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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质和维生素是人体需要量较少的营养素，称为微量营养素。虽然需要
量少，但因体内不能合成或合成量不足，必须通过食物摄取。如果食物供给不
足，或者吸收利用障碍，引起微量营养素缺乏，可能导致人体发育不全、智力
低下、劳动能力下降甚至丧失、免疫力下降等健康问题。WHO 将微量营养素缺
乏或营养不均衡称为 “ 隐性饥饿 ”，它不是主观饥饿感，而是机体隐蔽性营养需
求的饥饿症状［1］。

2014 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 WHO 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营养大
会上通过两份政治成果文件 ——《营养问题罗马宣言》和《行动框架》。宣言中
重申了营养不良的定义 —— 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消瘦）、微量营养素缺乏、超
重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病等多种形式均为营养不良［2］。可见，微量营养素缺乏是
营养不良的一种重要形式。全球有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的人超过 20 亿。据世界
银行报告 “ 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给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带来
极大的损失 —— 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5%［1］”。

1   全面调查，科学评价全民营养状况
膳食、强化食品和营养素补充剂是微量营养素摄入的来源。理论上，评价

微量营养素摄入状况需要全面掌握其来源，但调查与评价时会受到一些限制，
如 ：调查中缺失营养素补充剂使用的内容 ；强化食品种类繁多，食品标签上的
营养成分信息不全，而中国食物成分表中可提供营养成分的强化食品种类有限［3］

等。目前一般人群强化食品和营养补充剂使用情况的全国性研究较少，2002 年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显示，我国 18 岁及以上居民营养补充剂的使用
率为 5.1%，其中钙、铁和维生素补充剂使用率分别为 3.4%、1.3% 和 2.4%［4］。

膳食是微量营养素摄入的主要来源。1989 年启动的 “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
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迄今已开展了 11 轮随访，调查
范围由最初的黑龙江、辽宁、山东、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及贵州九个
省（自治区）扩展至十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 2011 年增加了北京、上
海、重庆三个直辖市，2015 年增加了陕西、云南、浙江三个省［5-6］。长达 30 年的
追踪研究，为捕捉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居民膳食营养状况的长期变化趋势
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本专栏后三篇文章利用 1991—2015 年 CHNS 的随访数
据，分别分析和撰写了关于我国九（十五）省（自治区、直辖市）三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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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老年人和农民——膳食微量营养素摄入状况
及长期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微量营养素摄入状况的人
口经济因素差异［7-9］。以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
入量中的平均需要量（estimated average requirement，
EAR）［10］为参照，1991—2015 年间老年人、成年人和
农民均持续存在膳食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其
可能原因是膳食结构不合理。以农民为例，以往研究
显示，2011 年我国九省（自治区）18 岁及以上农民谷薯
类、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和蛋类平均每日摄入量
满足平衡膳食宝塔中推荐量的比例仅达 25.6%、36.9%、
10.5%、21.5%、10.3% 和 11.8%［11］。

每一轮 CHNS 通常在 8—10 月份开展，采用连续
“3 天 24 小时膳食回顾法 ” 和家庭调味品称重记账法
收集膳食数据。该调查方法能相对准确地收集食物摄
入信息，但不能很好地反映日常（尤其偶然）膳食摄
入，也不能反映食物摄入的季节性差异等。再者，虽
然在询问调查中会收集强化食品的名称，但由于中国
食物成分表中有营养成分信息的营养强化食品极其
有限，在计算营养素摄入时只能找相似食物的营养成
分信息代替。

2015 年和 2018 年的 CHNS 形成了包含营养素补
充剂和强化食品在内的近 4 万种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成
分信息数据库。未来研究可以利用该数据库相对全面
地评价我国居民微量营养素摄入状况及强化食品、营
养素补充剂对微量营养素摄入量的贡献率等。

除了微量营养素摄入状况的评价，还要考虑机体
对微量营养素的消化吸收和代谢，结合实验室检测和
临床检查，对人群微量营养素的营养状况进行综合评
估，针对微量营养素缺乏采取精准的干预措施，同时
也要预防微量营养素过量。

2   精准施策，有效防控微量营养素缺乏
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12］提出战略性目标 ：在

2030 年前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我国政府相继于
2016—2017 年发布了《“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后
简称《纲要》）［13］、《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后
简称《计划》）［14］，以期达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将
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促进全民健康的目的。作为
营养不良的主要形式之一，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防控是
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

防控微量营养素缺乏，坚持合理膳食是关键。《纲
要》指出，“ 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控制 ” 是 2030 年

应实现的目标之一，并明确强调 “ 塑造自主自律的健
康行为 ”，其中 “ 引导合理膳食 ” 居于首要地位［13］。《营
养素补充剂使用科学共识》（后简称《共识》）强调对
于 2 岁以上健康个体，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年）践行平衡膳食原则，能够满足充足营养，不推荐
额外补充［15-16］。因此，科学对待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
很重要，既要提高对 “ 隐形饥饿 ” 的认识，又不要盲目
夸大其危害，正确选择应对措施。必须加强营养宣教，
强化全民营养意识。《计划》将提高居民营养健康素养
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并将普及营养健康知识作为七项
实施策略之一［14］。

《共识》也指出，对于特殊生理特点人群、特殊环
境或特殊职业人群、疾病状态人群，应在全面评估和
引导合理膳食的基础上，在营养专业人员或医生指导
下，按需合理选择营养素补充剂［15］。

为了全面科学评价我国人群微量营养素摄入状
况及其营养健康状态，今后仍需增加膳食微量营养素
需要量研究的科学证据，持续完善膳食、营养素补充
剂和强化食品营养成分数据库，并深入开展微量营养
素营养状况对营养相关慢性病风险影响的量效关系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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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 ：《 》再次入选 CSCD 核心库

2019 年 4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公布了 2019—2020 年度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CSCD）1230 种来源期刊名单。CSCD 来源期刊分为核心库和扩展

库两部分，其中核心库 908 种，扩展库 322 种，《 》杂志被 CSCD 核心库持续收录！
《 》杂志 2015 年首次成为 CSCD（扩展库）来源期刊，2017 年进入核心库。近年编辑

部在布局数字化业务、拓展传播途径、提升编辑素养、稳定出版质量等方面持续付出不懈努力，陆
续发表了《尘肺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2018 年版 )》，“PM2.5 污染及其健康影响 ”“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
健康影响 ” 等一系列热点文章和专栏，建立了布局完善、功能强大的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并于 2019

年度全新改版杂志，全方位紧跟数字化出版趋势，实现 CSCD、北大核心、科技核心全部持续收录。
杂志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各位编委、审稿专家、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和关注，特此志谢！衷心希

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如既往支持本刊工作，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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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环境科学 0250-3301 核心库

514 环境科学学报 0253-2468 核心库

515 环境科学研究 1001-6929 核心库

516 环境科学与技术 1003-6504 核心库

517 环境昆虫学报 1674-0858 扩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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