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5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国民膳食营养干预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简介

膳食营养是健康的物质基础，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饮食差异巨大，不合理、不均衡的膳食

造成众多营养问题，影响健康中国建设。如何从国家的战略高度梳理出主要营养问题和其演变规

律，精准定位营养问题的重点人群和干预对象，创新防治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已成为公共卫生领

域的一项急迫而重大的科技任务。项目组潜心研究10余年，取得如下研究成果：

1.研发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营养干预技术，实现营养包和食品强化从配方到工艺集成创新。

解决了活性成分保护、脂质酸败等瓶颈，实现肠道稳态递送，前瞻性创制了引领世界的“中国技

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早期儿童营养改善“中国经验”；推动国家开展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

项目，并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营养包覆盖地区儿童生长迟缓率和贫血率分别下降71.7%和

74.3%；推动铁强化酱油学校食堂的应用，改善我国学生铁营养状况。

2.国际率先制定辅食营养补充品、孕妇乳母营养补充品国家标准，为全球辅食和孕妇乳母营养补

充品的创制及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标准系列。作为特殊膳食用食品，辅食和孕妇乳母营养补充食

品已列入国家《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并实现了快速市场化应用。

3.创建改善国民营养健康水平的“中国解决方案”和基础工具。首次提出并验证适合中国居民特点

的、具有最佳健康效应的东方健康膳食模式，即食物多样、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为辅、

少油盐糖的膳食指导；率先建立了综合评估膳食质量的健康膳食指数方法。

4.首次系统评估中国成年人膳食因素在慢性病发生中的归因贡献。首次提出高钠、低水果、低水

产品或低Ω-3脂肪酸摄入是心血管疾病死亡归因的前三位膳食因素，分别占 17.3%、11.5%和

9.7%。Lancet肥胖委员会委员对此发表了正向专题评论。

5.首次发现影响 n-6多不饱和脂肪酸代谢与 2型糖尿病关联性的特异性肠道菌属；首次揭示肠道

微生态-代谢物-脑轴在高膳食纤维饮食干预母亲孕期肥胖引起的子代认知和社会交流能力障碍中

的作用机制，为生命早期神经发育的精准营养干预提供新思路；间歇性断食方式能够通过微生物

菌群-代谢物-脑轴改善与代谢相关的认知行为障碍。

项目组发表论文 457篇（SCI 155篇）。本次报奖提交的10篇代表性论文的 SCI引用次数

1345次，中文引用次数 35次，总引用次数为1380次，单篇IF最高为44.87，共研制14项

国家和行业标准，专利5项，软著5项。研究成果写入教材和工具书，在全国推广应用，对科学

有效地推进国民营养改善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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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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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ual 

diet: a 

population-

base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in Chinese 

adults.

Diabetolo

gia

2022,65(

7):1145-

1156

8.4

王惠君，苟望

龙，苏畅, 杜

文雯， 张继

国, 苗泽蕾,

肖丛梅, 蒋增

良, 王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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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国别 授权号

授权

时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全部发明人

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110322754.5 2013-08-07

促甲状腺激素受体基

因突变位点检测试剂

盒、使用方法和应用

丁钢强；楼晓明；

朱文明；朱旭平；

朱勤玮；邵俊斌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510928059.1 2018-04-13

一种纳米级硫酸亚铁

营养补充剂微胶囊化

产品及其制备工艺

霍军生；王连艳；

黄建；杨婷媛；张

贵锋；刘辉；张博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510928123.6 2019-01-29

一种微纳米级鱼油/藻

油微胶囊及其制备工

艺

霍军生；王连艳；

黄建；杨婷媛；张

贵锋；刘辉；张博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911072088.7 2022-07-08

一种载益生菌的微胶

囊的制备方法及由其

制得产品和应用

丁钢强；霍军生；

王连艳；黄建；张

贵锋；唐艳斌；曹

科；崔迎彬；曹政

5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810758712.8 2021-05-04

一种延长辅食营养素

补充食品保质期的工

艺

汪永升；黄建；鄢

德俊；蒋新；王丽

丽；周志华

6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9SR0532302 2018-05-08

国家儿童营养改善项

目监测系统 V1.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7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4SR0345109 2023-11-30

