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营养指导员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文件

国营养培专 （ 2021) 5 号

国家营养指导员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

关于营养指导员培训萄关事I页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为贯彻落实《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品营便函

(202 1) 28 号 ） 精神 ， 现将营养指导员培训有关职责和具

体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职责分工

〈一）国家营养指导员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在国民营

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 ）领导下 ，

为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工作提供咨询、开展质量评估、 审

定国家培训管理机构、培训｜大纲和教材、培训师资标准、审

定考核大纲、标准和题库，对各省营养指导员培训1 ］ 工作进行

督导检查等。

（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负责对各

省培训工作进行质量控制的技术指导；负责培训考核专家工



作组的日常管理。

（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负责对各省

考核工作进行技术指导；负责制定培训考核大纲、题库等。

（四）国家培训管理机构（经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评审

确定为：中国健康管理协会食品标准与营养健康分会〉（附

件 1）。负责备案培训机构、提供证书统一查询、培训质量

日常监督，负责编制培训大纲和教材（草案）、培训｜｜师资标

准（草案〉、培训机构进选标准〈草案〉，统一发放教材等。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委相关部门。

负责研究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培训试点实施方案；

按照培训机构进选标准，确定培训！｜机构；按照统一的标准、

大纲、教材等组织开展培训。

二、工作安排

（一）培训规范性文件。

国家营养指导员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对营养指导员培

训大纲等三个文件进行了审议，按照培训工作进度要求，现

予公布，请各省卫生健康委相关部门参照执行。

1. 营养指导员培训大纲（试行〉（附件 2 ）。

2. 营养指导员培训机构连选指导意见（试行）（附件 3 ）。

3. 营养指导员培训师资素质和能力要求及管理（试行）

（附件 4 ）。

（二）培训试点示范。



各省卫生健康委相关部门按照统一要求，制定省级培训｜｜

考核实施方案，并上报至国家营养指导员培训考核专家工作

组；选定区域开展本省营养指导员培训试点工作，及时做好

培训1］工作的总结，为全面推进培训工作积累经验。

国家培训管理机构按照统一标准，选定试点培训｜机构或

地区，在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的指导下，开展培训师资和营

养指导员的培训、考核等试验工作，为各省树立标准化培训

工作示范，不断优化培训｜课纲和培训教学方式。

（三）工作进度管理。

各地要按照《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品营便函

(2021) 28 号）和本通知要求，于 4 月 30 日前 ， 将相关工

作部署情况报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卫生健

康委食品司〉备案，并抄报国家培训管理机构（中国健康管

理协会食品标准与营养健康分会），于 7 月 1 5 日前正式举办

本地区首期培训班。

（囚）经验交流。

2021 年第四季度，由国家营养指导员培训考核专家工

作组负责组织各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培训工作的部门，召开一

次营养指导员培训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 总结培训经验，完

善培训工作制度和相关标准、课件等 ， 推广先进的培训教学

方式。



（五）监督检查。

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根据本年度培训工作计划安排，适

时选定试点省份，开展营养指导员培训｜｜工作的督导检查。

抄报：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卫健委食品司〉

抄送：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国家培训管理机构（中国健康管理协会食品标准与营

养健康分会〉，营养指导员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各位成员

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食

且（营养）相关处



附件 1

国家培训管理机构

经国家营养指导员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授权，中国健康

管理协会食品标准与营养健康分会承担国家营养指导员培

