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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广东省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营养缺乏性疾病数量明

显下降，但膳食模式不合理、营养素摄入不均衡等问题日益显现，营养与行为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病增长迅速，防

控效果不理想。本文对广东省居民膳食营养与疾病防控现状、国内外及广东省应对营养及相关疾病的政策措施进

行回顾与梳理，并就目前存在问题提出建议与展望，以期进一步推动广东省营养防控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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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o-economy and changes in lifestyle， the nutrition and health conditions of 
resid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ve improved， and nutrition deficiency diseases hav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issues such as an unbalanced dietary pattern and uneven nutrient intak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chronic diseases related to nutrition and lifestyle behaviors is not being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dietary nutri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mong resid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well as domestic， international， and provincial policy measures addressing nutrition and related diseases.  It 
will also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and outlook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nutri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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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营养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合理的

膳食结构可以预防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降低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风险。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也发生了

显著变化。与此同时，一些慢性疾病也伴随而来。

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也面临着营

养健康问题的挑战。这不仅对居民的健康造成了

严重威胁，也给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因

此，关注广东省居民的膳食营养状况，探讨相关慢

性病防控政策与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

性。本文主要阐述广东省居民膳食营养现状，分析

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合国内外经验和广东

省实际情况，提出慢性病防控的建议和干预措施，

以期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为广东省的营养防

控助力。

1　广东省居民膳食营养、相关慢性病现状及问题

广东省具有独特的粤菜和早茶文化，整体饮食

较为清淡健康，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

变，饮食结构发生转变，存在饮食结构不合理、营养

摄入不均衡等问题［1-2］。比如，奶及奶制品摄入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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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2012 年仅为 40. 1 g，不到推荐摄入量（300 g）的

1/7，但甜品、糖水、茶饮料、奶茶等高糖和（或）高脂

肪的饮料摄入量逐年上升；部分广东菜调味偏重，

导致居民钠摄入过量，根据 2012 年数据显示，人均

每日食盐摄入量为 7. 6 g［3］，高于《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2022）》推荐摄入量 5 g［4］（表 1）。到 2015 年，食

盐摄入量有所下降，为 6. 6 g［5］，但仍高于推荐摄入

量。同时，特殊人群的营养状况也不容乐观。《中国

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指出［6］：儿

童和青少年过度饮用含糖饮料的问题日益突出。

广东省餐饮业发达，有许多特色的糖水店和茶餐厅

供应各种口味的糖水饮品，2015 年的一项研究指

出，与广东省内其他人群相比，学生的饮料消费量

最高，平均每天为 98. 4 mL，成人饮料消费率为

58%［7］，与两项全国范围的数据比较［8-9］，其饮料消

费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老年人容易同时出现

营养缺乏和营养过剩问题，这种情况在全国普遍

存在。

与此同时，慢性疾病如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

病等患病率明显上升，给广东省造成严重的疾病和

经济负担［3，10］。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老年

人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常常存在多种慢性

疾病，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11］显示

广东省老年人的慢性病共病发生率为 39. 86%。另

一方面，儿童和青少年正处于生命周期的关键阶

段，需重点关注该群体的慢性病患病率。2012 年的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12］，广东省 6~17 岁儿童青少年

