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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覆盖范围（从2011年11月启动，到2014年6月）

国家试点：中西部22省699个县
地方试点：全国22省616个县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监测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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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目的

 评价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效果

 指导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顺利实施

为政府部门制定营养与健康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制度保障

6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
评估技术方案（修订版）

9月
国家卫生计生委纳入《中国居
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工作方案
（试行）

7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
评估技术方案》

5月
卫生部、教育部公布《监测评
估工作方案(试行)》

2012

2013

2014



监测方法

常规
监测

○ 699个国家试点县

○ 监测学校：不同供餐模式，抽取20-30%的小学和初中

○ 监测学生：每个年级1个班，约40 人， 男女生基本各半

重点
监测

○ 分片每个省选1-3个县，共50个县

○ 监测学校：不同供餐模式，选小学和初中各2-3所

○ 监测学生：每个年级1个班，约40人，男女生基本各半

监测对象



监测方法
监测内容

 实施情况

 地方经济水平

县 学校 学生

 执行情况

 学生出勤

 食堂建设

 食物供应

 健康教育

 体格发育

 微量营养素状况

 体质状况

 因病缺课

 食物摄入

 营养知识

 饮食行为



主要结果

1
2
3
4

监测开展情况

学生营养状况

学生在校表现和饮食行为

食堂建设及其他困难



主要结果

一、监测率上升，但常规监测县经费不足

 监测率有所上升

 重点监测县完成率较好

 常规监测县经费不足，监测开展难度大



主要结果

监测率有所上升

监测率 98%
重点监测县

完成率

92%

65.6%

67.2%

59.2% 92%2012

2014

2013



小结

问题一

 加大对营养健康监测评估经费的投入，力争

常规监测县配备工作经费。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加强教育部门与卫生部

门的配合。

建议一

由于监测经费不足，不少常规监测县未

及时开展监测评估。



主要结果

2. 学生营养状况有所改善

 身高、体重增长快

 营养不良率下降

 贫血率下降



主要结果
学生身高有所增加

女生 男生



主要结果
学生体重有所增加



主要结果
体格增长略快于农村儿童平均水平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体质调研
年增量2014-2012 年增量

身高 男 0.68cm 0.34 0.31

女 0.91cm 0.45 0.22

体重 男 0.41kg 0.20 0.40

女 0.49kg 0.24 0.23

同性别、同年龄学生平均身高体重增长



主要结果

营养不良率、生长迟缓有所下降



主要结果
但营养不良率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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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果
学生贫血率逐步下降（总）



主要结果
学生贫血率逐步下降（性别、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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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果
贫血率仍高于全国农村学生平均水平

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贫血率
--2010-2012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



小结

建议二

 学生生长发育状况仍处于落后水平，营

养不良和贫血发生率高于全国农村学生

平均水平。

问题二

 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的实施”，多方配合推动学生营养

改善效果最大化。



主要结果

3. 学生在校表现较好，但饮食行为还有待改变

 学习成绩提高

 出勤率增加，缺课率下降

 学生一日三餐比例升高

 饮食行为不合理



主要结果
学生成绩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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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果
学生一日三餐比例升高，但饮食行为还有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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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果
学生饮食行为还有待改变

79.7%

30.9%

48.9%

40%

每天喝1杯以上的饮料

最常喝的是碳酸饮料

每天花费2元及以上用于购买零食

每天吃1次以上的零食



小结

问题三

 学生营养知识水平仍然较低，饮食行为不合理，

每天吃零食、喝饮料情况较为普遍。

建议三
 落实健康教育课，加强面向学校领导、教师和学

生的营养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强调家长在“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的责任，避

免“挤出效应。“



主要结果

四、食堂建设成果显著，但实施过程仍有困难

 食堂建设稳步推进，成果显著

 学校在宣教、配餐及食物供应存在不足

 地方实施仍面临诸多困难



主要结果
食堂建设稳步推进



主要结果
食堂建设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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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果

学校健康教育课没有按要求开设，课程设置不规范。1

学校营养配餐能力不足，“电子营养师”使用率低。2

学校食堂提供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A和钙的食物不足。3

学校在宣教、配餐及食物供应还存在不足



主要结果
健康教育课设置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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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果
电子营养师使用率低

11.4%

80.0% “没有安装”

54.2% 的学校存在“食物设计”、“食物搭配”时
存在困难

的学校使用了”学生电子营养师”

的学校不使用的原因是“没有安装”



主要结果

学校食堂提供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A和钙的食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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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堂供应食物的主要营养素占参考值的百分比*

2012 2013

*主要营养素取中位数，参考值为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中10~12岁儿童平均摄入量



主要结果
地方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许多困难

县数 比例

食品安全 314 66.8 %

食堂建设 289 61.5 %

食谱设计和食物搭配 256 54.5 %

监测评估 194 41.3 %

资金管理 147 31.3 %

组织实施 114 24.3 %

营养宣传 79 16.8 %



小结

问题三

建议三

 大力推广“电子营养师”，对基层疾控中心、学校领导和食堂

工作人员开展营养技能培训，提高其营养知识水平和合理配餐能力

 培养稳定的基层营养工作队伍，加强沟通学习，促成多部门合作交流。

 学校宣教工作不到位，配餐能力不足，

食物供应营养不均衡

 地方实施仍面临诸多困难



总结与建议

目录页

一

二

三

四

五

政府主导，领导重视，部门合作是关键

经费落实，队伍建设是基础

各方努力，家庭责任需体现

提倡食堂供应正餐，膳食指导要加强。

学生、家长、老师和校长，推广“食
育”不可少



谢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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