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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2024年版）问答

一、《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2024 年版）》制定的

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2024 年版）》（以下简称《指

南》）的制定以满足人民健康需求为出发点，为预防和控制

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发生发展，培养儿童青少年健康饮食

习惯，促进健康成长，发展传统食养服务等提供科学指导。

《指南》制定的意义在于：一是充分发挥现代营养学和传统

食养的中西医各方优势，将食药物质融入合理膳食中，辅助

预防和控制儿童青少年肥胖。二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

和肥胖不同证型提出食养指导，提升膳食指导的个性化和可

操作性。三是依据现代营养学理论与相关证据和我国传统中

医的理念与调养方案，推动中西医结合，传承传统食养文化，

切实推进食养服务高质量发展。

二、《指南》制定的依据是什么？

《指南》制定依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等相关要求。《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 年）》指出，要鼓励发展传统食养服务；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儿童医疗保健服务中的作用；引导儿童科

学均衡饮食，加强体育锻炼，实现儿童肥胖综合预防和干预。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提出，要发挥中医药特

色优势，制定符合我国现状的居民食养指南，引导养成符合

我国不同地区饮食特点的食养习惯；开展针对儿童的食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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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提升居民食养素养；开展针对学生的“运动+营养”的体

重管理和干预策略，对学生开展均衡膳食和营养宣教。

三、《指南》制定的原则是什么？

《指南》制定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科学性原则。《指南》以营养科学理论、中医理论、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的文献研究为依据，参考国内外相

关指南、标准、典籍等，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专家共同讨

论、建立共识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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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进行反复专家研讨和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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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社会团

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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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列出食谱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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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使用者根据实际情况参考选择。

四、国内外相关共识、指南和标准等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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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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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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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中医内科学》

《中医营养学》中肥胖和食养相关内容，在上述研究成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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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南》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指南》根据儿童青少年肥胖特点，提出了食养原则和

建议，在附录中详细介绍了肥胖儿童青少年的食物选择，肥

胖不同证型食药物质推荐和食养方举例，以及不同地区、不

同季节食谱示例和常见食物交换表等工具。其中，每个地区

至少列举了 3 天的带量食谱（含食药物质）。

六、《指南》发布后如何使用?
《指南》主要面向基层卫生工作者（包括营养指导人员）、

2～17 岁儿童青少年的家长和校医等，为儿童青少年肥胖的

预防与控制提供食养指导。鼓励基层卫生工作者（包括营养

指导人员）结合工作需要及肥胖儿童青少年的具体情况，参

考《指南》指导辅助预防和控制肥胖。《指南》主要针对膳

食营养相关的原发性肥胖，不针对疾病导致的继发性肥胖。

有其他合并症的肥胖儿童青少年，可参考本指南，在专业人

员的指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食养方案。《指南》

为肥胖儿童青少年的食养指导，不可替代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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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南》中食谱的特点有哪些？

一是遵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食物多样、营

养均衡的原则，既保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对优质蛋白质、

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的需求，同时结合肥胖儿童青少年

控制体重的需要，强调限制总能量，摄入谷薯杂粮、蔬菜水

果等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二是根据全国各地饮食习惯，

将食谱示例分为西北、西南、东南、东北、中部五个区域，

并结合季节变化设计了冬春季和夏秋季不同食谱，以供不同

地区的使用者在设计食谱时参考，同时体现膳食的荤素搭配、

粗细搭配。三是借鉴我国传统中医在控制体重方面的经验，

合理利用食药物质，促进机体代谢，达到控制体重的目的。

八、《指南》食谱使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指南》的食谱示例是以 10 岁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水平

的肥胖儿童为例，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儿童青少年可根据

《指南》中“2～17 岁正常体重儿童青少年各类食物建议摄

入量及能量需要量”（表 1.1）进行适当增减，以满足不同年

龄段儿童青少年控制体重的需要。《指南》中食谱示例是按

五大区域进行设计的，在具体使用时不需要照搬食谱示例，

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

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 版）》等进行调整，编

制出既受儿童青少年喜爱，又能达到营养均衡、能量适宜的

食谱。《指南》所列举的食谱仅从营养均衡、膳食搭配、能

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设计，儿童青少年要结合身体活动进行

体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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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指南》如何体现中医食养的整体观？

《指南》体现了中医食养是整体饮食生活方式健康管理

的一部分，不仅在病因、病机、诊疗上体现中医整体观念，

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病因进行多方面考量，也综合考虑儿童

青少年肥胖诊疗的整体性，强调定期监测，科学指导体重管

理，同时也指出传统食养需要结合现代营养学，从食材选择、

烹饪方式、饮食行为等多方面促进儿童青少年长期健康。《指

南》在日常合理膳食中结合了中医食养方，调补有道。强调

积极身体活动，保持身心健康这一整体健康观。另外，《指

南》食养原则和建议中提出多方合作，创造社会支持环境，

也体现了人与社会环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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