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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地方标准《健康食堂营养供餐规范》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

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发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明确建设健

康中国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人民健康状况和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持续改善。

2022年 10月 16日至 22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到，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

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

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

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纲要》《健康中国行

动（2019-2030 年）》（以下简称“行动”）《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以下简称“计划”） 等文件，也把保障人民健康摆在了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纲要》明确将“全民健康”作为“建设

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并将“大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

实施的全过程，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同时，《纲要》提出保障人民健康的一大措施为引导合理膳

食。当前，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重大任务正在全面推进。我

市通过全面普及膳食营养知识，推动全民健康饮食习惯的形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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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推进健康饮食文化建设，开展示范健康食堂和健康餐厅建

设，积极营造健康的食物环境和社会氛围，构建合理膳食全民共

建共享的局面，切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长期摄入不健康或者不定量的食物对职工身体状况的影响

不容小觑。目前，我国单位食堂的工作仍偏重于食品安全保障，

但随着职工健康需求的提升，各单位越来越重视食堂在营养健康

方面的作用。但多数食堂仅在营养支持性环境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而在营养膳食供应方面仅做了一些尝试。在尝试推荐少油少盐菜

品时，未充分考虑菜肴口味而不受职工欢迎；油、盐、糖等调味

品采购及使用量的记录工作不够持久；有些单位尝试提供标准餐，

但尚未做到按照人体需求设计带量食谱；大部分食堂制作菜肴前

并未制作带量食谱；在推出特殊菜品时，由于口味或隐私等原因，

未被广泛接受。

2019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起草了《营养健康村建设

规范》（DB 3305/T 107—2019），以此推动基层营养健康科普

工作，并启动“营养健康村”试点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示

范作用。据统计，目前我市注册登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养老

机构、医疗机构、工地等食堂有2000多家，但多数未配有营养指

导员或营养配餐员，难以进行营养配餐。为了切实贯彻《纲要》

与《计划》的相关目标，推动我市健康食堂营养供餐方面建设，

提升国民营养餐质量水平，改善国民营养状况，急需建立一套可

操作、易推广、科学性强、协调美味与健康的健康食堂供餐相关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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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根据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年第五批市地

方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的要求，本标准列入 2022年湖州市第

五批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立项名称为《健康食堂营养供餐

指南》。

2.2 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州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湖州市仁与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2.3 主要工作过程

2.3.1 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2年6月组建标准编制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

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3.2 起草标准初稿

2022年 7月起草小组对湖州市健康食堂营养供餐现状开展

调研，确定标准的主要框架及内容。

适用范围：适用于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的供餐管理，其他

单位可参照执行。

主要内容：健康食堂营养供餐的基本要求、配餐要求、烹调

要求、供餐要求、管理要求及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2.3.3 修改标准稿

本标准共进行了3次大的修改：

2022年7月15日，第1次修改标准稿，增加分类配餐原则，细

化配餐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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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3日，立项论证会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标准大

纲，同时，标准名称由《健康食堂营养供餐指南》修改为《健康

食堂营养供餐规范》，将科普管理单列以及去除与营养供餐无关

的内容。

2022年9月23日至12月9日，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严格

按照 GB/T1.1-2020要求进行制订。

3.2 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3.2.1 标准主体框架

在《健康食堂营养供餐规范》地方标准研制过程中，根据《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

《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健康食堂建设与管理规范》等，结

合我市实际情况和地方特色，规定了健康食堂营养供餐的基本要

求、配餐要求、烹调要求、供餐要求、管理要求及评价与改进等

内容，适用于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的供餐管理。

3.2.2 主要内容依据

3.2.2.1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主要界定“健康食堂”“营养配餐”“带量食谱”

“分餐”的定义。“健康食堂”参照DB50/T 1058—2020中的“3.1

健康食堂”总结提炼；“营养配餐”参照SB/T 10474中的“3.1

营养配餐”；“带量食谱”参照T/CNSS 012中的“3.3带量食谱”；

“分餐”参照GB/T 39002-2020中的“2.1分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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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基本要求