超重率从 2002 年的 3. 7% 上升为 7. 3%，肥胖率从

2. 6% 上升为 4. 5%，增幅分别为 97. 3% 和 73. 1%。

2012 年，广东省居民 18 岁及以上的成人高血压患病

率为 21. 4%，糖尿病患病率为 10. 1%，虽然高血压发

病率低于全国水平，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且部分慢性

病知晓率低于全国水平（表 2）。此外，近年来广东省

由慢性病导致的死因逐渐上升为主要死因，2016—
2020 年慢性病死亡占总死因的 84. 94%~86. 38%［13］。

以上数据均提示广东省慢病防控形势仍十分严峻。

2　国内外及广东省膳食营养及相关疾病防控立法

和政策比较经验借鉴

2. 1　国际膳食营养相关指南及法规

膳食营养问题广受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对

现存营养及营养相关疾病问题采取了改善措施，包

括制定膳食指南、出台相关策略和立法等措施（表 3）。

WHO 相继发布了多个指南和计划，如《饮食、身体

活动与健康全球策略》《终止儿童肥胖报告》《保护

儿童免受食品营销有害影响指南》《孕产妇和婴幼儿

营养综合实施计划》等，而 2023 年更是发布了 3 份

新的膳食指南，旨在给各国制定膳食指南提供参

考，改善全球营养与慢性病问题。据统计，目前有

100 多个国家制定了膳食指南，有助于控制当地居

民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14］。

此外，多个国家开始对不健康食品征税，以期

减少居民不健康食品的摄入量，如匈牙利、丹麦、法

国的“零食税”“脂肪税”“含糖饮料税”以及墨西哥、

英国的软饮料税等，加拿大等国家推出减盐策略，

韩国等国家通过法案限制“垃圾食品”电视广告。

相比征税等策略，营养立法是保障一系列营养改善

行动落地的基础，起到统管作用。目前，营养立法

的国家包括日本、美国、芬兰、澳大利亚、韩国等，如

表 1　广东省 2002 年和 2012 年居民膳食营养数据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data on dietary nutri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residents in 2002 and 2012
食物类别

谷薯类

蔬菜

水果类

动物性食物

奶类

大豆

油

盐

2002 年摄入量 a/g
336.3
278.5

57.7
190.3

16.8
12.4
34.5

9.5

2012 年摄入量 a/g
257.4
283.1

64.3
224.2

40.1
14.4
29.9

7.6

2015 年摄入量 b/g
—

463.3
212.2*

—

—

34.1
6.6

2022 年膳食指南推荐摄入量/g
250~400
300~500
200~350
120~200
300~500

25~35
25~30

<5
注：a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第五次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b数据来源于 2015 年广东省成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表示红肉摄入量；—表示无此

数据

表 2　2002—2012 年广东省 18 岁以上居民慢性病相关数据

Table 2　Data related to chronic diseases among adults over 18 
years old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2 to 2012

项目

超重率/%
肥胖率/%
高血压患病率/%
糖尿病患病率/%
高血压知晓率/%
糖尿病知晓率/%

2002 年广东省 a

24.3
7.8

11.7
—

—

—

2012 年广东省 a

26.2
8.9

21.4
10.1
44.0
53.7

2012 年全国 b

30.1
11.9
25.2

9.7
46.5
36.1

注：a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第五次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b数据来源

于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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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颁布的《营养士法》《营养改善法》《学校供

餐法》，美国政府颁布的《学校午餐法》《儿童营养

法》《营养标识和教育法》等（表 3）。

2. 2　我国应对营养及慢病疾病的政策措施

为应对当前居民的营养及慢性病现状，我国推

出了一系列改善计划，如《国民营养计划（2017—
2030）》《健康中国行动计划（2019—2030）》《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成人肥胖食养指南 2024 版》［30］《儿童

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2024 年版）》［31］等。此外，国

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陆续发布了《餐饮食品营养

标识指南》《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营养健康餐

厅建设指南》等指导性文件，用以加强全面推广餐

饮食品营养标识使用，打造一批营养健康食堂和餐

厅，并推动餐饮业转型升级，加强地方特色营养膳

食研究和营养标准制定等。当前我国尚未出台正

式的营养法规，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但不断进行

相关卫生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体系的完善，陆续发布一系列的国家标准文件，如

《营养名词术语》［32］、《预包装食品血糖生成指数标

示规范》［33］、《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34］等。原卫生

部于 2007 年启动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以

膳食和身体活动为切入点，提出“三减三健（活动减

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针对国人膳

食特点，中国营养学会提出“东方健康膳食模式”，

以指导居民合理饮食。

2. 3　广东省应对营养及慢病疾病的政策措施

针对居民营养和相关慢性病现状，广东省也采

取了多种手段提高居民合理营养知识水平，指导居

民饮食行为，改善居民营养状况。省政府及各级单

位结合省内实际情况，在健康营养、慢病防控、人才

培养及特殊人群营养干预等方面，制定了多个相关

政策法规，并积极采取行动，督促相关政策法规的

落地实行。

2. 3. 1　推进广东省居民营养与健康

广东省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案以指导和促进

居民营养与健康。近年来，广东省政府及相关组织

机构印发了《广东省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实施方案》《健康广东行动（2019—2030 年）》《广东

省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指导文

表 3　国际各组织/地区应对营养及相关慢性疾病政策措施

Table 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regions’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address nutrition and related chronic disease
组织或国家

WHO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匈牙利

丹麦

法国

墨西哥

英国

发布年份

2004
2012
2016
2018
2023

2023

1946
1966
1990
2020
2022
1947
1952
1954
2010
2011
2011
2012
2013
2016

政策措施

《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15]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全面实施计划》[16]

