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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解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营养与食品安全相关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 ,分析了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医

学营养、食品质量与安全、餐饮Π烹饪与营养科学、食品营养与检测等专业的发展历程。营养与食品安全相关专业

高等教育的发展成绩显著 ,对于培养一大批能力强、素质高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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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 30 年来 ,我国高等院校的营养与食品

安全相关专业的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本文就其中

主要几个相关专业的发展概况作一简述。

1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在我国营养与食品安全

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按我国的国家标准

(GBΠT 13745 —1992)《学科分类与代码》,该专业包

括预防医学与卫生学一级学科 (代码 330) 下的营养

学 (代码 330111)和食品卫生学 (代码 330147)两个二

级学科。按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分类 ,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则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 (代码

1004)下的六个二级学科之一 (代码 100403) 。改革

开放 30 年来 ,我国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的高等教

育 ,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 ,目前有该专业博士

和Π或硕士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已

达二十多个 ,所培养的研究生主要到卫生防疫和监

督机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及其他营养与食品安全

相关机构 ,从事专业技术、管理、教学和科研工作。

根据 2006 年我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科排名结

果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下的营养与食品

卫生学二级学科排名前五位的顺序为 :哈尔滨医科

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

尔滨医科大学和四川大学也是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国

家重点学科的所在高校[11 ] 。

哈尔滨医科大学于 1949 年创建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学科。1981 年该学科成为硕士、博士学位授予

点。1987 年在国内首次创办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本

科专业。1987 年开始连续主编了全国规划教材《营

养与食品卫生学》第 2～6 版。1989 年被遴选为国家

重点学科。近 30 年来承担完成了大量的科研项目。

在分子营养学、不饱和脂肪酸和植物化学物的生理

保健作用、食品毒理学以及营养和食物因素与肿瘤

发生的关系研究等方面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刘志

诚、于守洋等教授在我国营养与食品卫生学领域享

有很高的威望[1 ] 。

四川大学 (原华西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科的前身为 1942 年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创办的家

政系 ,解放后历经四川医学院营养与保健系、四川医

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组、华西医科大学 (2000

年并入四川大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等一系

列变迁。1981 年该学科成为硕士学位授予点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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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点。2004 年被遴选为四川省

重点学科 ,2007 年被遴选为国家重点学科。近 30 年

来承担完成了数十项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科

研项目。在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的营养保健作

用、营养和食物因素与肿瘤发生的关系、乳糖不耐受

和营养与疾病的关系、食品毒理学以及保健食品功

能学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彭恕

生、王瑞淑、张茂玉等教授系我国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领域著名专家[2 ] 。

中山大学 (原中山医科大学) 营养学系创办于

1985 年 ,同时面向全国招收临床医学营养专业六年

制本科生 ,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批六年制临

床营养专业本科生 ,其后该本科专业改为五年制。

1986 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点 ,2003 年成为博士学位

授予点。其主要研究方向为 :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

的保健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孕期、哺乳期妇女钙需要

量及钙缺乏的营养干预 ;不同生理状况人群以及肥

胖儿童、糖尿病患者的能量代谢及营养干预研究等。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的

前身为北京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 ,现

也是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其主要研究方向是营

养素和食物成分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营养、药物与疾

病关系研究 ;植物化学物与慢性疾病发生的关系研

究 ;人群营养和运动营养研究 ;功能性食品开发及评

价研究 ;分子营养与毒理学研究等[3 ] 。

复旦大学 (原上海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系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六个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

之一。1980 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点 ,2005 年成为博

士学位授予点。在铁、核黄素营养与贫血的关系以

及儿童营养性贫血防治 ,霉菌毒素的三致作用及其

检测方法 ,辐照食品的安全性评价等方面作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4 ] 。

华中科技大学 (原同济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系成立于 1956 年 ,也是全国最早的 6 个营养与

食品卫生学教研室之一。1979 年成为硕士学位授

予点 ,2000 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点。在人工合成食

用油和黄曲霉毒素 B1 的毒性研究 ,高温作业工人

维生素的供给量研究 ,有机磷农药的毒性研究等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5 ] 。

在本科教学方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一直是预

防医学本科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此外 ,在

1985 - 1995 年间 ,上海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哈

尔滨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江

西医学院等部分医学院校预防医学Π卫生学专业中

曾设置过相应的营养与食品卫生三级专业 ,并曾招

生 3～5 届。后因本科专业调整以及本科生培养目

标倾向于“宽口径、厚基础”等原因而先后停止

招生[6 ] 。

2 　医学营养专业

我国最早的营养专业本科教育主要是设在普通

大学的家政系 ,其目标是培养营养师。其他相关的

营养教学则分散在医学院的生化系 (营养学基础) ,

临床医学各科 (营养缺乏病诊治) 、公共卫生系 (儿童

保健)以及农学院 (食品化学)等。解放后 ,家政系取

消 ,营养专业本科教育也随之基本停止。直到 1985

年 ,卫生部高教司与教育部协调修订了医学专业目

录 ,根据社会人才需求情况 ,在临床医学 (二级专业)

