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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日本东北部岩手县山田镇遭受了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由于避难中心的食物供应问题持续数月，所以
应对灾后食物援助中的营养和膳食支持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背景：在日本，由于很少从营养角度考虑食物援助问题，灾害期间的食物提供、分配和派送常常显得较为混乱。在此
次灾害中，则考虑了由国家注册营养师对避难中心的营养和膳食进行协调支持的需求。

措施：由国家注册营养师组成食物支持团队，研究山田镇避难中心受灾人群的饮食情况，并开发出了确保灾民营养和
膳食平衡需求的系统。

结果：在此次灾害应对中，食物支持团队提供了标准食谱，并设计了根据食谱进行食物配置的系统，用于订购和分发
平衡膳食所需的食物。大家竭尽全力避免出现营养过剩或营养不足；膳食包括主食、主菜、配菜和汤。除此之外，食
品卫生和食物储存管理也得到了改善。

讨论：由国家注册营养师设计的食谱-食物配置系统在此次灾后的营养和膳食支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议将这种由
国家注册营养师进行营养和膳食协调支持的内容列入那些有营养膳食支持需求的灾害管理计划中。

a 日本岩手县宫古公共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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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山田镇位于日本东北地区岩手县陆中海岸中部

（见图1），面积26 345平方公里，居民18 957人，

以农业、渔业和木材业为其主要产业。2011年3月11
日，日本东北地区遭受9.0级大地震和随之引发的海

啸袭击。截至2011年11月4日，山田镇在地震和海啸

中的死亡和失踪人数达到779人。到2011年3月14日
时，仍有约6000人生活在35个避难中心。

在山田镇，由于建筑物的倒塌，电力、煤气、

水等公用设施和交通网络的严重受损，物资的配送受

到极大阻碍。在服务恢复及撤离避难中心前，受灾人

员主要依赖政府为他们准备食物或提供食品和烹饪设

备。山田政府通过采购紧急储备物品和救灾物资来提

供这些服务，但是由于这种状况要长达几个月，所以

在食物援助中做好营养和膳食支持管理具有很大的挑

战性。

背景

根据抗击灾害基本法案制定的灾害管理计划，当大

规模自然灾害或其他重大紧急事件袭击日本时，国

家、地方及市政当局应承担起救灾任务。作为救灾

工作的一部分，市政当局负责采购和供应食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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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群众提供食物支援。必要时，市政府请求县级政

府帮助进行食物的采购、运输、储存、供应，并根据

情况对准备的食物进行调剂。由于向受灾人群提供、

分配和派送食物的不稳定性，而且城市灾害管理计划

给灾害管理部门指定的工作负荷过重，所以并没有能

够从营养的角度考虑食物支持问题。由于这些原因，

近年来日本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由注册营养师主动参

与灾害中食物的规划和供应，以协调营养和膳食的支

持[1]。

在山田镇的灾后阶段，国家注册营养师向避难中

心的灾民提供了约四个月的营养和膳食支持。这些营

养师或是临时聘用，或是从其他地方政府借调而来。

本文从整体应对角度，讨论了营养师参与此次山田镇

灾后应对工作的经验教训。

措施

2011年4月至8月，山田营养管理支持团队（以下简

称“支持团队”）被指派到山田和宫古公共卫生中心

（以下简称“公共卫生中心”），负责地震海啸重灾

区岩手县山田镇避难中心的营养膳食支持工作。支持

团队研究了避难中心的饮食状况，并根据研究结果 为

避难中心受灾群众设计了满足其营养和平衡膳食需求

的供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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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物的分配、运输和订购任务与厨师们承受的

工作负荷之间不平衡；

（3）缺少适合于准备大量食物的设备；

（4）食物储存管理混乱；

（5）对于食物储存中的卫生问题考虑不足；

（6）救灾应急供餐多由非政府组织（NGO）和私人

公司提供一次性便餐，且这些应急供餐更多地

发生在较大的避难中心，较小的避难中心常覆

盖不到。

应对

根据饮食状况的研究结果，支持团队采取了以下三项

措施（见图2）：

（1）开发和实施一个可满足受灾群众营养和均衡膳

食需求的食谱-食物配置系统。该系统由三部分

组成：

（a）标准食谱

• 准备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制备的一周食

谱。

（b）食物订购系统

研究

1．初步调查

公众卫生中心在2011年3月下旬收到了关于避难中心

饮食问题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从其他县派遣的公共

卫生队伍中的国家注册营养师提供的。公共卫生中心

的国家注册营养师和食品卫生监督员与山田镇的国家

注册营养师共同协作，调查了8个避难中心的100多
人，发现了在食物供应、管理、食谱和烹饪设备方面

的诸多问题。

2. 支持团队的组建和饮食状况的研究

根据初步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四月上旬山田镇为避难

中心进行食物采购、供应、管理和协调的工作从策划

和总务部调整到了卫生和福利部。同时，在公共卫生

中心的支持下，来自山田镇、公共卫生中心、其他地

方政府部门和饮食协会的国家注册营养师及其他相关

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支持团队，负责协调所有避难中

心的营养和膳食支持。根据人员可获得情况，团队

由7至11名工作人员组成。

支持团队对所有避难中心进行了评估，这些避难

中心共居住有大约4000人。通过评估，发现了以下营

养和膳食支持方面的问题：

（1）分发和提供的食物不能满足受灾群众的营养和

均衡膳食需求；

图1. 日本岩手县宫古公共卫生中心管辖区域及山田镇地图

Japan日本日本

宫古公共卫生中心管辖区域

山田镇

免责声明：图中地域划分及标识不代表WHO对任何国

家、地区、城市、领地或边界位置的态度。白线代表大致

边境，可能存在一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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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食物配送中心安装大型冷藏-冷冻