训考核管理机构职责。

一、主要服务事项

负责备案培训机构、提供证书统一发放和查询、培训｜｜质

量日常监督，负责编制培训大纲和教材（草案）、培训师资

标准（草案）、培训！｜机构进选标准（草案），统一发放教材等。

二、办公室地址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洋

电话 15317026867

邮箱 SFSNH2021@126.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金贸大厦 A 座

2221 室

邮编 100044



附件 2

营养指导员培训大纲〈试行〉

一、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使培训对象掌握营养学和营养健康相关学科

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能够开展膳食调查、体格测量、营

养评价、 食谱配餐设计、合理膳食指导和科普宣教等工作，

具备面向公众提供营养相关咨询、指导与宣教的能力。

二、培训方法

采取集中培训和现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包括

集中授课、案例分析、示教观摩、现场调查、小组讨论、自

学、实践操作等。

三、培训大纲

（一） 营养学知识（112 学时）

1. 掌握内容（70 学时〉

(1 ）影响人体健康的营养素，食物分类及其营养特点

(20 学时〉；

(2）营养调查的主要内容和膳食调查的主要方法（4

学时〉；

(3）体格测量的主要指标和方法（4 学时）；

(4）膳食营养状况的评价内容与方法（ 10 学时〉；

(5）营养不良的概念和分类（4 学时）；



(6）营养改善的主要措施（4 学时）；

(7) 《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平衡膳食宝塔核心内容

(5 学时〉；

(8）食品营养标签的相关知识（4 学时〉；

(9）膳食结构的问题分析及合理化建议（5 学时）；

(10）营养配餐与食谱编制（ 10 学时）。

2. 熟悉内容（30 学时〉

(1 ）各类人群的生理特点与营养需要（ 10 学时）；

(2)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核心内容

(4 学时）；

(3）常见营养缺乏性疾病的主要症状和诊断标准（4

学时）；

(4）主要的营养干预方法（4 学时）；

(5）膳食营养状况评价报告的撰写（4 学时）；

(6）营养科普宣传与咨询方法（4 学时〉。

3. 了解内容（ 12 学时〉

Cl ）全球营养政策（4 学时）；

(2）我国营养政策法规的发展（4 学时〉；

(3）我国营养标准体系的建立与现状（4 学时）。

（二）健康教育学知识（24 学时〉

1. 掌握内容（ 16 学时 〉

(1 ）健康教育基本知识（4 学时）；



(2）营养健康教育活动策划与实施（6 学时〉；

(3）饮食行为干预（6 学时）。

2. 熟悉内容（6 学时）

(1 ）科普宣传材料设计（6 学时）。

3. 了解内容（2 学时）

(1 ）健康教育基本理论（2 学时）。

（三〉食品卫生学知识（16 学时）

1. 掌握内容（ 10 学时）

(1 ）食品污染的概念（2 学时）；

(2）常见食品污染的分类、来源与危害（5 学时）；

(3）食源性疾病和食物中毒的概念和分类（3 学时〉。

2. 熟悉内容（4 学时）

(1 ）常见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子（2 学时）；

(2）食物中毒的发病特点与预防措施（2 学时）。

3. 了解内容（2 学时）

Cl ）食品安全相关法规和标准（2 学时）。

〈四〉公共卫生基础知识（8 学时）

1. 掌握内容（5 学时）

(1 ）公共卫生基本概念（ 1 学时）；

(2）流行病学调查的基本概念和方法（2 学时）；

(3）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的统计计算方法（ 2 学时〉。



2. 熟悉内容（ 3 学时〉

(1）健康影响因素（ 1 学时）；

(2）流行病学常用指标（ 1 学时〉；

(3）卫生统计学检验的意义。学时）。

（五）专业技能（80 学时）

1. 掌握膳食调查方法，能够运用膳食调查方法获取个

体日常膳食习惯和各类食物的摄入情况，计算个体膳食营

养素摄入和评价膳食状况（20 学时）；

2. 掌握体格指标评价标准，能够准确测量身高、体重、

腰围、血压等（ 10 时）；

3. 掌握综合评估膳食营养状况的方法，能够开展合理

膳食及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10 学时）；

4. 掌握健康烹饪方法，能够设计食谱和指导营养配餐

(10 学时〉；

5. 能够设计科普宣传材料，策划营养健康教育活动，

开展营养健康宣传教育，普及营养科学知识（20 学时）；

6. 落实合理膳食行动，推行营养不良改善和“三减三

健”等与营养相关慢病的防控适宜技术（ 10 学时〉。



四、培训内容

（一）理论知识

内容 基本要求 培训数量

1. 营养学知识 1. 1 掌握影响人体健康的营养素；掌握食物分类及其营养特点 20 学时

(1 12 学时） 1. 1. 1 营养素概念、分类和生理特性；
1. 1. 2 能量及宏量营养素的功能及营养学评价；

1. 1. 3 微量营养素的功能及营养学评价；
1. 1. 4 食物分类及营养价值评价方法；
1. 1. 5 各类食物的营养价值（谷薯类、蔬菜水果类、豆类及其制品、畜禽水产类、乳及乳制品、蛋

类及其制品、坚果类〉；
1. 1. 6 食物营养价值的影响因素。

1. 2 掌握营养调查的主要内容 4 学时

1. 2. 1 营养调查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
1. 2. 2 营养调查的现场工作程序及质量控制方法。