儿童青少年合理膳食

评估指数系统 V1.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丁钢强；张兵；王

慧君；王志宏；姜

红如；王柳森

8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5SR141055 2013-12-30

生长发育评价工具软

件V1.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9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3SR0680813 2021-08-05

老年人合理膳食评估

系统【简称：老年膳

食评估】V1.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丁钢强；张兵；王

志宏；姜红如；王

柳森

10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1SR2226162 2021-01-0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健康所营养

不良可视化系统【简

称：NINHDVS】V1.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丁钢强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总设计，主持本项目相关的国际合作项目 1 项；建立了覆盖全人群的膳食营养监测和干预体系，开

展了儿童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营养素干预改善儿童营养缺乏等研究；指导构建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结构与健



康结局模型，指导完成膳食因素在慢性病的归因研究；参与制定超重肥胖防控的中国方案，主持了食品营养

相关国家标准制修订研究。指导大部分研究论文撰写；起草本项目成果总结的全部文字材料。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月欣 2 中国营养学会 中国营养学会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本项目相关的工作，长期从事营养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膳食指南制修订、食物成分和营养学评价，

食物营养成分与人体健康关系，保健食品功能成分和功能，食品法规标准等。主持参与八五、十五、十一五

科技支撑项目、公益基金、基础项目、973、863等多项国家科技部重大攻关项目和国际合作课题；主持开

展国家食物成分数据库维护和建设、保健食品功能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检验方法研究等研究工

作。主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国营养科学全书》、《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等

科技、专业著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学波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 校长助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主要参与人员，带领研究团队，负责食品功能因子调节糖脂代谢及脑神经细胞保护作用的营养功能性评

价；膳食模式对“肠脑轴”营养健康状态的调控作用与机制；新型营养健康食品研发。指导并撰写研究论文，

发现高膳食纤维通过“肠脑轴”改变母体肥胖引起的后代认知和社交功能障碍，肠道菌群介导间歇性禁食缓解

糖尿病引起的认知障碍等。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志宏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副处级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聚焦居民膳食营养状况的变迁，膳食质量评估方法的建立，膳食因素与营养相关慢

性病风险的关系，膳食因素与认知功能、抑郁症状的关系等研究。参与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六轮随访调

查的组织实施、计算机辅助营养调查面访程序设计运行、营养监测评估和管理系统的建立及营养与健康队列

信息平台建设等研究工作。深度挖掘不同年龄人群膳食、营养与健康关系，研究分析儿童膳食状况、营养不

良双重负担的长期变迁及影响因素。参与了本项目成果的总结和鉴定工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建 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研究并起草国家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营养包招标采购技术要求；指导研发了

营养素等活性物质活性包埋稳态递送技术；开展了农村地区孕妇及乳母营养包并进行试点应用研究；指导参

与完成《辅食营养补充品》与《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参与《食品营养强化

剂使用标准》的修订，制定了卫生行业标准《人群叶酸缺乏筛查方法》。参与取得 3 项相关的发明专利。

推动研究成果在全国的推广应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惠君 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国际合作项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作为项目执行负责人，组织实施人群队列研究，指导并参与队列

追访研究设计，主持计算机辅助面访程序的设计运行，分析我国居民膳食营养变迁特征以及超重肥胖及其相

关慢性疾病流行趋势，指导干预政策的影响研究。带领研究团队与西湖大学和中山大学开展科研合作，将肠

道菌群、代谢组等研究内容纳入到队列研究中，开展人群膳食营养健康效应研究。制定了相关的卫生行业标



准。指导本项目成果总结、鉴定和申报工作，指导和撰写科研论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霍军生 7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完成本项目相关的 1项科技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促进生长发育的营养强化食品的研

