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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军用食品是保障部队官兵战斗力的基础后勤物资，科学摄入主食产品是我军健康膳食的重要

基础。首先对我国军粮主食产业发展现状进行概述，分析了我国军用主食产业存在成品粮加工精度高，

官兵主食摄入量不足，健康谷物摄入比例不足和缺乏必要科普宣传等问题，并就我军军用主食品发展

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加强健康谷物科学膳食理念宣传，改善官兵膳食结构，提倡军粮适度加工，提

高主食品中全谷物占比，借此达到增强官兵体质和战斗力及降低慢性疾病发病率的目的；加大军民协

同科技攻关创新力度，推动粮食产业军民融合发展，以期为解决部队后勤保障问题，促进驻地粮企良

性发展和助力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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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Chinese Military Staple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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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 food is the essential logistic replenishment for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military, and 

the scientific intake of staple food products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ese military die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ilitary staple food industry was summarized in this thesis. We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taple food industry of Chinese military, such as the excessive grain processing, insufficient intake of 

staple foods and healthy whole grains, inadequate scientific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concerning health grain, 

etc.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improvements of military staple food industry were further put forward, for 

example: strengthening the concept of healthy grain scientific diet, optimization of dietary pattern, moderate 
grain processing,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healthy cereals intake, to enhance the physical fitness and 

combat effectivenes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of Chinese soldiers.  The thes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by 

greater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military 

logistics support, promoting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resident grain enterprises, and help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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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foo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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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粮是维

系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物资基础，是军用给养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国防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我军综合后勤保障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提高军粮