设施，在避难中心装备冷藏-冷冻设

施。

（b）储存管理支持

• 国家注册营养师负责分发给避难中心食

物的卫生管理和储存管理。

• 营养师定期巡查食物储存情况。

（3）烹饪支持的协调

（a）救灾应急供餐的协调

• 对应急供餐进行协调，以确保覆盖所有

的避难中心，而不仅仅是大型避难中

心。

（b）烹饪人员的协调

• 根据避难中心对烹饪人员的需求，对来

自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和其他志愿者进

行合理配备。

• 开发并使用一个用于计算食物需求量并

追踪向避难中心分发食物情况的表格。

• 新增食物供应渠道，增加可煮袋装菜肴

和切好蔬菜的供应（商业化）。

• 在进行食物的运输、分发、烹饪和提供

前，重复一系列食物订购手续，满足下

一周的食谱配置。

（c）Tabemono Tsushin 盒装食物

• 在标准食谱所需食物无法获得时，提供

可供选择的食谱信息。

（2）提供烹饪和卫生设备

（a）安装烹饪和卫生设备

• 提供可进行大量食物烹饪及食物储存的

设备。

• 根据在避难中心生活和工作的人数，成

比例地安装烹饪设备。

图2.    2011年4月至8月日本山田营养管理支持团队在山田镇开展的工作

山田营养管理支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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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明确了国家注册营养师的角色和职能，以发挥他

们的技能[2]。然而，首先承担受灾支援工作的地方政

府，其灾害管理计划中虽提到了食物的储存和采购问

题，但对于营养和膳食支持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很重要的是应在灾害和风险管理部门与卫生部门之间

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协调系统，以在灾害时提供营养和

膳食支持[1]。

国家注册营养师在山田镇所采取的措施可以作为

处理和应对上述问题的良好案例。其措施包括根据灾

害管理计划通常由其他部门负责的后勤供应链管理；

分发和烹调食物；确认食物需求；提供营养方面的咨

询和指导。有了食谱-食物配置系统，使得在长达数个

月的时间内，食物的供应、分配和派送工作能系统、

高效地运行，并保证了平衡膳食。此外，使用可煮袋

装菜肴和切好的蔬菜，以及努力协调增加供应渠道，

确保了食谱的丰富多样，并有效地减轻了厨师的工作

负荷。

然而，在山田镇，由食谱-食物配置系统管理的食

物存在多种来源和渠道，而且不是十分稳定。这就增

加了避难中心食物管理上的负担，并导致了许多食物

错配情况的发生。救灾期间，食物和救灾物资不仅来

源于政府，还来源于非政府组织和私营公司。从根本

上讲，协调灾害救援机构，以共同工作，达到最大效

率、覆盖面和效果[3]，这是自身也受到灾害影响的政

府的责任。所以，地方政府不仅要改善营养和膳食支

持，还应从整体角度对灾害应对进行协调。

本报告突显了国家注册营养师在此次灾害应对中

全程协调营养和膳食支持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为了加

强地方政府的灾害管理系统，建议在灾害管理和备灾

计划中加入营养膳食支持及国家注册营养师作用的内

容。

结果

在长期实施上述三项措施的过程中，支持团队总结出

以下益处和挑战：

益处

（1）食谱—食物配置系统

（a）能配套进行食物采购和供应的食物供应系统

共运行了19周（约在4月11日和8月29日期

间）。该系统保证了主食、主菜、配菜和汤

之间的良好平衡。

（ b）在使用了可煮袋装菜肴（见表 1）和

Tabemono Tsushin盒装食物（共11版）后，

食谱品种得到扩增。

（c）通过使用标准食谱、可煮袋装食物及盒装午

餐，烹饪效率得到提高，厨师们的负荷也得

以减轻。

（2）提供大型冷藏和其他设备以及储存物品管理支持

（a）由于处理生肉和冷藏食物能力的提升，食谱

品种得到扩增。

（b）通过丢弃过期食物及使用冷藏-冷冻设备储

存食物，改善了卫生管理状况。

（c）通过加强库存检查，控制了食物供过于求和

供货不足的情况。

（3）由营养师对食物的供应、采购、储存、供需调整

和烹饪进行整体协调被证明是十分有益的。

挑战

（1）因为食谱-食物配置系统以周为基础运行，所以

难以对避难中心的即时需求变化做出反应。

（2）长时间的烹调不可避免地降低了食物的口感品

质。

（3）避难中心的食物管理受到空间大小的限制。

讨论

考虑到近来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日本编制了

灾害期间向受灾群众提供营养和膳食支持的指南，此

表 1.  可提供的食物品种

食物 主要品种

可煮袋装食
物

（菜肴）

预加工好的真空包装食物，包括冷
冻、冷藏或常温保存的食物

可以在袋中加温或自然解冻后食用

例如：土豆色拉、炒鸡蛋、烤鱼、
煮鱼、蒸蔬菜

切好的蔬菜

根据烹调目的预先切好的蔬菜

例如： 洋葱、胡萝卜、土豆 (用
于咖喱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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