《终止儿童肥胖报告》[17]

第 13 个总工作计划 [18]

《保护儿童免受食品营销有害影响指南》[19]

《成人和儿童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指南》[20]

《成人和儿童总脂肪摄入量指南：预防不健

康体重增加》[21]

《成人和儿童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

量指南》[22]

《学校午餐法》[23]

《儿童营养法》[23]

《营养标识和教育法》[24]

《美国居民膳食指南（2020—2025）》[25]

《食品营养标签法规》[26]

《营养师法》[27]

《营养改善法》[27]

《学校供餐法》[23]

《加拿大减盐策略》[28]

零食税 [29]

脂肪税 [29]

含糖饮料税 [29]

软饮料税 [29]

软饮料税 [29]

针对主要问题

指导发展个人、社区、国家和全球各级可持续行动的实施，促进和保护

健康，减少与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身体活动有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消除孕妇及儿童营养不良、贫血、超重或肥胖等问题

降低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减弱肥胖对儿童和成人心

理的负面影响，降低下一代发生肥胖的风险

减少盐/钠的高摄入量、消除食品供应中工业化生产的反式脂肪酸

对高饱和脂肪酸、高反式脂肪酸、高游离糖和/或高盐食品和非酒精饮

料营销进行强制性监管

降低不健康体重增加和与膳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如 2 型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和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

保护全国儿童的健康和福利，鼓励营养丰富的农产品的消费

解决儿童面临的肥胖和饥饿问题

减少食品标签的混乱，帮助公众选择健康饮食，促使食品企业改进配

方，开发更健康的食品

引导居民饮食习惯，改善超重、肥胖及其他营养相关慢性病流行现状

改善饮食相关慢性病状况

规定营养师的基本技能要求及其职业资格认证、社会地位及工作性

质，通过营养教育改善营养状况

确保居民食物来源、保证中小学生加餐质量

保障小学生营养午餐制度，大力提倡饮奶，建立营养调查和营养指导

制度

引导人们遵循最新食盐指南，减少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发生率

对携带健康风险的产品征税，增加用于健康事务的资金

改变饮食习惯，减缓肥胖症

限制含糖饮料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降低居民肥胖率，减少糖尿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风险

降低肥胖率，特别是年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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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推进地方性法规、政策和标准体系建设，落实营

养相关卫生标准，并详细列出为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需落实的各项工作内容。为统筹推进健康广东行