健康食堂营养供餐规范基本要求主要分为营养指导、均衡膳

食、代换原则、合理烹调、“三减”原则、分类配餐等6条要求。

营养指导主要参考T/CNSS 012的要求；均衡膳食主要参考SB/T

10474的要求；代换原则主要根据T/CNSS 012的要求；合理烹调

主要参考SB/T 10474、T/CNSS 012，并根据湖州市职工食堂目前

运行情况等做出的规定。

3.2.2.3配餐要求

健康食堂营养供餐的配餐要求主要分为配餐流程、一般人群

配餐和特殊环境作业人群配餐。配餐流程主要参考《中国居民膳

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居民平衡膳

食宝塔》等内容进行总结得到；一般人群配餐主要参考《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2022年）；特殊环境作业人群主要参考WS/T 577、

《国民营养科普丛书——职业人群营养膳食指导》等内容，并根

据湖州市实际工作总结制定。

3.2.2.4烹调要求

健康食堂营养供餐的烹调要求主要分为备菜要求、烹饪要求、

保存要求。备菜要求主要根据SB/T 10474、T/CNSS 012的要求进

行总结提炼；烹饪要求主要参考SB/T 10474、T/CNSS 012的要求

进行总结提炼；保存要求主要参考SB/T 10474、T/CNSS 012、

GB/T 40042、GB/T 33497的要求进行总结提炼。

3.2.2.5供餐要求

健康食堂营养供餐的供餐要求主要参考GB/T 40042、

DB33/T 2422的要求进行总结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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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6管理要求

健康食堂营养供餐的管理要求主要分为一般要求、科普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管理等内容。一般要求主要参考T/CNSS 012、

GB/T40042的要求；科普管理主要参考T/CNSS 012、SB/T 10474、

GB/T40042、DB33/T 2422的要求进行总结提炼；人员管理主要

参考T/CNSS 012、SB/T 10474、GB/T33497的要求进行总结提炼；

制度管理主要参考T/CNSS 012、DB33/T 2422的要求进行总结提

炼。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4.1 参考文件

在研制过程中，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定起草。

4.1.1 本标准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的法规、政策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年修正）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16年）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的通知（国办发〔2017〕60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国民营养计划

（2018-2030年）〉的通知（浙政办发〔2018〕53 号）

4.1.2 主要引用、参考的标准如下：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

GB/T 39002-2020 餐饮分餐制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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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0042-2021 绿色餐饮经营与管理

GB/T 33497-2017 餐饮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DB33/T 2266 公筷公勺使用和管理规范

DB33/T 2422 公共机构绿色食堂建设与管理规范

WS/T 578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SB/T 10474 餐饮业营养配餐技术要求

T/CNSS 012 健康食堂建设与管理规范

4.2 国内外情况

本标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的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强制性

标准无冲突。

目前，我国已发布卫生行业标准《WS/T 578 中国居民膳食

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商业行业标准《SB/T 10474 餐饮业营养

配餐技术要求》，团体标准《T/CNSS 012 健康食堂建设与管理

规范》等。但是不难看出，针对健康食堂的建设与管理主要涉及

食堂建设内容，《餐饮业营养配餐技术要求》主要涉及配餐技术，

无人群区分，这与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的需求有不相一致的地

方，其他省市也未有健康食堂营养供餐相关地方标准发布。

5.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

证

无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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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7.1 预期效果

单位食堂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各项后勤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

事关职工的幸福指数和切身利益。该标准的研制，一方面有利于

进一步规范健康食堂营养供餐的配餐和烹调方面的营养管理，为

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的服务提档升级提供有效参考；一方

面有利于提升食堂从业人员营养健康管理的意识，从而改善食堂

配餐健康化的水平；另一方面，有利于食堂节约成本，标准化配

餐能够显著改善餐食浪费现象。同时，更加有利于完善营养健康

制度、建设营养健康环境，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工作，助力

我市建设绿色低碳共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州。

7.2 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建议以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主，组织机关、企事业

等单位食堂工作人员对本标准进行解读和宣贯，并定期对标准的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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