供应保障能力水平、合理规划军人日膳食结构对

于确保部队日常训练、执行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整体上升，全军主

副食供应量更加充足，军人体质明显提高，军队

中重度营养缺乏病发病率明显减少，但也因此存

在超重、肥胖和亚临床型营养缺乏病等现象，从

而可能诱发高血脂等其他慢性疾病发生，降低官

兵体能水平，削弱官兵恶劣环境适应能力[1-2]。膳

食结构欠合理是诱发部队部分官兵超重肥胖等疾

病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主食（谷物）是构成日

膳食的重要部分，其加工精度、产品品类、品质

及摄入量等都会影响官兵日膳食摄入质量。其中，

全谷物是主食食品的优质食物来源，富含丰富的

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酚类化合物等生物活性

物质，在供给能量的同时，还具有控制体重、降

低血糖和胆固醇、改善大肠功能等生理作用[3-4]，

有助于提高官兵体质和增强战斗力，降低慢性疾

病的发病率。本文从我军主粮发展现状、存在问

题和未来发展方向等角度，进行系统性分析和阐

述，旨在改善官兵膳食结构、提高官兵体质和降

低慢性疾病发病率，为未来我军主食发展模式及

军用食品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1  我国军粮主食发展现状 

军用食品主要是指军事人员在外出执行任务

时赖以生存保存体力的必需品。从产品形式上来

看，我国军粮主食依据用途可分为日常供给和军

用食品主食两大类。日常配餐主要是指军事人员

日常进行军事训练时的餐谱，按照食物定量标准

和营养素供给量标准执行。我军现代部队日常配

餐主食以稻谷和小麦为主要加工原料，主食产品

包括米饭、面条、馒头等传统食品。我国不同战

区和军种间日常配餐主食品类基本无显著区别。

新中国成立以来，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于 1951 年

将我国传统主食–面条加工成方便面，这是我国第

一代方便主食。1953 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与营

养研究所研制了速煮米饭和速煮面条，随后总后

军需装备研究所和上海工业研究所于 1958 年研

发出我国第一代军用压缩饼干，形成了我国第一

代军用食品主食体系[5-7]。随着科技不断发展，食

品加工技术和包装材料不断完善，我国军用食品

研发逐渐走向成熟，其品类逐渐丰富、营养结构

也逐步适应部队战争需求，从原有方便携带向高

能量、营养均衡方向发展，形成了野战食品、远

航食品、救生食品和通用食品等四类即食军用食

品[8]，产品主食以精制大米和精制白面加工获得

的脱水米饭、脱水面条、压缩饼干和自热米饭等

产品为主。 

从膳食结构角度来看，为了满足我军作战官

兵的营养需求，保障官兵身体健康和提高我军战

斗力，我军制定了相应的军人日膳食能量及营养

素供给量标准，其中规定膳食中产生能量的营养

素应各占总能量的百分比分别为：碳水化合物

55%~65%，蛋白质 12%~15%和脂肪 20%~30%[9]。

谷物是我军（陆军）膳食中能量的主要来源，提

供 65%的能量和 58%的蛋白质，主要通过以米饭、

馒头、面条等传统主食品形式被摄入。我军现行

的军人食物定量是 80 年代后期制定，随着我国国

民经济和军费等因素不断改善，按最新修订的军

人食物定量标准（GJB 826—2010），军人日膳食

的灶别按军事作业的特点、环境条件及执行勤务

的特殊需要划分，由最初的七类灶调整四类灶、

又进一步调整为三类灶，粮食日供应质量比例下

调，同时建议主食原料品类采购一定比例的粗、

杂粮，这说明我军对主食的需求趋势已经逐渐从

“量”向“质”转变[10-12]。另外，为了保障在高

温、低温、高原、低照度和辐照环境下等特殊条

件下军人膳食营养和代谢需求，根据不同作业环

境适当调整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例如低温、高原

和辐照环境中，为了增加热量，均适当增加了特

殊条件下军人日膳食供给量中粮食和食用油的供

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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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军军人食物定量中粮食变化 

Table 1  The changes of the quantity of staple food in dietary ration for soldier      g/(人·天) 
灶别 

序号 标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 GJB 826—90[10] 800 800 800 800 650 600 550 

2 GJB 826A—2000[11] 750 750 650 550 — — — 

3 GJB 826B—2010[12] 700 600 500 — — — — 
 

2  我国军用主食存在问题 

2.1  膳食结构不合理，主食摄入量显著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整体提升，部队膳食供给

和膳食标准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对我军不同地区、

不同军种膳食营养调研发现，部分地区存在膳食

结构不合理、主食摄入量不足（见表 2）、高油高

脂等问题。例如，汤雨潇等对海军南部、东部和

北部三个战区的不同类型部队的伙食单位进行调

研，结果发现海军各个部队饮食保障方面存在膳

食结构不合理，肉类和油类消耗超标，主食、奶

类和豆类消耗不足[12]。主食摄入不足会导致能量

供给比例失衡，而肉类和油类摄入超标，导致官

兵超重、肥胖，制约训练效果，已成为我军甚至

世界军队面临棘手的问题，也是心血管疾病、糖

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的重要危害因素之一。沈 

嘉敏等对海军某部航空兵和某部水面舰艇员膳食

营养及健康状况进行调研[14-15]：结果显示飞行员

三类营养素摄入量及供能比不平衡，碳水化合物

摄入量不足，受检者主食摄入量显著不足，达标

率为 81.4%，而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不利于飞

行员对低压力的适应能力，降低了人体在高空缺

氧条件下的耐受力；水面舰艇员主食摄入量的达

标率仅为 49.7%，远低于相应标准，且摄入的主

食以精谷物为主，导致 B 族维生素摄入量显著减

少，仅为标准的 36.4%。此外，刘璐等对我军长

期驻扎海拔 4 000 米以上的高原边防部队膳食营

养进行调研，研究发现驻扎部队膳食结构存在主

食摄入量显著不足，驻扎海拔 4 000 米以上和

4 600 米以上的高原边防部队主食摄入量达标率 

 
表 2  我军部分单位膳食营养（主食摄入量）调查情况 

Table 2  Investigation of dietary and nutrition status (staple food intake) in Chinese military 

