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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中国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以下简称“营养改善计划”)监测学校电子

配餐软件使用和食谱制定等情况ꎬ为提高学校供餐质量提供基础数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ꎬ在“营养改善计划”覆盖的

中国中西部 ２２ 个省 ６９９ 个国家试点县中ꎬ分别按照食堂供餐、企业供餐和混合供餐 ３ 种供餐方式ꎬ随机抽取不少于 １０％的

小学和初中作为调查学校ꎬ每年填写学校调查问卷ꎮ 结果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ꎬ学校“学生电子营养师”等配餐软件使用比例

分别为 １１.７％ꎬ８.０％ꎬ１７.８％ꎬ１６.９％和 １４.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４５.０９ꎬＰ<０.０１)ꎮ 学校食谱制定者包括学校、教育

局、医院或高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ꎬ２０１７ 年分别占 ７４.９％ꎬ２０.０％ꎬ３.７％ꎬ１.３％ꎬ不同学校类型、地区、供餐方式食谱制定

者构成比例均有差异ꎬ且随年度变化趋势均有所区别(Ｐ 值均<０.０５)ꎮ 各年度ꎬ食品安全是学校食谱制定时的主要考虑因

素ꎬ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将食品安全作为主要考虑因素的比例分别为 ５８.０％ꎬ７８.４％ꎬ７０.６％和 ８７.４％ꎮ 结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ꎬ学
校电子配餐软件使用比例和使用频率均较低ꎬ学校食谱制定缺乏专业人员指导ꎮ 应进一步加强配餐软件的推广ꎬ提高食堂

工作人员营养知识水平和技能ꎬ促进学生餐营养均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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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供餐是保证儿童均衡膳食的有效手段ꎬ对于

纠正儿童不良饮食行为、改善家庭供餐质量、提高身

体活动水平有良好作用ꎬ是改善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

重要措施之一[１] ꎮ 为了保证学生餐供餐质量ꎬ许多国

家都制定了学校供餐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标准ꎮ ２０１７
年ꎬ原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学生餐营养指南» ( ＷＳ / Ｔ
５５４—２０１７)ꎬ 为学校食堂合理供餐提供了科学依

据[２] ꎮ 电子化配餐软件可以为学校的食谱制定、供餐

管理提供有力工具ꎬ保证学生餐营养标准的落地ꎮ 配

餐软件的使用情况、学校配餐人员专业性等因素会直

接影响学生餐供餐质量ꎬ也是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效

果的重要因素ꎮ 本文比较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ꎬ我国“营

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中小学电子配餐软件的使用情

７３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况、食谱来源和配餐考虑因素等ꎬ为更好地利用电子

配餐软件保证学校供餐的营养均衡提供基础数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健康所(以下简称“营养所”)每年组织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开展

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ꎮ 在中西部 ２２ 个省 ６９９ 个国

家试点县ꎬ按照随机抽样原则ꎬ每个县按照学校食堂

供餐、企业(单位)供餐和家庭(个人)托餐 ３ 种供餐模

式ꎬ各抽取不少于 １０％的小学(含中心小学和教学点)
和初中作为调查学校ꎬ每个县至少 １０ 所中小学ꎮ 当某

种供餐模式不足 ２ 所学校时ꎬ则抽取该供餐模式下所

有学校作为调查学校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ꎬ 分别收集

１１ ５２１ꎬ９ ６４４ꎬ１２ ６０４ꎬ６ ５２３ 和 ７ １３８ 所学校的完整

信息ꎮ
１.２　 方法　 采用统一编制的学校调查表ꎬ逐年收集监

测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况、学校供餐情况、食堂

建设情况、学校开展营养健康教育情况、“学生电子营

养师”等营养配餐软件的使用及食谱制定情况等ꎮ 调

查问卷由营养所设计ꎬ经专家研讨会审核并进行预实

验后修订ꎮ 根据原始问卷设计选项ꎬ结合实际使用情

况ꎬ将配餐软件使用频率划分为 ２ ~ ３ 次 / 年、４ 次 / 年
至 １ 次 / 月和≥２ 次 / 月 ３ 组ꎮ 由于各年度调查问卷有

差异ꎬ因此学校电子配餐软件使用频率分布仅呈现

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年情况ꎬ学校食谱来源仅呈

现 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年情况ꎮ 由于家庭(个人)
托餐模式所占比例较小ꎬ且有部分学校同时存在两种

