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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营养午餐指南》解读
薛琨，郭红卫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  200032

摘要 ：

《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营养午餐指南》分为午餐营养标准、健康教育、管理制度、食品
安全要点和附录等部分。指南制定的目的旨在保证中小学生能够进食营养均衡的学校午餐，
以满足机体正常发育所需。其配餐目标包括 ：①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提供均衡、全面
的营养 ；②餐食增加蔬菜占比量，减少总脂肪和盐量。指南提供了学生午餐食谱和主要食
物互换量表，以助于供餐单位制定合理的午餐计划。指南中要求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学生
科学用餐与食品安全健康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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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Guidelines of School Nutritional Lunch in Shanghai   XUE Kun, GUO Ho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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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idelines of School Nutritional Lunch in Shanghai include lunch nutrition standards, 
health education, management, food safety, and appendices. The purpose of the guidelines is to 
ensure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re provided with well-balanced lunch meals 
at school and essential nutrients for natural physical development. The objectives of school 
meals: (1) To provide balanced and comprehensive nutrients without compromising on food 
safety; (2)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vegetables and reduce the total fat and salt in meals. 
The guidelines provide school lunch recipes and a main food exchange list to help food suppliers 
preparing rational catering.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schools are encouraged to conduct 
various forms of nutritional lunch and food safety educ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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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与述评
Editorial and commentary

午餐对于处于身体发育、智力发展关键期的中小学生至关重要。在中小学
阶段实施营养午餐，可以保证中小学生膳食的合理搭配和营养均衡，中小学阶
段的学龄儿童青少年正处于快速生长发育阶段，摄入全面而富有营养的食物是
促进和改善该人群健康与体质状况的必要条件 ；中小学生中常见的微量营养
素摄入不足及能量分配不合理现象，可以通过营养午餐得到改善 ；另外，学校
环境下的集体就餐，可以锻炼中小学生的生活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培养劳动
意识、协作意识以及服务集体的精神 ；同时，学生通过每日的营养午餐活动耳
濡目染，可以从中获得食物搭配、合理营养的知识，形成不挑食、不偏食、少吃
零食、不剩饭菜的良好饮食习惯，以及平衡膳食的观念，将使他们受益终身。

为使上海市中小学生能够获得营养均衡的学校午餐，以及为午餐供应单位
和学校午餐管理提供规范的指导，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上海
市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发布了《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营
养午餐指南》（见补充材料）。该指南包括午餐营养标准、健康教育、管理制度、
食品安全要点和附录等部分。指南制定的目的旨在保证上海市中小学生能够进
食营养均衡的学校午餐，以满足机体正常发育所需。其配餐目标包括 ：①在确
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提供均衡、全面的营养 ；②餐食增加蔬菜占比量，减少
总脂肪和盐量。指南提供了学生午餐食谱和主要食物互换量表，以助于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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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定合理的午餐。本文对《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
营养午餐指南》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并予以解读。

1   实施中小学校学生营养午餐的意义
1.1   国内外学校午餐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 世纪初国际上实行学校供餐
计划的国家和地区已经约有 47 个。日本是最早为学
生营养工作立法的国家，也是目前制度最为完善的国
家。日本中小学生的午餐食谱均由专门的营养师根据
相应的标准，结合本地的资源条件和学生具体的口味
等情况而设计，要求午餐必须提供学生全天所需能量
和营养素的 1/3 和一日所需钙质的 1/2。文部省专门
制定了《学校给食卫生管理标准》，规范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管理。美国通过立法、社会参与、政府扶持等
途径，长期坚持学校供餐计划。瑞典、芬兰、泰国、墨
西哥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均有关于学
生营养的法规标准或指导性文件［1］。从 1987 年开始，
在地方学生营养促进会、卫生 / 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
指导下，我国部分地区陆续开展了一些课间加餐和营
养午餐的试点工作。从 90 年代起，我国各地的学校供
餐工作迅速发展起来，至 2017 年，我国颁布了 WS/T 

554—2017《学生餐营养指南》行业标准。
1.2   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营养午餐发展现状

上海市中小学校施行学生中午在学校集中就餐
的制度以来，具体经营模式呈现出形式多样、市场化
管理和专业发展的特征。午餐供应的形式基本包括 ：
自办食堂、外包食堂、校外企业配送等。“ 外包食堂 ”

