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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卫办人口函〔2021〕62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

为进一步加强对托育机构工作的指导，提高托育机构服务

质量，保障婴幼儿安全健康成长，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编写

了《托育机构婴幼儿喂养与营养指南（试行）》。现印发给

你们，供参照执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1 年 12 月 28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托育机构婴幼儿喂养与营养指南（试行）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 号）、《托育机构设置

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托儿

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2019 年版）》、《婴幼儿辅食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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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营养指南》（WS/T678-2020）、《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婴幼儿喂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我委组织编写了《托育

机构婴幼儿喂养与营养指南（试行）》。

本指南适用于经有关部门登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

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

托育服务的机构。

一、6-24 月龄婴幼儿喂养与营养要点

托育机构应与家庭配合，为实现母乳喂养提供便利条件，

尽量采用亲喂母乳喂养。在母乳喂养同时为婴幼儿提供适宜

的辅食。

1.支持母乳喂养。

托育机构在妇幼保健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指导下，

做好母乳喂养宣教。按照要求设立喂奶室或喂奶区域，并配

备相关设施、设备。鼓励母亲进入托育机构亲喂，做好哺乳

记录，保证按需喂养。

2.辅食添加原则与注意事项。

（1）从 6 月龄开始添加辅食，首选富含铁的泥糊状食物。

（2）鼓励尝试新的食物，每次只引入 1 种。留意观察是

否出现呕吐、腹泻、皮疹等不良反应，适应 1 种食物后再添

加其他新的食物。若婴幼儿出现不适或严重不良反应，及时

通知家长并送医。



（3）逐渐调整辅食质地，与婴幼儿的咀嚼吞咽能力相适

应，从稠粥、肉泥等泥糊状食物逐渐过渡到半固体或固体食

物等。1 岁以后可吃软烂食物，2 岁之后可食用家庭膳食。

（4）逐渐增加食物种类，保证食物多样化，包括谷薯类、

豆类和坚果类、动物性食物（鱼、禽、肉及内脏）、蛋、含

维生素 A 丰富的蔬果、其他蔬果、奶类及奶制品等 7 类。

（5）辅食应选择安全、营养丰富、新鲜的食材，并符合

婴幼儿喜好。婴幼儿辅食应单独制作，1 岁以内婴儿辅食应

当保持原味，不加盐、糖和调味品。制作过程注意卫生，进

食过程注意安全。

3.自带食物管理。

如家长要求使用自带食物，托育机构应与家庭充分沟通，

并做好接收和使用记录。如使用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

品，家长应提供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建议。

4.顺应喂养。

托育机构应根据不同年龄婴幼儿的营养需要、进食能力和

行为发育需要，提倡顺应喂养。喂养过程中，应及时感知婴

幼儿发出的饥饿和饱足反应（动作、表情、声音等），及时

做出恰当的回应，鼓励但不强迫进食。从开始辅食添加起，

引导婴幼儿学习在嘴里移动、咀嚼和吞咽食物，逐步尝试自

主进食。

二、24-36 月龄幼儿的喂养与营养要点



1.合理膳食。

（1）食物搭配均衡，每日膳食由谷薯类、肉类、蛋类、

豆类、乳及乳制品、蔬菜水果等组成。同类食物可轮流选用，

做到膳食多样化。

（2）每日三餐两点，主副食并重。加餐以奶类、水果为

主，配以少量松软面点。份量适宜，不影响正餐进食量。晚

间不宜安排甜食，以预防龋齿。

（3）保证幼儿按需饮水，根据季节酌情调整。提供安全