或两种以上供餐模式ꎬ故将两者合并为“混合供餐模

式”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每年项目开展前ꎬ营养所对各试点省

进行一级培训ꎬ各省对试点县进行二级培训ꎬ所有调

查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进行正式调查ꎮ 调查前ꎬ经过

培训的调查员详细介绍问卷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ꎬ学
校主管校长根据实际情况填写问卷并加盖学校公章ꎮ
问卷调查结束后ꎬ调查员对所有问卷进行逐项核查ꎬ
发现填写错误、逻辑错误或漏填等ꎬ立即让调查对象

补充修正ꎬ修正后再次核查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所有调查数据均采用“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健康状况监测评估系统”进行录

入与上报ꎮ 采用 ＳＡＳ ９.３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清理和

分析ꎮ 不同年度间使用情况和食谱来源差异比较采

用 χ２ 检验ꎬ不同年度之间使用频率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ｌｉｓ 秩和检验ꎬ不同年度、不同组别之间的交互作用

比较采用广义线性模型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校“学生电子营养师”配餐软件使用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ꎬ学校电子配餐软件使用比例分别为

１１.７％ꎬ８.０％ꎬ１７.８％ꎬ１６.９％和 １４.０％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３４５.０９ꎬＰ<０.０５)ꎮ 不同类型学校中ꎬ九年一

贯制学校使用学生电子营养师等配餐软件的比例最

高(χ２ ＝ ３９.８７ꎬＰ<０.０５)ꎬ各类学校使用率随年度变化

趋势相同(χ２ ＝ １４.８３ꎬＰ>０.０５)ꎮ 不同地区之间使用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６８ꎬＰ ＝ ０.０３)ꎬ中部和西部地

区在不同年度使用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００.８２ꎬＰ<０.０５)ꎮ 不同供餐类型之间比较ꎬ食堂供餐

的使用率高于企业供餐( χ２ ＝ ３５.３１ꎬＰ<０.０５)ꎬ不同供

餐方式在不同年度使用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０.１１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学校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学校电子配餐软件使用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组别 选项
２０１３ 年

学校数 使用数

２０１４ 年

学校数 使用数

２０１５ 年

学校数 使用数

２０１６ 年

学校数 使用数

２０１７ 年

学校数 使用数
学段 小学 ８ ９９３ ９６１(１０.７) ７ ３９９ ５３５(７.２) ９ ４９３ １ ６４２(１７.３) ４ ５８４ ７２６(１５.８) ４ ９５２ ６４９(１３.１)

初中 １ ９５２ ２９９(１５.３) １ ６９５ １７１(１０.１) ２ ２７１ ４２５(１８.７) １ ５６７ ２９３(１８.７) １ ６５２ ２６１(１５.８)
九年一贯制 ５７６ ９０(１５.６) ５５０ ６２(１１.３) ７０９ １５９(２２.４) ３７２ ８４(２２.６) ５１４ ８９(１７.３)

地区 中部 ５ ４７６ ６７９(１２.４) ３ ９１９ ３８３(９.８) ４ ４９２ ８６１(１９.２) ２ ３３６ ３５４(１５.２) ２ ３７８ ３５３(１４.８)
西部 ６ ０４５ ６７１(１１.１) ５ ７２８ ３８５(６.７) ７ ９８１ １ ３６５(１７.１) ４ １８７ ７４９(１７.９) ４ ７４０ ６４６(１３.６)

供餐方式 食堂 ４ ７０４ ６１２(１３.０) ５ ８７７ ５７５(９.８) ７ ６８１ １４１(１８.４) ５ ２６１ ９０７(１７.２) ６ １００ ８７２(１４.３)
企业 ５ ０８４ ４９６(９.８) ３ ６８６ １９０(５.２) ２ ９１４ ５３０(１８.２) ６２６ ９５(１５.２) ６１９ ７３(１１.８)
混合 １ ７３３ ２４２(１４.０) ８４ ３(３.６) １ ８７８ ２８６(１５.２) ６３６ １０１(１５.９) ３９８ ５４(１３.６)