是目前大部分中小学校所采用的模式，外包食堂一般
由大型餐饮公司承担。

在学校午餐及食品安全监管方面，上海市在国家
发布的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出台
了一系列专门针对校园食品安全监管的地方性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如《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关于进一
步加强本市中小学校学生营养午餐及食育工作的通
知》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学校午餐在食品
安全底线上始终保持稳定可控态势，但仍需学校、供
餐单位、学生、家长、政府及社会各方面协同，维护
校园食品安全［2］。

近年来，针对上海市中小学生午餐供餐质量的调
查结果表明，学生午餐公司的食谱往往存在一些供餐
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例如 ：肉蛋类供应过多，水产
类、大豆及其制品和蔬菜类偏少 ；三大营养素供能比

不合理，碳水化合物偏低，脂肪偏高 ；钙、锌、维生
素 A、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摄入量低于推荐值 ；食用
油和食用盐的供应量超过推荐供给量［3-6］。学生对学
校午餐的总体满意率尚可，但饭菜口味是学生不满意
的主要方面［7］。
1.3   中小学校学生营养午餐的作用

众所周知，“ 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 ”，
午餐在一日三餐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其数量和质量直
接影响着中小学生一天营养状况的优劣。由学校统一
提供营养充足、均衡全面的午餐，不仅有助于改善营
养缺乏，而且是预防儿童超重、肥胖，降低慢病风险，
提高学生智力素质的重要措施［8-11］。因此，学校午餐
对学生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学校午餐法规、制度的
实施对学校与社会对学生午餐的质量与营养保证起
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2   中小学生的营养特点及现状
中小学生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其特点为代谢旺

盛、生长迅速。青春期开始后由于生长快、活动量大、
学习负担重，其对能量和营养素的需求都超过成年
人。故需要根据儿童少年的发育特点，提供种类全面、
营养丰富的膳食，以有效促进其身体、智力发育，维
持生理功能和心理健康，预防疾病发生。

近年来全国及各地的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
表明，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程
度的改善，主要表现为儿童营养不良率不断下降。但
由于膳食结构不合理及身体活动大幅度减少，儿童超
重肥胖率在快速上升，其中城市儿童超重肥胖率上升
尤其明显。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儿童的超重及肥胖
率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90 年代以后，才呈现出快速
上升趋势。到了 2013 年，我国城市 6~17 岁儿童青少
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已经分别达到 11.0% 和 7.7%［12］，男
生的增长速度快于女生［13］。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
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也呈现持续攀升的趋势。上
海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2018 年发布的《上海市居
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2012—2017 年）》中指
出，上海市中小学生总体超重肥胖率为 27.8%（男生
36.7%，女生 19.5%）。从长期后果看，儿童期的肥胖状
态及其健康危害大概率可持续到成年期。大量研究证
实，肥胖儿童延续发展为成人肥胖的风险为正常儿童
的数倍，成人肥胖者中有近三分之一在儿童期已处于
肥胖状态，肥胖儿童年龄越大，发展为成人肥胖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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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则越高［14］。学龄儿童的超重肥胖除了可延续形成
成年期肥胖外，还容易造成儿童糖脂代谢异常等生
理问题和心理、社会适应等问题，对健康产生一系列
长期的负面影响。在北京、天津、杭州、上海、重庆
和南宁 6 市 20 191 名（男性 10 669 名，女性 9 522 名）
7~16 岁中小学生血脂水平调查中，发现高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非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血症发生率分别为 9.4%、5.4%、2.2% 和 4.8%，低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发生率为 8.6%［15］。研究表
明，儿童青少年血脂异常的影响因素中，除了遗传因
素外，肥胖及膳食不合理为主的生活方式、更少的身
体活动，更多的久坐行为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6］。
饮食、运动是决定儿童营养状况的关键性因素，不合
理的饮食和运动，也会导致儿童营养不良。目前我国
居民中营养不良的情况虽然已经大大减少，但在儿童
青少年中仍然存在微量营养素缺乏，如钙、维生素 A、
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铁吸收率低等营养问
题，可能与该人群常见的偏食、挑食、各种原因引起
的摄入不足等现象有关。钟慧彦［17］报道 2011 年上海
市浦东新区小学生贫血发生率为 8.06%、中学生贫血
发生率为 4.64%。《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营养午餐指
南》要求学校午餐提供的能量及营养素要保证占到全
天的 40%，对学生的营养与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