 调研对象 粮食摄入量/（g/人·日） 军标/g 达标率/% 

观察站部队[13] 473~543 700 67.6~77.6 

雷达站部队[13] 296~641 700 42.3~91.6 

某陆战旅（1）[13] 433 700 61.9 

某陆战旅（2）[13] 369 600 52.7 

某护卫舰[13] 559~571 600 93.2~95.2 

某驱逐舰[13] 404 600 67.3 

某潜艇[13] 290~357 500 58~71.4 

某场站[13] 249~525 500 49.8~105 

某部航空兵[14] 407.1 500 81.4 

水面舰艇舰员[15] 298.1 600 49.7 

海军 

某部陆战队[18] 480.5 600 80.1 

某部飞行部队[19] 421 500 84.2 

雷达兵部队（北方）[20] 321.4 700 45.9 

空军 

雷达兵部队（南方）[20] 357.1 700 51 

陆军 某装甲步兵[21] 419.6 700 59.9 

火箭军 某部[22] 345.9 700 49.4 

高原边防部队[16]（海拔 4 600 m） 239.2 600 39.9 

高原边防部队[16]（海拔 4 000 m） 525.6 600 87.6 

高原边防部队[23]（海拔 3 700 m） 398.2 600 66.4 

特殊环境作业 

热区某部[24] 423 750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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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仅为 87.6%和 39.9%，碳水化合物供能比偏