合计 １１ ５２１ １ ３５０(１１.７) ９ ６４７ ７６８(８.０) １２ ４７３ ２ ２２６(１７.８) ６ ５２３ １ １０３(１６.９) ７ １１８ ９９９(１４.０)
　 注:()内数字为使用率 / ％ꎻ部分项目有缺失值ꎮ

２.２　 电子配餐软件使用频率 　 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年不同年度间电子配餐软件使用频率不同ꎬ其中

使用频率为 ４ 次 / 年 ~ １ 次 / 月在 ２０１３ 年 ( ５４. ３％)、
２０１６ 年( ３７. ８％) 和 ２０１７ 年( ４４. ２％) 占比最高( Ｈ ＝
４１.６１ꎬＰ<０.０５)ꎮ 不同学校类型、不同地区使用频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７ꎬ１.４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不同供餐方式学校使用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１８.７９ꎬＰ<０.０５)ꎬ且随年度变化趋势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３４.４８ꎬＰ<０.０５)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ꎬ学校供

餐使用频率较高ꎬ但 ２０１７ 年企业供餐使用频率较高ꎮ
见表 ２ꎮ

８３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表 ２　 学校电子配餐软件使用频率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Ｕｓ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组别 选项

２０１３ 年

学校数 ２~ ３ 次 / 年
４ 次 / 年~
１ 次 / 月

≥２ 次 / 月

２０１４ 年

学校数 ２ ~ ３ 次 / 年
４ 次 / 年~
１ 次 / 月

≥２ 次 / 月

学段 小学 ９５６ ２２４(２３.４) ５２１(５４.５) ２１１(２２.１) ３８９ ９３(２３.９) １４０(３６.０) １５６(４０.１)
初中 ２９７ ７０(２３.６) １５７(５２.９) ７０(２３.６) １６２ ４７(２９.０) ４７(２９.０) ６８(４２.０)
九年一贯制 ９０ ２４(２６.７) ５１(５６.７) １５(１６.６) ６１ １５(２４.６) １３(２１.３) ３３(５４.１)

地区 中部 ６７８ １５５(２２.９) ３９７(５８.６) １２６(１８.６) ２３９ ６１(２５.５) ８３(３４.７) ９５(３９.７)
西部 ６６５ １６３(２４.５) ３３２(４９.９) １７０(２５.６) ３７４ ９５(２５.４) １１７(３１.３) １６２(４３.３)

供餐方式 食堂 ６１０ １２８(２１.０) ３１３(５１.３) １６９(２７.７) ４４８ １１７(２６.１) １３９(３１.０) １９２(４２.９)
企业 ４９２ １４１(２８.７) ２７６(５６.１) ７５(１５.２) １６１ ３８(２３.６) ５９(３６.６) ６４(３９.８)
混合 ２４１ ４９(２０.３) １４０(５８.１) ５２(２１.５) ４ 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

合计 １ ３４３ ３１８(２３.７) ７２９(５４.３) ２９６(２２.０) ６１３ １５６(２５.４) ２００(３２.６) ２５７(４２.０)

组别 选项

２０１６ 年

学校数 ２~ ３ 次 / 年
４ 次 / 年~
１ 次 / 月

≥２ 次 / 月

２０１７ 年

学校数 ２ ~ ３ 次 / 年
４ 次 / 年~
１ 次 / 月

≥２ 次 / 月

学段 小学 ５６７ １６４(２８.９) ２１０(３７.０) １９３(３４.１) ６３７ １５５(２４.３) ２８６(４４.９) １９６(３０.８)
初中 ２４２ ５７(２３.６) ９６(３９.７) ８９(３６.８) ２５７ ４６(１７.９) １１４(４４.４) ９７(３７.７)
九年一贯制 ６９ １７(２４.６) ２６(３７.７) ２６(３７.７) ８８ ２３(２６.１) ４４(５０.０) ２１(２３.９)