下设立儿科、临床检验、医学营养三级专业。随后 ,

中山医科大学 (创始人何志谦) 、浙江医科大学 (创始

人朱寿民) 、青岛医学院 (创始人李珏声) 、上海第二

医科大学 (创始人史奎雄) 4 所院校于 1985 年至

1988 年先后成立医学营养学系并招收医学营养专

业本科生 ,培养目标是临床营养医师 ,学制 5 年。各

校每届招收 30～50 人不等 ,分别招了 5～8 届。毕

业生主要就业于全国各医院营养科 (室)或其他临床

科室、卫生防疫机构的营养或食品卫生科、高校、科

研机构、食品企业、食品质量检测机构等。该专业的

主要课程包括基础营养、临床营养、食品卫生与食品

毒理、营养生化、营养检验、食品科学等 ,并有专业生

产实习 ,为我国第一批正规大量培养的医学营养专

业本科生。1995 年 ,我国医学专业目录调整中取消

了三级专业 ,将医学营养学归并到临床医学专业中

而不再单独招生 ,故医学营养专业随之基本消亡 ,仅

中山医科大学等个别高校仍从预防医学专业招生中

分向培养营养专业学生。华西医科大学亦从 1997

年开始 ,以医学技术专业名义招收本科生 ,后期部分

学生 (每年 8～10 名)分化为医学营养与膳食专业方

向。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

强 ,对营养专业高级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在此

背景下 ,2004 年调整的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再次将营养学专业列入其中。随后 ,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等院校又开始招收 4 年制营养专业本

科生[6 ] 。

除本科教育外 ,近 30 年来 ,我国一些高等学校

也进行了医学营养学Π临床营养学专业大专生培养

的尝试。如华西医科大学 1985 - 1987 年曾招收两

届医学营养学专业大专生 (三年制) 。目前国内开展

医学营养专业高职高专教育的学校有辽宁中医学

院、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辽宁中医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甘肃中医学院、成

都中医药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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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2001 年 ,教育部批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

“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专业。随后几年内 ,全国已

有 60 多所农林院校、综合大学、中医药院校等高校

相继开设了此专业 ,其发展速度之快在我国高教历

史上也是罕见的。其中发展较好的有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大连轻工业学院、黑龙江八一

农垦大学、莱阳农学院等。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是以食品为主要研究对

象 ,以生命科学和食品科学为基础 ,旨在研究食品的

营养、安全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学科。其培养目标是

使学生掌握生物学、食品科学、营养与食品安全等方

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开设本专业的各高校由于自

身情况不同 ,专业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向也不尽相同。

重点高校主要倾向于培养研究型或应用研究型人

才 ,一般本科院校侧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而专科学

校则主要培养实践操作型人才。

4 　餐饮、烹饪与营养科学专业

餐饮、烹饪与营养科学专业 (包括“饮食科学与

营养专业”、“饮食与营养科学专业”、“餐饮与营养科

学专业”等)主要是根据文科院校的特点而设置的 ,

其目标是培养社会餐饮规划与管理、餐饮企业经营

管理与饮食指导的高级专门人才。如扬州大学旅游

烹饪 (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院开设的“烹饪与营养教

育”本科专业 , 即是在此专业领域办得较有特

色者[7 ,8 ] 。

5 　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

近年来 ,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各界的关注 ,

而食品检测作为监控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使得社

会对食品营养与检测方面的实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

增加。在此背景下 ,一些高职院校纷纷开设食品营

养与检测专业 ,但其培养目标各有侧重 ,所开设的课

程也有较大差异。不同学校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如

食品标准与法规、食品质量控制与管理、食品安全

学、食品营养学、营养配餐、食品包装、食品销售与外

贸、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发酵学、食品加工与保鲜技

术、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掺伪检测、食品工艺概论

等[9 ,10 ] 。

除以上专业外 ,在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院校中开

设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授予工学学位)虽然主要

侧重于食品工艺技术与工程方面的专门人才培养 ,

但与食品营养与安全也有一定关系。

综上 ,改革开放 30 年来 ,我国营养与食品安全

相关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成绩显著 ,对于培养一大

批能力强、素质高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虽然目前在此领域的高等教育还面临着多

方面的挑战 ,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建设和发展 ,但

我们相信 ,随着国民营养与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和

各级政府、部门和高校的努力 ,并通过不断地改革、

建设与实践 ,我国营养与食品安全相关专业的高等

教育必将有更大的发展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切实

保障国民营养和食品安全提供更多的优秀人才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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