究项目。指导并完成了营养包产品整合技术创新，开展营养包大人群效果研究；开发了高通量、低成本的人

体营养检验方法。获得“一种纳米级硫酸亚铁营养补充剂微囊化产品及其制备工艺”和“一种微纳米级鱼油/藻

油微胶囊及其制备工艺”发明专利 2项、软件著作权 3项。主持《食品添加剂乙二胺四乙酸铁钠》等 7项标

准制定。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霆 8 首都儿科研究所 首都儿科研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组织研究团队参与研究制定卫生行业标准，包括 4 项人群营养状况筛查标准

（《WS/T 441-2013 人群贫血筛查方法》、《WS/T 465-2015 人群铁缺乏筛查方法》、《WS/T 553-2017 人

群维生素 A 缺乏筛查方法》、《WS/T 600-2018 人群叶酸缺乏筛查方法》以及 1项《WS/T 678-2020 婴幼

儿辅食添加营养指南》。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兵 9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本项目相关的国际合作项目 1 项、科技部项目 1 项，作为队列研究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建立了近 30 

年的自然人群前瞻性纵向队列，指导并参与调查问卷平板电脑化技术升级，生物样本肠道微生态分析扩展，

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人群营养与健康多因素分析,在公共营养学科领域组织开展了系列创新性研究。主持并参

与修订卫生行业标准。作为营养标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组织和牵头制定 34 项营养标准，完善营养标准体

系。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何宇纳 1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挖掘全国性营养调查与监测数据，深入研究膳食评价方法，指导并参与膳食模式与

肥胖、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分析，完成生活方式与疾病负担等方面研究；指导并撰写研究论文，参

与完成《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营养科学全书》等专著的编写，

参与撰写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状况报告；参与修订卫生行业标准。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郑钜圣 11 西湖大学 西湖大学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带领研究团队与中山大学开展科研合作，深入开展肠道微生态的健康效应机制研究，

首次建立了与 2 型糖尿病相关的肠道菌群风险指数，评估了红细胞 n-6 PUFA 生物标志物与 2 型糖尿病发

病以及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组分之间的关联，明确了 n-6 PUFA 代谢与 2 型糖尿病关联性影响的特异性肠道菌

属。指导并撰写研究论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裕明 12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带领研究团队，建立了“广州营养与健康研究”队列研究平台，在此基础上，用机器

学习模型研究 2 型糖尿病的关联的核心菌群特征；检测并探索了红细胞膜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 2 型糖尿

病的关系；在广州中老年队列人群中探索并发现了红细胞膜-C18:3 n-6（GLA）与 2 型糖尿病发病呈较强的

危害性关联，以及肠道菌群在 GLA 与糖尿病中起介导作用。参与卫生行业标准制订，指导并撰写研究论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于冬梅 1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参与和负责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方案设计、调查问卷系

统研制、项目培训、现场调查与技术督导、数据清理分析。牵头组织在问卷体系中纳入政府和世界组织关注

的指标和问题，研发中国特色问卷系统；积极完善方法学研究，适时采用新方法、新工具，例如开展膳食调

查方法学研究、食物生熟比研究、食物含糖数据研究、预包装和加工食物等信息系统建立等；组织和牵头开

展中国居民膳食模式与健康结局的关联性研究；为食品安全风险暴露评估提供数据支持；对不同年份全国数

据进行整理、有机融合，实现趋势研究的标准化。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连艳 14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聚焦于靶向递送系统与稳态控释技术在生物活性物质递送领域的应用研究。通过自乳化与键合技术成功构建

了具有主动靶向功能的纳米/微米级复合载体。该递送系统实现了双重功能优化：其一，利用受体-配体介导

的主动靶向机制，显著提升活性成分在目标组织的特异性蓄积，提高生物利用度；其二，通过载体的缓释包

埋技术，在模拟胃肠环境中有效维持活性成分稳定性，其保护机制主要体现在：① pH响应型聚合物基质形

成物理屏障，抵抗胃酸侵蚀；② 表面修饰的亲水层抑制消化酶的催化降解作用；③ 通过分子间疏水作用力

维持活性成分构象稳定性。构筑的递送系统在体外模型中的控释时间可达 48小时以上，靶向部位的有效成

分浓度维持时间延长 2倍以上。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姜红如 1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参加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人员培训和现场调查的技术