低，不利于在低氧环境下训练[16]。此外，针对野

外作战或远航作战等军用食品，需要军用食品种

类较多，但是膳食结构仍存在缺陷，存在主食摄

入量不足和 B 族维生素缺乏等问题[17]。 

2.2  谷物食品加工精度过高，营养健康谷物主食

品比重低 

目前，我国军粮主食供应仍是以精白米面食

品为主。谷物中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生

物活性物质主要分布在麸皮、糊粉层和胚芽，加

工精度过高导致这些营养素保留率降低甚至基本

丧失。谷物类是膳食中 B 族维生素（特别是硫胺

素和烟酸）的重要来源，长期食用精制谷物易导

致硫胺素缺乏病（俗称脚气病）、癞皮病和韦尼克

脑病（Wernicke-Korsakoff）综合症等疾病发生，

损害神经血管系统，轻则出现食欲减退、消化不

良、体重减轻、疲倦、下肢无力、腓肠肌压痛与

痛性痉挛、恶心呕吐、失眠、记忆力减退和皮炎

等，重则出现神经炎、水肿及心脏紊乱等症状[9]。

此外，谷物种皮和糊粉层中含有大量的水溶性和

水不溶性膳食纤维（如阿拉伯木聚糖和 β-葡聚糖

等），适当的摄入一定量的膳食纤维可以有效促进

肠道动力、保护肠粘膜屏障调节肠道菌群等，而

目前我军军用主食产品以精加工谷物为主要原

料，我军军人执行野外或远航任务过程中由于膳

食纤维摄入不足，极易导致便秘等问题，影响训

练效果。由于精制谷物摄入过高，主食膳食结构

不合理等问题的存在，不但影响我军战士身体健

康，甚至影响我军战士官兵体质和恶劣环境适应

能力。此外，加工烹饪方式不合理，也会导致营

养素损失严重，例如大米淘洗次数过多，浸泡时

间过长和去汤捞饭等都会导致谷物中水溶性维生

素、无机盐等损失，导致营养素缺乏。因此，适

度加工和合理烹饪方式对谷物膳食营养至关重要。 

2.3  缺乏谷物营养的科普宣传和消费引领 

长期以来，公众及官兵对于碳水化合物的误

解和谷物营养知识的缺失，是造成我军长期以来

的主食产品摄入量不足和健康谷物摄入量比重偏

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谷物摄入一直被视为引发肥

胖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一是在公众传统观

念中里谷物作为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核心生

理功能就是提供能量供给，认为其营养价值不如

蛋白质高；二是忽视了过度加工才是引发肥胖的

主要原因，研究发现精加工谷物中碳水化合物吸

收效率和升糖指数较高，易产生饥饿感，导致卡

路里摄入增加；三是认为全麦、糙米和杂粮等全

谷物口感粗糙，不易吸收，多吃伤胃等，造成官

兵不愿吃的困窘局面产生。此外，目前部队上不

少单位对营养配餐的认识欠到位，缺少专业人员

对部队日膳食进行科学指导和规划，炊事员对于

营养配餐认知跟不上部队的实际需要（尤其是执

行特殊任务和非常态作业环境下部队），没有树立

“科学、健康、营养”的饮食观，对食物定量标

准、营养素标准认识不清，致使部队营养食谱流于

形式，缺乏科学合理的主食餐谱和科学消费指导。 

2.4  军用主食产品品质亟待提升，缺乏系统化主

食产品配餐体系 

野战、远航、救生和通用等军用食品中主食

产品形式涵盖压缩饼干、脱水面条、脱水米饭、

自热米饭等，具有体积小、方便携带、能量高等

特点，其品类逐渐适应部队训练和战争需求。但

是，现有即食军用主食产品缺乏针对性，口感不

佳，持续可接受性差等问题，极大限制了产品应

用。此外，针对特殊环境作业的特殊需求，伙食

部门能否制定科学、针对性强、品类丰富、营养

均衡的系列主食餐谱化方案，军粮、军用食品企

业能否提供完整、系统、科学的膳食搭配方案和

营养均衡、连食性好的系列化主食产品尤为重要。

如何适应不同类型军事任务后勤保障需要，树立

科学膳食观念，进一步提升军用主食品的科学性、

营养性，提高产品功能性和餐谱化水平，是我军

未来军用食品体系的重要任务。 

3  军用主食产业未来发展思路与对策 

3.1  加强谷物科学膳食理念宣讲，提高炊管人员

营养配餐能力 

大力宣传主食科学营养理念，强化主食产品

在科学膳食结构中的重要作用，确保主食产品品

质和摄入量，可以有效保障官兵膳食健康，提高

全军作战能力整体提升，具体可以从科普宣传、

膳食监测和膳食干预几方面来着手：一是通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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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开展健康谷物（全麦、糙米、发芽谷物等全谷

物）科学与营养价值的宣传，让炊管人员和官兵

对全谷物类主食食品的重要性有更充分的认识，

让他们从心里认可和接受，增强主动摄入健康谷

物食品（尤其是全谷物）的意识；二是建议从部

队开始全谷物主食的推广与应用示范，加强不定

期对官兵的日膳食中主食品摄入量和健康谷物摄

入比重进行监测，了解官兵的反馈情况，对已出

现超重肥胖等问题较多的单位进行重点监测，如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膳食搭配方案，调整主食产品