3   学校营养午餐的食物营养与食品安全要求
3.1   食物与营养要求

（1）午餐能量占四成，营养均衡又健康。为保证
中小学生能够进食营养均衡的学校午餐，以满足机体
正常发育所需，根据以往对上海市学生餐的调查情
况，指南提出学校营养午餐的配餐目标为 ：①在确保
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提供均衡、全面的营养 ；②餐食
增加蔬菜占比量，减少总脂肪和盐量。学生营养午餐
的营养素供给为该年龄段学生全天推荐量的 40%，配
餐时应做到食物多样，食物选择时要避免含高盐、高
糖和高脂肪的食物，烹调中控油限盐。每餐要有粮谷
类（米、面、杂粮）、动物性食物、豆制品和蔬菜，每周
至少提供一次水果。

（2）不同年龄不同量，食物互换更方便。根据中小
学生不同年龄段对营养素的需求不同，学生营养午餐
的食物建议量分为四个水平：小学生 1~3 年级（6~8 岁）、
小学生 4~5 年级（9~11 岁）、初中生（12~14 岁）和高中
生（15~17 岁）。指南提供了上述 4 个年龄段学生共

8 周的午餐食谱以及主要食物互换表。配餐时，每类
食物的选择在满足学生营养午餐所需能量和营养素
的基础上，可参考食物互换表进行食物互换，帮助供
餐单位更方便快捷地制定多样化的符合营养要求的
午餐食谱。

（3）午餐不足早晚补，家校合作保健康。有些食
物在中小学校午餐中很少供应，如鱼类食物含有丰富
的微量元素碘和 ω-3 不饱和脂肪酸，但鱼刺可能带来
安全隐患问题 ；猪肝虽然富含维生素 A 和微量元素铁，
但学校午餐一般供应不多，故在指南中建议学生家长
在家每天提供一次鱼类，食用量 50 g 左右 ；每周提供
一次猪肝，食用量为 20~25 g。奶类食物是钙的良好来
源，对处于生长发育期的中小学生尤为重要 ；但考虑
午餐提供牛奶会使午餐量增大而可能影响其他食物
的摄入，指南要求学生家长每天在家提供学生约 300 g

（约一袋 / 盒）牛奶或相当量的奶制品。
3.2   食品安全要求

供餐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和《学校食堂与学生集

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把好食
品安全关，确保学生营养午餐的安全卫生。

指南明确学校对校园食品安全负主体责任，学校
应建立主管校长负责制 ；学校应配备专职或者兼职
的食品卫生管理人员 ；建立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
同时，指南对食堂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食品原料采购、
加工及加工后要求、餐厅环境卫生、食堂及洗手设施、
餐具消毒、餐余垃圾清理分类、食品留样等方面提出
了要求。

4   学校健康教育
青少年时期不仅是智力以及体格发育的重要阶

段，也是其行为与价值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18］，学校
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食物
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2011—2020）》中早已指出，加
强对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的营养教育，把营养健康知识
的教育纳入中小学生的教育教学内容。在学校开展多
种形式的营养健康教育，有助于中小学生科学营养素
质的提高，使他们养成良好的用餐习惯与健康的生活
方式，对国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有关中小学生食品安全认知的调查结果表明，该
人群对食品安全问题相关常识和食品安全对自身健
康的重要性的知晓率较低，正确的食品安全卫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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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不够［19］，不良饮食行为报告率为 61.9%［20］。研究
表明，加强健康、均衡饮食教育，对学生不良用餐习
惯进行管理、干预，可改善学生对合理膳食的认识、
态度和行为，降低营养不良率［21-22］。学校是学生学习
和成长的重要场所，而老师作为学生的启蒙者和知识
的传播者在培养学生健康素养中发挥重要作用［23］。
学校应重视家校联动，将营养与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技
能信息推送给师生和家长，提高师生、家长平衡膳食、
合理营养等知识，共同教育和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健
康的饮食行为习惯［24］。《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营养午
餐指南》提出学校应积极向学生群体、学生家长开展
多种形式的科学用餐与食品安全健康教育活动。这些
教育活动将有利于学生掌握营养与食品安全相关知
识，从小注重饮食卫生，自觉养成良好用餐习惯，也
有利于学生做好对传染性疾病的自我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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