指导，参与多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卫生行业标准制（修）定工作。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单位在“国民营养监测与干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的开展、成果总结、鉴定和申报全过程从人、财、物等

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项目的组织、管理、协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本项目相关科研课题的依托

管理单位，还主要提供了项目研究所需的实验室检测技术平台和大型仪器设备设施，主要研究人员为我单位

在职人员。

单位名称 中国营养学会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单位是“国民营养监测与干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成果的主要贡献单位之一，在项目的开展、成果总结等

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支持研究团队深入开展膳食评价方法、中国居民膳食推荐摄入量研究，支持协助多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卫生行业标准制定。本单位有 1 位研究人员参与了成果研究、总结、鉴定和申报。

单位名称 首都儿科研究所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单位是“国民营养监测与干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成果的主要贡献单位之一，支持本研究团队开展 4 项

目人群营养状况筛查标准以及 1 项婴幼儿辅食添加营养指南的卫生行业标准制定研究。有 1 位研究人员参

与了成果研究、总结、鉴定和申报。

单位名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单位是“国民营养监测与干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成果的主要贡献单位之一，支持研究团队深入开展食品

功能因子调节糖脂代谢及脑神经细胞保护作用的营养功能性评价；膳食模式对“肠脑轴”营养健康状态的调控

作用与机制；新型营养健康食品研发。指导并撰写研究论文，发现高膳食纤维通过“肠脑轴”改变母体肥胖引

起的后代认知和社交功能障碍，肠道菌群介导间歇性禁食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认知障碍等。本单位有 1 位研

究人员参与了成果研究、总结、鉴定和申报。

单位名称 西湖大学 排名 5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单位是“国民营养监测与干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成果的主要贡献单位之一，支持研究团队首次建立与 

2 型糖尿病相关的肠道菌群风险指数，明确了 n-6 PUFA 代谢与 2 型糖尿病关联性影响的特异性肠道菌属。

本单位有 1 位研究人员参与了成果研究、总结、鉴定和申报。

单位名称 中山大学 排名 6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单位是“国民营养监测与干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成果的主要贡献单位之一，支持 研究团队建立“广州

营养与健康研究”队列研究平台，在本平台的基础上，研究 2 型糖尿病的关 联的核心菌群特征和肠道菌群

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单位有 1 位研究人员参与了成果研究、总结、 鉴定和申报。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排名 7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围绕营养强化剂递送体系创新，主要开展以下两方面的技术开发工作：

1. 营养素的智能递送系统构建

基于膜乳化技术开发了单分散性微囊制备工艺，通过优化壁材组分与芯壁比，成功制备出具有 pH响应释放

特性的载营养素微囊。体外释放实验表明，该体系在模拟胃液中 2小时保留率超过 90%，而在肠道环境中 4

小时内可实现靶向缓释。特别针对二十二碳六烯酸（DHA）、铁剂和益生菌开发了喷射固化连续制备工艺，

确立最佳参数组合，经稳定性测试显示，微囊化处理使DHA氧化速率显著降低，铁离子溶出度明显下降，

益生菌活性达 80%以上。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婴幼儿营养包产品开发，临床测试表明微囊化处理使铁剂吸收

率大大提升，且显著改善产品感官指标，为营养包产品开发注入新技术。

2. 活性成分靶向递送体系研发

基于自乳化和分子键合纳米载体技术构建了双模式靶向递送系统：① 通过表面修饰叶酸偶联物实现受体介

导的主动靶向；② 利用肠溶材料实现 pH响应定位释放。实验证实该体系可有效规避胃酸环境，并通过抑

制胰酶降解显著提升活性成分生物利用度。透射电镜分析显示纳米颗粒呈均匀球形，动态光散射测定 Zeta电

位显示表面呈负电荷，物理稳定性达 12个月；体内吸收结果显示，有效促进功能活性成分的肠道吸收，增

强功能活性成分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