动相关工作，广东省组织成立了健康广东行动推进

委员会、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以有效落实国

民营养健康相关工作。随后每年印发系列政策文

件，发布多项推进分工方案，如《广东省国民营养计

划 2020 年重点工作推进分工方案》《2022 年广东省

国民营养计划及合理膳食行动重点工作推进分工

方案》《2023 年广东省国民营养计划及合理膳食行

动重点工作推进分工方案》等，并颁布了全国首部

健康“基本法”《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以不断健

全部门、行业协会和学校等协同推进营养健康的工

作机制。此外根据广东省居民的饮食特点，结合科

学研究基础，广东省营养学会推出了首个成文发布

的区域性膳食模式——岭南膳食模式（食材广博，

搭配合理；蔬菜足量，水果丰富；水产充足，肉禽蛋

奶适量；杂豆常有，全谷坚果不缺；饮食清鲜，少盐

少油；喝茶多，饮酒少；多蒸煮快炒，少煎炸腌制；叹

早茶、常煲汤，重食养）［35］，以更好地指导居民合理

饮食。

2. 3. 2　慢性病防治

广东省颁布了针对性的方案，并积极采取行

动。2017 年 6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广

东省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优先

将慢性病患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积极推

进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分级诊疗。2020 年

8 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印发了《广东省肥胖

糖尿病健康直通车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旨在建立

广东特色医防融合的肥胖糖尿病医疗服务体系，创

新实践“政府指导，学会搭台，医防融合”的肥胖糖

尿病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为儿童、青少年和老年

人等特殊人群保驾护航。行动中，陆续开展了“心

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和综合干预项目”“广东

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高血压糖尿病防治规范

项目”和“广东省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共

管’试点工作”，不断提升相关患者的防控知识知晓

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积极推动改善居民营养相关

慢性病现状。

2. 3. 3　营养人才队伍建设

广东省积极构建具有实践技能的基层营养工

作队伍，提高基层和社区营养保障及慢病防控能

力。广东省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印发《广东省

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试点实施方案（试行）》以指

导全省工作，各市、地区也针对各自区域，制定了相

关的方案，如深圳市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市

卫生健康委印发了《深圳市营养健康食堂、营养健

康餐厅创建工作方案》。此外，广东省内各食品与

营养相关行业也加强了业内标准的制定，如深圳、

佛山、湛江、潮汕、珠海等地区的餐饮业、服务业等

相关行业团体不断制定餐饮、菜品、烹饪技术等方

面的行为规范，保证就餐者的饮食营养及食品安

全。此外，针对特殊人群营养问题，广东省有关部

门开展了许多相关工作。如推进广东省内 34 个县

级行政单位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受益学校 1 351 所，累计受益学生 195 万人次；省教

育厅汇编《广东省学校营养食谱》集，将营养膳食标

准、传统饮食文化及养生理念贯穿到营养餐制作

中，指导学校科学制作学生营养餐，引导学生不点

或少点外卖，确保学生饮食的营养安全。省教育厅

联合多部门通过全民营养周和“5・20”中国学生营

养日等主题活动，面向大众、师生和家长普及膳食

营养知识，教育引导居民养成科学营养、卫生安全

的膳食习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公共卫生研究

院组织编写《舌尖上的粤菜-营养标示图谱》，推广科

学配餐、膳食营养等理念。

以上一系列行动与措施，都将帮助居民合理选

择并搭配食材，提高膳食营养质量，以预防营养相

关疾病的发生进展。

3　展望与建议

广东省整体营养状况较一二十年前有明显改

善，通过合理营养方式预防疾病的相关工作进展也

取得良好成效，但仍存在不足，如域内人群现有饮

食结构仍需改善、特殊人群的营养状况及营养相关

疾病仍需重点关注、相关政策法规及宣传落地存在

挑战等。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四个方

面加强合理营养及营养相关疾病的防治。

首先，广东省居民饮食结构仍存在问题，如何

采取有效措施使现有政策指南真正落实仍存在挑

战。目前，广东省居民饮食仍存在脂肪供能比过

高、钠摄入量超标、盐摄入量有逐年上升趋势且始

终高于 WHO 推荐摄入量［36］等问题。广东省已出台

了相关政策，并制定了极具特色的《岭南膳食模式》

引导居民合理膳食，以期改善居民营养现状，使居

民提高合理饮食“知 -信 -行”合一的能力，但如何采

取有效的手段和干预措施才能达到目的、真正落实

计划和方案，切实改变居民饮食现状仍存在挑战，

需多方协同工作，共同努力。

其次，广东省居民慢性病知晓率有所改善，但

仍低于全国水平。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可以

通过合理饮食进行良好控制，提高居民通过营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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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疾病的意识及知识素养，能够有效帮助营养相关

疾病的控制及预防。广东省各部门及相关机构，如

市/区疾控中心、营养学会、医院营养科等，应加大

宣传力度，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向居民传播正确、丰

富的营养相关知识，提高居民知识水平，并及时对

错误的、诱导性的网络宣传或营销进行指正，避免

居民陷入误区，发挥良好的引领作用。

此外，广东省乃至全国目前还缺乏具有法律效

力的营养相关法律法规，营养卫生专业标准以及膳

食营养标准等各类标准体系建设不完善，对于饮食

行业的监管和营养标签的规范还有待加强。食品

安全是保障居民健康饮食的前提，虽然《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进

行修订并实施，但具体措施仍需落实到地，有关部

门应提高监管力度，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另一方面，当前《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健

康中国行动计划（2019—2030）》等指导性文件虽出

台，但行政命令和文件不能代替国家法律，政府的

营养干预政策与措施难以落实，营养改善计划不能

产生理想的效果，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

建设，更好地发挥保障作用。

与此同时，广东省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等特殊

人群营养状况仍需持续关注。特殊人群有独特的

营养和健康需求，更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

还易受到各种花式营销的干扰，改变饮食、运动习

惯等生活方式存在一定挑战。在此现状中，无论是

国家层面还是广东省层面，都要根据不同人群特点

加强对慢性病相关知识的宣教，进一步建立健全营

养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最大程度规范食品和

营养相关产业 ，以保障居民合理营养与健康的

需求。

综上所述，无论广东省还是全国，都需要重点

关注目前存在的相关营养问题，加强合理营养干预

措施的推广和落实，而政策、标准和规范落实的根

本在于法律保障。同时，政府、社会和个人都应共

同努力，树立并践行“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倡

议，降低营养相关疾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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