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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营养学》

前言

近年来，随着护理学专业的迅速发展，全日制护理学专业教材建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教材体系日益
完善，品种迅速增多，质量逐渐提高。然而，针对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专业，能够充分体现以教师为
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方便学生自学的教材，可供选择的并不多。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教育教
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精神，为了进一步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专业教材的质量，更好地把握21
世纪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以中国医科大学为主，聘请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中山大学和沈阳医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本套教材，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本套教材编排
新颖，版式紧凑，层次清晰，结构合理。每章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学，告知学生本章需要
掌握的内容和重点难点，以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有目的地学习相关内容；第二部分是具体教学内容，
力求体现科学性、适用性和易读性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复习题，便于学生课后复习，其中选择题和判
断题的参考答案附于书后。本套教材的使用对象主要为护理学专业的高起本、高起专和专升本三个层
次的学生。其中，对高起本和专升本层次的学习要求相同，对高起专层次的学习要求在每章导学部分
予以说明。本套教材中的一些基础课程也适用于其他相关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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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营养学》

内容概要

《临床营养学》编排新颖，版式紧凑，层次清晰，结构合理。每章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学
，告知学生本章需要掌握的内容和重点难点，以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有目的地学习相关内容；第二部
分是具体教学内容，力求体现科学性、适用性和易读性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复习题，便于学生课后复
习，其中选择题和判断题的参考答案附于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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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人体的能量消耗机体的能量需要与消耗是一致的。通常，成人的能量消耗包括基础代谢、
体力活动和食物的热效应3个方面；儿童、青少年还应包括生长发育的能量需要；乳母则包括合成乳
汁；孕妇还包括子宫、乳房、胎盘、胎儿的生长以及体脂储备等。（一）基础代谢1.概念基础代谢
（basal metabolism，BM）是指人体在安静、清醒而放松、空腹、恒温条件下，不受精神紧张、肌肉活
动、食物和环境温度等因素的影响，用于维持机体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而人体在基础代
谢状态下，每小时每平方米体表面积（或每千克体重）的能量消耗被称为基础代谢率（basal metabolic
rate，BMR）。基础代谢的测量一般都在清晨未进餐前进行，应禁食12～14小时，而且测量前的最后一
餐不要吃得太饱，膳食中的脂肪不宜过多，以排除食物热效应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室温应保持在20
～25°C，以排除环境温度的影响；测量前不应做剧烈运动或费力的劳动，而且必须静卧半小时以上
，使全身肌肉尽量放松。2.影响因素①体型与体表面积：基础代谢的高低与体重并不成比例关系，而
与体表面积基本成正比，相同体重者，瘦高个者的基础代谢要高于矮胖者，这与机体瘦体组织所占的
比重有关；②年龄：儿童大于成人，成人大于老年人，其中婴幼儿阶段是人的一生中基础代谢最为活
跃的阶段，成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代谢逐渐降低；③性别：在同年龄、相同体表面积的情况下，
男性基础代谢率高于女性；④激素：激素对机体代谢和调节有较大影响，其中尤以甲状腺素的影响最
为明显；⑤季节与劳动强度：寒冷季节的基础代谢高于炎热的夏季，劳动强度大者高于劳动强度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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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营养学》：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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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东东，以后会再次光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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