饮用水，避免提供果汁饮料等。

（4）选择安全、营养丰富、新鲜的食材和清洁水制备食

物。制作过程注意卫生，进食过程注意安全。

（5）食物合理烹调，适量油脂，少盐、少糖、少调味品。

宜采用蒸、煮、炖、煨等方法，少用油炸、熏制、卤制等。

2.培养良好的习惯。

（1）规律进餐，每次正餐控制在 30 分钟内。鼓励幼儿自

主进食。

（2）安排适宜的进餐时间、地点和场景，根据幼儿特点

选择和烹制食物，引导幼儿对健康食物的选择，培养不挑食

不偏食的良好习惯，不限制也不强迫进食。进餐时避免分散

注意力。开始培养进餐礼仪。

（3）喂养过程中注意进食安全，避免伤害。不提供易导

致呛噎的食物，如花生、腰果等整粒坚果和葡萄、果冻等。



（4）合理安排幼儿的身体活动和户外活动，建议户外活

动每天不少于 2 小时。

三、婴幼儿食育

食育有益于身心健康，增进亲子关系。托育机构与家庭配

合开展食育，让婴幼儿感受、认识和享受食物，培养良好进

食行为和饮食习惯，启蒙中华饮食文化。

1.感受和认识食物。

适时引导婴幼儿感受食物，通过视觉、触觉、嗅觉、味觉、

听觉等感知食物的色、香、味、质地，激发对食物的兴趣，

促进认识食物，接受新食物。可以让幼儿观察或参与简单的

植物播种、照料、采摘等过程，并让幼儿参与食物的制备。

2.培养饮食行为。

营造安静温馨、轻松愉悦的就餐环境，引导婴幼儿享受食

物，逐步养成规律就餐、专注就餐、自主进食的良好饮食习

惯。正确选择零食，避免高糖、高盐和油炸食品。

3.体验饮食文化。

培养用餐礼仪、感恩食物、珍惜食物。结合春节、元宵、

端午和中秋等传统节日活动，让幼儿体验中华饮食文化。

四、喂养和膳食管理

1.规章制度建设。



按照《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要求，

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工作，强化责任意识，制定食品安全

应急处置预案，做好食源性疾病防控工作。

（1）托育机构应建立完善的母乳、配方食品和商品辅食

喂养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包括喂奶室管理制度，配方食品

和商品辅食的接收、查验及储存、使用制度，及相关卫生消

毒制度。

（2）托育机构从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建立健全机构外

供餐管理制度，选择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

任、社会信誉良好的供餐单位。对供餐单位提供的食品随机

进行外观查验和必要检验，并在供餐合同（或者协议）中明

确约定不合格食品的处理方式。

（3）鼓励母乳喂养，为哺乳母亲设立喂奶室，配备流动

水洗手等设施、设备。

（4）托育机构乳儿班和托小班设有配餐区，位置独立，

备餐区域有流动水洗手设施、操作台、调配设施、奶瓶架，

配备奶瓶清洗、消毒工具，配备奶瓶、奶嘴专用消毒设备，

配备乳类储存、加热设备。

（5）托育机构应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制订食堂管

理人员、从业人员岗位工作职责，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及从业

人员上岗前应当参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婴幼儿营养等专

业知识培训。



（6）婴幼儿膳食应有专人负责，班级配餐由专人配制分

发，工作人员与婴幼儿膳食要严格分开。

（7）做好乳类喂养、辅食添加、就餐等工作记录。

2.膳食和营养要求。

食品应储存在阴凉、干燥的专用储存空间。标注配方食品

的开封时间，每次使用后及时密闭，并在规定时间内食用。

配方食品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按需、适量调配，调配好的配

方奶 1 次使用，如有剩余，直接丢弃。配方食品在规定的配

餐区完成。调配好的配方奶，喂养前需要试温，做好喂养记

录。

（1）托育机构应根据不同月龄(年龄)婴幼儿的生理特点和

营养需求，制定符合要求的食谱，并严格按照食谱供餐。

（2）食谱按照不同月龄段进行制定和实施，每 1 周或每

2 周循环 1 次。食谱要具体到每餐次食物品种、用量、烹制

或加工方法及进食时间。

（3）主副食的选料、洗涤、切配、烹调方法要适合不同

月龄（年龄）婴幼儿，减少营养素的损失，符合婴幼儿清淡

口味，达到营养膳食的要求。烹调食物注意色、香、味、形，

提高婴幼儿的进食兴趣。

（4）食谱中各种食物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水平，参照中

国营养学会颁布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DRIs)(2013)》推荐的相应月龄(年龄)婴幼儿每日能量平均需