1. 3 掌握膳食调查的主要方法
1. 3. 1 称重记账法概念及其优缺点；
1. 3. 2 膳食回顾法概念及其优缺点；

1. 3. 3 食物频率法概念及其优缺点；
1. 3. 4 化学分析法概念及其优缺点。

1. 4 掌握体格测量的主要指标和方法〈身高、体重、腰围、臀围、体成分、血压等的测量方法〉。 4 学时



1. 5 掌握膳食营养状况的评价内容与方法 19 学时
1. 5. 1 掌握膳食摄入评价的内容和方法，利用称重法和膳食回顾法数据计算平均每人每 日食物摄入

量 ， 利用食物频率问卷数据计算个体食物的消费频率和平均摄入量 ， 食物摄入量的计算与评

价；

1. 5. 2 掌握膳食结构的分析与评价方法及程序；
1. 5. 3 掌握能量及营养素摄入量的计算与评价
(1）能量及营养素摄入量计算的基本方法；
(2）能量、蛋白质、脂肪食物来源分布的计算方法；

(3）三餐供能比的计算方法；
( 4）能量的营养素来源计算方法；

(5）利用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Ris）评价个体和群体的膳食营养素摄入状况。

1. 5. 4 掌握营养状况的评价内容和方法
( 1 ）不同年龄人群营养不足状况的评价方法：

(2）不同年龄人群超重、肥胖及相关慢性病的评价方法。

1. 5. 5 掌握膳食结构的问题分析及合理化建议；
1. 5. 6 熟悉膳食营养状况评价报告的撰写。

1. 6 掌握营养不良的概念和分类 8 学时

1. 6. 1 掌握各类人群营养不足（低体重、 消瘦、 生长迟缓〉的概念；
1. 6. 2 掌握超重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病的概念；

1. 6. 3 掌握常见微量营养素缺乏性疾病的种类；

1. 6. 4 熟悉常见维生素缺乏性疾病的主要症状和诊断标准（维生素 A 缺乏、 B 族维生素缺乏、维生

素 C 缺乏、维生素 D 缺乏〉；
1. 6. 5 熟悉常见矿物质缺乏性疾病的主要症状和诊断标准（缺铁性贫血、钙缺乏、破缺乏、特缺乏）。



1. 7 熟悉各类人群的生理特点与营养需要； 掌握营养改善的主要措施：熟悉主要的营养干预方法 18 学时

1. 7. 1 熟悉婴幼儿生理特点与营养需要；
1. 7. 2 熟悉学龄前儿童生理特点与营养需要 ；
1. 7. 3 熟悉学龄儿童青少年的生理特点与营养需要；
1. 7. 4 熟悉孕妇生理特点与营养需要 ；

1. 7. 5 熟悉乳母生理特点与营养需要 ；
1. 7. 6 熟悉成年人生理特点与营养需要；
1. 7. 7 熟悉老年人生理特点与营养需要；
1. 7. 8 掌握营养改善的主要措施（营养教育、营养干预、食物强化、营养素补充剂）；
1. 7. 9 熟悉主要的营养干预方法 （营养包、 学生餐）。

1. 8 掌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核心内容 5 学时

1. 8. 1 一般人群核心推荐；
1. 8. 2 特殊人群膳食指南；
1. 8. 3 平衡膳食宝塔。

1. 9 熟悉《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核心内容（EAR 、 RNI, AI 、 UL 等） 4 学时

1. 10 掌握食品营养标签的相关知识（营养标签的内容、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 4 学时

1. 11 掌握营养配餐与食谱编制 10 学时

1.11.1 婴幼儿食谱编制原则和方法：
1. 11. 2 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食谱编制原则和方法；

1. 11. 3 孕妇和乳母食谱编制原则和方法；
1.11.4 老年人食谱编制原则和方法；



1. 11. 5 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患者的膳食指导原则 ；
1.11.6 营养健康食堂食谱编制和营养配餐原则和方法；
1.11.7 营养健康餐厅食谱编制和营养配餐原则和方法；
1. 11.8 营养健康学校食谱编制和营养配餐原则和方法。

1. 12 熟悉营养科普宣传与咨询方法。 4 学时

1. 13 了解全球及我国营养政策法规标准 12 学时

1. 13. 1 全球营养政策；
1. 13. 2 我国营养政策法规的发展；
1. 13. 3 我国营养标准体系的建立与现状（卫生行业标准、国家标准、食品营养标准、营养健康食堂