地区 中部 ２５７ ６５(２５.３) １０３(４０.１) ８９(３４.７) ３４７ ７３(２１.０) １７０(４９.０) １０４(３０.０)
西部 ６２１ １７３(２７.９) ２２９(３６.９) ２１９(３５.３) ６３５ １５１(２３.８) ２７４(４３.１) ２１０(３３.１)

供餐方式 食堂 １８７ １８７(２５.６) ２８４(３８.９) ２６０(３５.５) ８６０ ２０４(２３.７) ３８９(４５.２) ２６７(３１.０)
企业 ２１ ２１(３１.８) ２１(３１.８) ２４(３６.３) ７２ ７(９.７) ２７(３７.５) ３８(５２.７)
混合 ３０ ３０(３７.０) ２７(３３.３) ２４(２９.６) ５０ １３(２６.０) ２８(５６.０) ９(２８.０)

合计 ８７８ ２３８(２７.１) ３３２(３７.８) ３０８(３５.１) ９８２ ２２４(２２.８) ４４４(４５.２) ３１４(３２.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部分项目有缺失值ꎮ

２.３　 学校食谱来源　 学校食谱制定者包括学校、教育

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医院或高校 ４ 种机构ꎮ
２０１４ 年ꎬ４ 种机构参与制定食谱的学校比例分别为

５８.０％ꎬ３８.２％ꎬ２.１％和 １.８％ ꎬ２０１７ 年分别为 ７４.９％ꎬ
２０.０％ꎬ１.３％和 ３.７％ꎮ 不同学校类型、地区、供餐方式

食谱制定者构成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

为 ２４７.７８ꎬ７６３.８６ꎬ４ ６９６.８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随年度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９８. １５ꎬ１６７. １７ꎬ
４５６.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组别学校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食谱来源构成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ｃｉｐｅ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组别 选项
２０１４ 年

学校数 学校配餐 疾控 医院高校 教育局

２０１５ 年

学校数 学校配餐 疾控 医院高校 教育局
学段 小学 ７ ５９６ ４ ０９６(５３.９) １６１(２.１) １４４(１.９) ３ １９５(４２.１) ９ ５９９ ５ ８５７(６１.０) ２０９(２.２) ４９９(５.２) ３ ０３４(３１.６)

初中 １ ７２３ １ ２４９(７２.５) ３３(１.９) ２５(１.５) ４１９(２４.１) ２ ２９２ １ ６４４(７１.７) ６３(２.７) １０４(４.５) ４８１(２１.０)
九年一贯制 ５５１ ３７５(６８.１) １０(１.８) ９(１.６) １５７(２８.５) ７１３ ４８１(６７.５) ２３(３.２) ３４(４.８) １７５(２４.５)

地区 中部 ４ １１４ １７２２(４１.９) １１１(２.７) １１２(２.７) ２ １６９(５２.７) ４ ５７２ ２ ３７９(５２.０) １５４(３.４) ２３８(５.２) １８０１(３９.４)
西部 ５ ７６０ ４ ０００(６９.４) ９３(１.６) ６６(１.１) １６０１(２７.８) ８ ０３２ ５ ６０３(６９.８) １４１(１.８) ３９９(５.０) １ ８８９(２３.５)

供餐方式 食堂 ５ ８９８ ４ ９５３(８４.０) ９５(１.６) ６２(１.１) ７８８(１３.４) ７ ７２７ ６ ２３０(８０.６) １３２(１.７) ２２３(２.９) １ １４２(１４.８)
企业 ３ ８９１ ７１５(１８.４) １０７(２.７) １１３(２.９) ２９５６(７６.０) ２ ９７８ ６２６(２１.０) １１２(３.８) １１２(３.８) ２ １２８(７１.５)
混合 ８５ ５４(６３.５) ２(２.４) ３(３.５) ２６(３０.６) １ ８９９ １ １２６(５９.３) ５１(２.７) ３０２(１５.９) ４２０(２２.１)

合计 ９ ８７４ ５ ７２２(５８.０) ２０４(２.１) １７８(１.８) ３ ７７０(３８.２) １２ ６０４ ７ ９８２(６３.３) ２９５(２.３) ６３７(５.１) ３ ６９０(２９.３)