摄入比例和品类，确保日膳食搭配能够满足不同

作业官兵的需求；三是加大部队相关部门应进行

膳食干预，由于科普对象的饮食习惯很难因为科

普宣传工作的引导而发生实质性改变，初期应进

行膳食干预，正确引导官兵养成适量摄入主食产

品的膳食习惯；四是提高炊管人员营养配餐能力，

提高炊事人员的营养配餐知识和烹饪技能水平，

丰富主食品类和花色，使其业务水平满足官兵的

实际需要。 

3.2  提倡军粮适度加工，增加全谷物在主食配料

中比重 

精加工谷物在碾米制粉的初级阶段，就已经

导致谷物中 80%的膳食纤维和大部分生理活性物

质被损失，这不但造成极大粮食资源浪费，还不

利于官兵身体健康。与精制谷物相比，全谷物（尤

其是萌芽全谷物）是获取膳食纤维、硫胺素和 γ-

氨基丁酸等营养素和生物活性物质最理想、最经

济的主食原料来源。全谷物食品中富含大量膳食

纤维，其中水溶性膳食纤维可以与胆酸结合，促

使胆固醇分解，干扰胆固醇或者胆酸在小肠中的

吸收，缩短胆固醇在小肠内重吸收的时间，有效

降低人血浆低密度胆固醇水平和冠心病的发病

率，同时还可以降低餐后血糖和血胰岛素的升高，

改善大肠功能，降低结肠癌等疾病的发生率[3,25]。

萌芽全谷物中 γ-氨基丁酸是重要的中枢神经系统

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可以减缓疼痛、紧张和

焦虑[27-28]，可以作为特殊作业环境下主食产品配

料。此外，全谷物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尤

其是硫胺素）等微量元素，可以有效避免硫胺素

缺乏（脚气病）等疾病的大范围发生。适度增加

健康谷物在日膳食中比重，可以能够有效降低部

队常见的脚气病等亚临床型营养缺乏病、肥胖、

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病概率，并可以为特殊环境下

提高一定程度的营养补充，有助于增加高温作业

环境下官兵膳食中硫胺素等维生素摄入比例和提

高机体对于高温的耐力，解决低温作业环境下官

兵面临冬季供应蔬菜困难问题和保障低温环境下

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摄入，保障高原低氧环境作

业官兵对低氧适应力的维生素等特殊营养物质摄

入，降低低照度环境作业下因脱羧辅酶不足引起

的神经生理失调韦尼克脑病综合症的发病率[9]。

通过逐步提高全谷物在主食品配料中的占比，让

官兵可以更好地适应全谷物主食产品，进一步提

高全谷物食品的可接受度。 

3.3  实施军民融合新模式 开发系列化主食产品 

近年来，我军饮食结构已经从“温饱型”向

“营养型”转变，为了让官兵膳食结构更加健康，

应该选择合适的主食进行营养搭配，主食要以健

康谷物为基础，讲究粗细搭配，引导相关单位加

大对健康谷物成品粮食供应比重，开发系列化健

康主食产品，在部队内开展全谷物主食的推广与

应用示范。为了适应我军的不同兵种和区域性训

练需求，炊管人员依据所在部队训练强度和作业

类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设计健康谷物（全

谷物）在主食产品每日推荐摄入量中比重和制定

有针对性周膳食主食餐谱，使得健康谷物主食一

周七天不重样，丰富日常膳食供应主食品种类，

提供全麦/杂粮馒头和糙米米饭等健康谷物主食

品；二是面向健康谷物主食产品精深加工拓展，

加大军用主食产品研发创新，加大特殊环境作业

下系列化健康谷物类速食主食产品研发，对目标

食用群体进行细分，设计出不同规格（健康谷物

种类和比重、质量、口味、营养素含量）的产品，

使其不仅能够满足官兵们在野外、远航和特殊环

境作业下营养需求和感官质量需求，还可以作为

抗震救灾等突发情况的应急保障食品；三是打造

军粮食品全产业链的“健康谷物主食厨房”供应平

台，优化和改进健康谷物主食生产配方和工艺，

开发优质营养花色品种，形成优、新、特产品体

系，打造主食产业化、覆盖军粮食品全产业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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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粮综合保障平台，实现新形势下的军民融合饮

食保障业务转型升级。 

3.4  加大军民协同科技攻关创新力度，解决军用

主食产业技术难题 

加工技术是制约健康谷物在主食产品应用的

一个重要因素。与精白米面相比较，全谷物由于

面筋质量不高，含有丰富脂肪、生物酶类、膳食

纤维等特性，导致其不易加工成型，储藏期短、

口感粗糙、连食性差等[26]。目前研究发现，挤压

膨化技术、微粉化技术、低温等离子技术、酶辅

助加工技术、发酵技术、萌芽技术等物理或生物

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全谷物加工品质、食

用品质和营养品质，延长产品储藏期。近几年，

全谷物民用食品得到快速发展，市场占有率和消

费量在逐年上升，如何根据我军对主食产品的消

费需求，开发适合我军不同训练和作战需求的新

型全谷物食品，构建我军健康谷物主食产品体系，

是我军健康主食产业发展的重要难题。充分利用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的战略手段，通过推动部

队与地方科研院所和大学开展联合科研攻关，力

争早日在主食原料选择与搭配（全谷物配比）、加

工技术升级、产品研发等方面取得突破，解决制

约军用主食产业发展技术难题。 

4  结论与展望 

军用食品是保障部队官兵战斗力的基础后勤

物资，科学摄入主食产品是我军健康膳食的重要

基础。本文对我国部队膳食结构和军粮主食产业

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军用主食产业

存在成品粮加工精度高，官兵主食摄入量不足，

健康谷物摄入比例不足和缺乏必要科普宣传等问

题。如何科学引导我军官兵膳食结构中增加健康

谷物摄入比重，改善由于主食摄入质量不高而导

致的营养健康问题，实现让我军官兵由“吃的好”

向“吃的健康”和“吃的营养”过渡，是未来健

康谷物产业努力发展的方向。经过近年来发展，

我国健康谷物（全谷物）产业在民用主食产业已

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但在军用食品中推广应用

仍处于初期阶段。未来我们需要在部队官兵中强

化健康谷物科学膳食理念引领，提倡军粮适度加

工和增加全谷物在主食配料中比重，加强军民协

同科技创新力度，研发满足不同作战需求的系列

化健康谷物主食产品等，解决军用健康谷物主食

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更好地推动粮食产

业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有效解决部队的后勤保障

问题，促进驻地企业良性发展，助力粮食产业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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