建设指南、营养健康餐厅建设指南）。

2. 健康教育学 2. I 掌握健康教育基本知识 6 学时
知识 2. 1. 1 掌握健康教育的概念及意义， 健康促进的概念及工作领域， 营养教育与促进，健康传播的概

(24 学时）
念、常见形式及媒介， 行为的概念及健康相关行为 ， 健康素养及评价；

2. 1. 2 了解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知信行理论，健康信念模式， 行为的阶段改变模型， 拉斯韦尔传
播模式〉。

2.2 熟悉科普宣传材料设计（科普宣传材料的种类，健康教育材料的制作〉。 6 学时

2. 3 掌握营养健康活动策划（小组讨论、健康知识讲座、技能示范、看图讨论、新媒体应用）。 6 学时

2.4 掌握饮食行为干预（明确饮食行为问题、 制定干预计划、实施干预计划 、 评估干预效果）。 6 学时



3 . 食品卫生学 3. 1 掌握食品污染的概念；掌握常见食品污染的分类、来源与危害。 7 学时
知识（16 学时〉

3. 2 掌握食源性疾病和食物中毒的概念和分类；熟悉常见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子；熟悉食物中毒的发 7 学时

病特点与预防措施。

3. 3 了解食品安全相关法规和标准（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各类食品、食品添 2 学时

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主要安全问题；常见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及管理办法·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
价；食品卫生质量综合评价方法〉。

4. 公共卫生基 4. 1 掌握公共卫生的基本概念；熟悉主要的健康影响因素（身体活动、吸烟、饮酒、心理、压力、睡 2 学时
础知识（8 学时） 眠、遗传因素等）。

4. 2 掌握流行病学调查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横断面研究、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 RCT）；熟悉流行 3 学时

病常用指标（发病率、患病率、相对危险度等）。

4. 3 掌握计量和计数资料的统计计算方法（均数、中位数、百分位数、极差、正态分布、几何均数等〉； 3 学时
熟悉卫生统计学检验的意义。



（二）专业技能

技能 基本要求 培训形式 培训数量

1. 掌握膳食调查方法，能够运用 1. 1 能够使用一种统计软件并掌握膳食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方 案例分析 20 学时