组别 选项
２０１６ 年

学校数 学校配餐 疾控 医院高校 教育局

２０１７ 年

学校数 学校配餐 疾控 医院高校 教育局
学段 小学 ４ ４６８ ３ １９９(７１.６) ９４(２.１) １１６(２.６) １ ０５９(２３.７) ４ ９６４ ３６ ７８９(７４.３) １９５(３.０) ２０７(４.２) １ ００７(２０.３)

初中 １ ５５７ １ １７５(７５.５) ３４(２.２) ３５(２.２) ３１３(２０.１) １ ６６０ １ ２５４(７５.５) ２５(１.５) ５４(３.３) ３２７(１９.７)
九年一贯制 ３７１ ２８８(７７.６) １１(３.０) ２(０.５) ７０(１８.９) ５１５ ４０６(７８.８) ７(１.４) ６(１.２) ９６(１８.６)

地区 中部 ２ ２７３ １ ５０４(６６.２) ４８(２.１) ９４(４.１) ６２７(２７.６) ２ ３７２ １ ６６１(７０.０) ３５(１.５) １７６(７.４) ５００(２１.１)
西部 ４ １２３ ３ １５８(７６.６) ９１(２.２) ５９(１.４) ８１５(１９.８) ４ ７６７ ３ ６８６(７７.３) ６０(１.３) ９１(１.９) ９３０(１９.５)

供餐方式 食堂 ５ ２３２ ４ ０１９(７６.８) １１３(２.２) １０９(２.１) ９９１(１８.９) ６ １３７ ４ ７７５(７７.８) ７７(１.３) １８９(３.１) １ ０９６(１７.９)
企业 ５５４ １９６(３５.４) １１(２.０) ３４(６.１) ３１３(５６.５) ６０２ ２６９(４４.７) １３(２.２) ７４(１２.３) ２４６(４０.９)
混合 ６１０ ４４７(７３.３) １５(２.５) １０(１.６) １３８(２２.６) ３９９ ３０２(７５.７) ５(１.３) ４(１.０) ８８(２２.１)

合计 ６ ３９６ ４ ６６２(７２.９) １３９(２.２) １５３(２.４) １ ４４２(２２.５) ７ １３９ ５ ３４７(７４.９) ９５(１.３) ２６７(３.７) １ ４３０(２０.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部分项目有缺失值ꎮ

２.４　 学校制定食谱考虑因素　 学校制定食谱考虑的

因素主要包括食品安全、营养搭配、食物价格、容易购

买、学生喜好和容易烹饪等ꎮ ２０１４ 年ꎬ将此 ６ 个因素

纳入配餐考虑因素的学校比例分别为 ５８.０％ꎬ６１.８％ꎬ

３６.０％ꎬ３１.２％ꎬ２８.５％ꎬ１７.７％ꎻ２０１５ 年分别为 ７８.４％ꎬ
７９.６％ꎬ４６.８％ꎬ３５.６％ꎬ３７.７％ꎬ２５.６％ꎬ２０１６ 年分别为

７０.６％ꎬ６９.０％ꎬ４５.７％ꎬ４４.７％ꎬ５６.１％ꎬ２５.０％ꎬ２０１７ 年

分别为 ８７.４％ꎬ８２.７％ꎬ５９.５％ꎬ５１.８％ꎬ７２.０％ꎬ３６.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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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学校供餐不仅是保证儿童均衡营养的重要措施ꎬ
还可以通过调整学校供餐食物种类ꎬ改善儿童偏食挑

食等不良饮食行为ꎬ降低营养不足或超重肥胖等的发

病率[３－６] ꎮ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营养改善计划”为学生提

供 ３ ~ ４ 元的膳食营养补助ꎬ采取学校供餐的方式ꎬ提
高学生营养健康状况ꎮ 为保证学校供餐做到营养均

衡ꎬ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卫生行业标

准«学生餐营养指南»ꎬ规定了学校供餐每人每天应提

供食物和营养素的种类和数量ꎬ为实现该目的ꎬ需要

有电子化的配餐软件辅助ꎮ 研究表明ꎬ电子配餐软件

可以实现营养配餐的标准化和智能化[７－８] ꎮ 本研究发

现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ꎬ“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使用配

