调一致性原则。《指南》编制过程中，对我国现

行食品相关法律、法规、管理规定等进行梳理，确保与各项

要求协调一致。

三是公开透明原则。《指南》编制广泛征求了相关部门

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等多方面的意见。

四是指导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原则。《指南》制定充分考

虑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现状、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提出食

养原则和建议，并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季节特点列出食谱示

例，以及针对肥胖不同证型提出可供选择的食药物质和食养

方举例，便于使用者根据具体情况参考选择。

三、国内外相关共识、指南和标准等情况

国内外关于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食养指南较少。本指南参

考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22）》、《学生餐营养指南》

（WS/T 554—2017）、《儿童肥胖预防与控制指南（2021）》、

《中国儿童肥胖诊断评估与管理专家共识》、《学龄儿童体重

管理营养指导规范》（T/CNSS 011-2021）、《中国居民肥胖防

治专家共识》、《中国超重/肥胖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21）》

等，并参考《中医儿科学（新世纪第五版）》、《中西医结合

儿科学（新世纪第四版）》《中医内科学（新世纪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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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营养学》中肥胖和食养相关内容，在上述文件或教材

的基础上，根据循证医学证据和专家共识，提出包括生活方

式在内的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方案建议。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参与编制人员

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起草组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张 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王宏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助理研究员

徐培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副研究员

杨媞媞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副研究员

甘 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副研究员

王 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研究员

杜松明 中国营养学会 研究员

徐海泉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

柏燕军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医儿科 主任医师

洪 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

于仁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营养科 高级技师

王海俊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朱文丽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李 辉 首都儿科研究所 研究员

邱服斌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栾德春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刘泽萱 江苏省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龚晨睿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刘 敏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 副教授

郭丽娜 广东省中医院临床营养科 副主任营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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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帆 海南医学院 教授

李晓辉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朱高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 副主任医师

常利涛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 主任医师

辛 宝 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杨建军 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肖 辉 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陈山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助理教授（教学）

傅君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教授

邱俊强 北京体育大学 教授

汪天青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