膳食调查方法获取个体日常膳食 法；
实际操作

习惯和各类食物的摄入情况，进 1. 2 掌握食物摄入量的计算及评价方法；
行计算个体膳食营养素摄入计算 1. 3 掌握能量及主要营养素摄入量的计算及评价方法 ；

和评价膳食状况 ； 1. 4 掌握膳食结构的评价方法；

1. 5 熟悉人群膳食调查报告的撰写方法与基本内容。

2. 掌握体格指标评价标准，能够 2. 1 参与营养现场调查工作：组织实施、 沟通技巧及调查质量 案例分析 10 学时

准确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血 控制 ；
实际操作

压等 ； 2.2 能够进行主要体格测量 ；

2. 3 能够撰写人群营养状况评价报告。

3. 掌握综合评估膳食营养状况 3. 1 能够开展不同人群营养状况的评价； 案例分析 10 学时

的方法， 能够开展合理膳食及健 3. 2 熟悉营养缺乏性疾病的症状和诊断标准；
营养指导与咨询活动

康生活方式指导； 3. 3 熟悉营养相关慢性病的诊断；
3.4 能够撰写个体／人群膳食营养状况评价报告。

4. 掌握健康烹饪方法， 能够设计 4. 1 掌握健康烹饪方法（三减） ； 案例分析 10 学时

食谱和指导营养配餐； 4. 2 能够设计营养食谱和配餐；
现场烹饪

4. 3 能够对营养配餐进行指导。
营养食谱和配餐设计



5. 能够设计科普宣传材料，策划 5. 1 能够针对主要的营养问题和营养热点内容设计科普宣传材 案例分析 20 学时

营养健康教育活动 ， 开展营养健 料；
康宣传教育，普及营养科学知识； 5.2 掌握策划营养教育活动的方法；

5.3 能够开展多种形式的宣教活动。

6. 落实合理膳食行动， 推行营养 6. 1 掌握高血压防控适宜技术，能够给个体提供相应建议； 案例分析 10 学时

不良改善和“三减三健”等与营 6.2 掌握糖尿病防控适宜技术，能够给个体提供相应建议；

养相关慢病的防控适宜技术。 6. 3 掌握肥胖控制适宜技术，能够给个体提供相应建议；
6. 4 熟悉合理膳食行动等营养政策的解读与实施。



附件 3

营养指导员培训机构避选指导意见〈试行〉

为更好推进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工作 ， 加强培训工作的

组织管理， 根据《国 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卫食品营便函

(2021) 28 号 ） 及《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方案（试行）》

精神 ， 在营养指导员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领导下，各省卫生

健康委相关部门负责本省营养指导员培训｜｜机构的选选工作 ，

并接受培训考核专家工作组的监督检查。

为了统一培训机构的资质 ， 保证营养指导员培训｜｜质量 ， 特

提出培训机构造选指导意见 ， 供各省级卫生健康委相关部门

在选选培训｜｜机构时参照执行。

一、遗选原则

实行公开公正的原则，按照选选条件，由省级卫生健康委

相关部门负责择优选选培训机构 ， 对选选合格的培训机构 ，

报国家培训｜ 管理机构备案 ； 国家与地方要积极先行先试，总

结培训经验，逐步推广和扩大培训范围。

二、选选条件

参加选选的培训机构应当具有丰富的卫生健康人才培

训经验，在本地区 、 本行业（产业）具有一定影响力 ， 并符

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备教育培训相关资质的公办或民办院校、科研院

所、学会协会组织及专业教培机构，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

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委托的直属下级机构；

（二）具备开展实训实践的场所或联合培训｜｜单位，可以满

足理论教学和实践培训的相关要求；

〈三）具备营养、食品、健康等方面行业培训相关经验，

同时拥有符合营养指导员培训师资素质和能力要求且相对

稳定的专（兼）职师资队伍，可开展理论教学及实践培训1] ; 

（四）具备健全的培训管理制度，可对教学培训和日常运

营管理工作提供人财物配套全面保障，具有专门的培训场

所、教学设备、管理服务团队；

（五〉遵守国家各项政策法规，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卫生

健康委有关部门相关要求，接受国家培训｜管理机构的监督管

理，按照统一的培训教学大纲和管理规定，制定教学实施计

划并按时报备，开展规范化培训工作；

（六〉对有培训｜｜不良记录的培训1］机构，或者接受培训人员

对其培训Jj 质量和管理有较多问题反映的，将取消其选选资

格。



附件 4

营养指导员培训的师资素质和能力要求及

管理〈试行〉

为贯彻《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营养

指导能力提升培训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品营便函

( 2021) 28 号）及《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方案（试行〉》，

规范营养指导能力培训工作，抓好师资管理是保证培训｜｜工作

质量的关键环节。为此，对营养指导能力培训师资的素质和

能力提出统一要求。

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是《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

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之合理膳食行动的重

要实施环节，培训｜师资承担之重要职责是为各基层单位培养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营养学理论基础和相关技能 ，

且能独立、规范地承担相关营养工作任务和服务人群营养咨

询、指导、宣教等活动的一线营养专业人员。

一、素质和能力要求

（一）培训，，师资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 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



2. 具备与履行岗位职责相匹配的专业能力，同时具有较

高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按照国家统一的培训要

求、大纲及相关标准为学员开展规范化培训，满足培训Jj 质量

要求。

（二）满足基本条件外，培训师资还须具备以下条件之

一
. . 

1. 有公共卫生、预防医学、营养学或相关专业全日制统

招本科学历及以上，且从事本专业工作（教育、科研） 5 年

及以上；

2. 具有营养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且从事本专业工作（教育、科研） 5 年及以上；

3. 取得本职业（工种）或相关职业二级及以上职业资格

证书〈技能等级证书），且从事本职业工作（教育、科研） 5 

年及以上。

4. 现有专业职称中相关营养专业中级职称及以上人员，

或营养职业资格中注册营养师，二级及以上公共营养师，从

事本专业或职业工作（教育、科研） 5 年及以上；以及已经

获得营养指导员师资证书的人员。

二、培训II师资管理

（一）国家及各省卫生健康委相关部门对培训师资进行

分级管理。



（二〉由地方负责择优推荐培训师资，经营养指导员培训11

考核专家工作组审核，国家培训管理机构备案后，方可开展

授课培训。

（三〉各完成备案的培训机构对营养指导能力培训师资

实行日常管理。应督促培训11 师资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技能，

每 3 年接受一次省级或国家级师资能力培训。

（囚）对于有违法违规违纪等行为或无法保证培训质量

的师资，各培训机构应取消其培训！｜师资资格，并上报省卫生

健康委相关部门和国家培训管理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