餐软件的学校比例均不超过学校数量的 １ / ５ꎮ ２０１７ 年

使用软件的学校中ꎬ仅有约 １ / ３ 每月使用 ２ 次以上ꎬ不
同供餐模式学校的使用频率具有差异性ꎮ ２０１３ 年的

一项研究显示ꎬ学校不使用配餐软件的主要原因是

“没有安装” [９] ꎬ推测可能与电子配餐软件的推广和应

用培训不够有关ꎮ 同时ꎬ我国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学

校食堂工作人员营养知识技能相对缺乏、缺少专业技

能培训ꎬ可能是导致配餐软件的使用率较低的原因之

一 [１０－１１] ꎮ “学生电子营养师”等相关学生餐配餐软件

不仅为“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学校进行学生餐营

养配餐提供便利ꎬ也有助于提高学校食堂的管理水平

和供餐效率ꎬ应进一步加强配餐软件的推广和应用培

训ꎬ提高配餐软件的使用率ꎮ
２０１２ 年出台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细则» [１２]中提到ꎬ要“成立专家组ꎬ指导科学合理

供餐”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营养改善计

划”实施的五年间ꎬ多数学校的食谱由学校自己制定ꎬ
其次为教育局统一提供ꎬ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

高校等营养专业人员制定食谱的学校比例均较低ꎮ
学校食堂工作人员缺乏营养专业技能ꎬ如未接受系统

的营养教育和培训ꎬ普遍存在学生餐食谱不能达到食

物和营养素合理、均衡的要求ꎮ 国外很多国家对于学

生餐的营养指导都有专门的法律条目规定ꎬ美国的中

小学午餐计划由农业部食品营养局负责提供专门的

营养指导[１３] ꎻ日本的«学校午餐法»规定ꎬ所有学校都

应建立营养配餐中心ꎬ配备专职的营养师和营养教

师ꎬ提供营养咨询服务[１４] ꎮ 相对来说ꎬ我国多数学校

不具备配备专业营养师的条件[１５] ꎮ 现阶段ꎬ也只有少

数城市地区学校有专门的营养师指导学校供餐[１６－１８] ꎮ
下一步应充分发挥营养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ꎬ同时提

高学校后勤人员和食堂工作人员的营养知识水平ꎬ加
强技能培训ꎬ保证学生餐营养均衡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学校制定食谱过程中ꎬ营养搭配

和食品安全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ꎮ 这与«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 中要求学校供餐应

“按照安全、营养、卫生的标准ꎬ因地制宜确定适合当

地学生的供餐”内容一致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将“学生

爱吃”纳入制定食谱考虑因素的学校比例越来越多ꎮ
有研究显示ꎬ学生对学校提供食物的喜爱程度较 ２０１３
年有明显提高[１９] ꎮ 但也有研究显示ꎬ学校的食物浪费

现象仍比较严重ꎬ学生反馈剩饭的主要原因就包括

“不想总吃同样的”和“不喜欢吃” [１９－２０] ꎬ提示学校在

制定学生餐食谱时ꎬ应在保证营养健康的情况下ꎬ尽
可能提高饭菜口味ꎬ因地制宜ꎬ提高学生餐满意度ꎮ

«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中提出:“鼓励食

堂和餐厅配备专兼职营养师ꎬ定期对管理和从业人员

开展营养、平衡膳食和食品安全相关的技能培训、考
核ꎻ提前在显著位置公布食谱ꎬ标注份量和营养素含

量并简要描述营养成分” [２１] ꎮ 建议下一步加强对农村

学校食堂工作人员和后勤人员知识和技能培训ꎬ提高

学校食堂作为供餐主体的配餐能力ꎮ 同时ꎬ加强我国

注册营养师和学校营养指导员等专业营养人群队伍

建设ꎬ发挥营养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作用ꎬ协助学校

更加科学、合理配餐ꎬ在保证饮食安全和营养均衡的

基础上ꎬ进一步提高食物口味和搭配合理性ꎮ 同时ꎬ
继续推动学生营养立法ꎬ从法律上为学校供餐和学生

营养改善保驾护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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