要量(EER)和推荐摄入量(RNI)或适宜摄入量(AI)确定。

（5）食谱各餐次热量分配：早餐提供的能量约占一日的

30%(包括上午 10 点的点心)，午餐提供的能量约占一日的

40%(含下午 3 点的午后点)，晚餐提供的能量约占一日的

30%(含晚上 8 点的少量水果、牛奶等)。

（6）食谱中各种食物的选择原则以及食物用量，参照中

国营养学会颁布的《7—24 月龄婴幼儿喂养指南(2016)》、《学

龄前儿童膳食指南(2016)》中膳食原则，以及《7-24 月龄婴

幼儿平衡膳食宝塔》、《学龄前儿童平衡膳食宝塔》中建议

的食物推荐量范围。

（7）半日托及全日托的托育机构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膳

食调查和营养评估。提供一餐的托育机构(含上、下午点)每

日能量和蛋白质供给量应达到相应建议量的 50%以上；提供

两餐的托育机构，每日能量和蛋白质供给量应达到相应建议

量的 70%以上；提供三餐的托育机构，每日能量和蛋白质和

其他营养素的供给量应达到相应建议量的 80%以上。

（8）三大营养素热量占总热量的百分比是蛋白质 12～

15%，脂肪 30～35%，碳水化合物 50～65%。优质蛋白质占蛋

白质总量的 50%以上。



（9）有条件的托育机构可为贫血、营养不良、食物过敏

等婴幼儿提供特殊膳食，有特殊喂养需求的，婴幼儿监护人

应当提供书面说明。

（10）定期进行生长发育监测，保障婴幼儿健康生长。

附件： 建议每日食物量参照

附件

建议每日食物量参照

年龄 7-8 月龄 9-12 月龄 12-24 月龄 24-36 月龄

餐 次

安排

母乳喂养

4-6 次，

辅食喂养

2-3 次。

母乳喂养

3-4 次，

辅食 2-3

次。

学习自主进食，

逐渐适应家庭的

日常饮食。幼儿

在满 12 月龄后

应与家人一起进

餐，在继续提供

辅食的同时，鼓

励 尝 试 家 庭 食

物，类似家庭的

三餐两点。

http://www.nhc.gov.cn/rkjcyjtfzs/s7786/202201/ab07090ff8ea49b9a2904a104380e35c/files/4491494b754f429c8f2088b5e5d58ce9.doc


饮食。

母 乳

喂养

先母乳喂

养，婴儿

半饱时再

喂辅食，

然后再根

据需要哺

乳。随着

婴儿辅食

量增加，

满 7 月龄

时，多数

婴儿的辅

食喂养可

以成为单

独一餐，

随后过渡

到辅食喂

养与哺乳

间隔的模

式。

600mL。

1-2 岁幼儿在母

乳喂养的同时，

可以逐步引入鲜

奶、酸奶、奶酪

等乳制品。不能

母乳喂养或母乳

不足时，仍然建

议以合适的幼儿

配 方 奶 作 为 补

充，可引入少量

鲜奶、酸奶、奶

酪等，作为幼儿

辅食的一部分奶

量 应 维 持 约

500mL。

奶 及 ＞600mL。 600mL。 500mL。 300-500mL。



奶 制

品

鱼 畜

禽 蛋

类

开始逐渐

每天添加

1 个蛋黄

或全蛋和

50g 肉禽

鱼，如果

对 蛋 黄 /

鸡 蛋 过

敏，需要

额外再增

加 肉 类

30g。

鸡蛋 50g、

肉禽鱼50g。

鸡蛋 25-50g、肉

禽鱼 50-75g。

鸡蛋 50g、肉

禽鱼

50-75g。

谷 物

类
20-50g 50-75g 50-100g 75-125g

蔬

菜 、

水 果

类

根据婴儿

需 要 适

量。

每 天 碎 菜

50g-100g、

水果 50g，

水果可以是

片块状或手

指可以拿起

蔬菜 50-50g、水

果 50-150g。

蔬菜

100-200g、

水果

100-200g。



的 指 状 食

物。

大豆 5-15g。

烹调

油
0-5g。 5-10g。 5-15g。 10-20g。

精盐 0-1.5g。 ＜2g。

水 600-700mL。

相关链接：《托育机构婴幼儿喂养与营养指南（试行）》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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