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专家论坛·

中国孕产妇及婴幼儿补充 ＤＨＡ 的专家共识

中国孕产妇及婴幼儿补充 ＤＨＡ共识专家组

作者单位：中国孕产妇及婴幼儿补充 ＤＨＡ共识专家组

通讯作者：朱建幸（ｊｘｚｈｕ＠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二十二碳六烯酸（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ＤＨＡ）是脂肪酸
家族 一 员，属 ｎ﹣３ 长 链 多 不 饱 和 脂 肪 酸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ＬＣＰＵＦＡｓ）。研究显示，妊娠期和
哺乳期 ＤＨＡ营养状况与母婴健康关系密切。为指导孕产期
临床保健实践，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Ｏ）专家委员会等国际
学术组织在评阅大量文献基础上形成了 ＤＨＡ补充的相关共
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 ＤＨＡ研究相对滞后，迄今未见
中文版共识。为此，中国孕产妇及婴幼儿补充 ＤＨＡ 共识专
家组结合中国人群研究证据，在参考国际共识基础上，形成

了此专家共识，以期促进中国医务人员重视母婴 ＤＨＡ 营养、
规范营养指导，提高母婴健康水平。

一、ＤＨＡ的生物学特性和功用
ＤＨＡ作为一种 ＬＣＰＵＦＡｓ，是细胞膜重要成份，富含于大

脑和视网膜，与细胞膜流动性、渗透性、酶活性及信号转导等

多种功能有关［１］。机体缺乏 ＤＨＡ会影响细胞膜稳定性和神
经递质传递［２］。在体内 ＤＨＡ 可通过亚麻酸合成［３］，但转化

率低。人体所需 ＤＨＡ主要通过膳食摄取，主要来源为富脂
鱼类。蛋黄也含有较高 ＤＨＡ，而且相对易于获得。其他来
源还包括母乳、栽培海藻等。ＦＡＯ 专家委员会指出，尽管
ＤＨＡ属非必需脂肪酸，可由α﹣亚麻酸合成，但因其转化率低
且对胎婴儿脑发育和视网膜发育至关重要，因此对于孕期和

哺乳期妇女而言，ＤＨＡ亦可视为条件“必需脂肪酸”［４］。
二、方法

共识形成过程包括总结评估证据、研讨主要框架、撰写

初稿、专家审查方案初稿、修改和完善初稿、专家信函修订、

形成终稿、专家再修订并定稿。撰写初稿时，尽可能地借鉴

已有的 ＤＨＡ共识和相关国际组织推荐，系统检索国内外研
究证据，还参考了我国有关法律规定。英文文献主要源自

Ｐｕｂｍｅｄ 和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数据库，检索词包括 ｎ﹣３ ＬＣＰＵＦＡｓ，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ｌａｃｔａｔ*，ｉｎｆａ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ｇｒｏｗｔｈ，ｉｍｍｕｎｅ，
ａｌｌｅｒｇｙ和 Ｉｎｆａｎｔ ｓｌｅｅｐ。中文文献主要源自万方数据库，检索
词为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二十二碳六烯酸、妊娠、哺乳、配

方粉、抑郁、妊娠结局、认知、视敏度、免疫、睡眠。参照 ２００９
年英国牛津循证医学证据分级和推荐意见（表 １），对研究证
据进行分类。

表 １ 研究证据分级

推荐

意见

证据

级别
描述        

Ａ １ａ 同质*随机对照研究系统综述

１ ｂ 单一随机对照研究（效应值可信区间窄）

Ｂ ２ａ 同质*队列研究系统综述

２ｂ 单一队列研究或质量较低随机对照研究（如随访率

＜８０％）
２ｃ 结局研究，生态学研究

３ａ 同质*病例对照研究系统综述

３ｂ 单一病例对照研究

Ｃ ４ 病例系列或质量较低的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

Ｄ ５ 未经严格评价的专家意见或单纯基于生理学或基

础研究证据的专家意见

*同质指系统综述纳入的各项研究的研究结果变异小。

三、ＤＨＡ与母婴健康
１．对妊娠结局和产后抑郁的影响
２０１２ 年一项荟萃分析汇总了 １５ 项随机对照研究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ＲＣＴ），发现孕期补充 ｎ﹣３
ＬＣＰＵＦＡｓ可使早期早产风险降低 ２６％，可使婴儿平均出生
体重增加 ４２．２ ｇ，但对婴儿出生身长和头围无显著影响
［１ａ］［５］。此前发表的荟萃分析纳入 ６ 篇 ＲＣＴ，也发现孕期
增补鱼油可延长胎龄 ２．６ ｄ，可使早期早产发生风险降低
３１％［１ａ］［６］。最近在美国堪萨斯城开展的 ＲＣＴ（ｎ ＝３５０）发
现，孕 ２０ 周前每日补充 ６００ ｍｇ ＤＨＡ 直至分娩，可使胎龄延
长 ２．９ ｄ，出生体重增加 １７２ ｇ、出生身长增加 ０．７ ｃｍ、头围增
加 ０．５ ｃｍ［１ｂ］［７］。综上，孕期补充 ＤＨＡ能够降低早期早产
发生风险并适度促进胎儿生长。

２００２ 年一项生态学研究分析了 ２０ 余国家海产品摄入
量及母乳 ＤＨＡ含量与产后抑郁的相关性，发现海产品摄入
量及母乳 ＤＨＡ 水平与产后抑郁显著负相关［２ｃ］［８］，提示
ＤＨＡ水平偏低可能是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最近一篇系统
综述总结了 ５ 项 ＲＣＴ 和 ２ 项预试验（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研究结果
［１ｂ］［９］，其中 ４ 项 ＲＣＴ和 １ 项预试验提示孕期和产后补充
ＤＨＡ不能改善产后抑郁症状，另 ２ 项研究则提示补充 ＤＨＡ
能够改善产后抑郁症状。这 ２ 项研究的 ＤＨＡ补充剂量大于
前 ５ 项研究。综上，ＤＨＡ与产后抑郁的因果关联有待证实，
补充相对高剂量 ＤＨＡ的效果值得探究。
２．ＤＨＡ与婴幼儿发育的关系
（１）神经功能发育
１９９２ 年一项关于死亡婴儿脑组织脂肪酸浓度的研究发

现，孕中晚期至 ２ 岁期间，脑组织 ＤＨＡ 浓度呈线性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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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正是胎婴儿中枢神经快速发育关键期，提示 ＤＨＡ 对
胎婴儿神经功能发育可能有重要意义［１０］。随后观察性研究

发现，孕妇孕期海产品摄入不足影响儿童智力、行为、精细动

作等神经功能的发育［２ｂ］［１ １］。
２００３ 年挪威的一项 ＲＣＴ发现，孕母自妊娠 １８ 周至产后

３ 个月每日补充鱼肝油（ＤＨＡ含量 １ １８３ ｍｇ／１０ ｍｌ）能显著提
高其子女至 ４ 岁时的心理发育水平（Ｋａｕｆｍ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测评）［１ｂ］［１２］。２０１２ 年一项荟萃分析汇
总了 １２ 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 ｎ﹣３ ＬＣＰＵＦＡｓ 配方粉未能显
著提高 １ 岁左右婴儿认知发育水平 （Ｂａｙｌｅｙ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测评）［１ａ］［１３］。２０１３ 年 Ｃｏｌｏｍｂｏ 等发表了基于
ＲＣＴ的随访研究，该项研究对参加 ＲＣＴ的 ６２ 名 ０ ～１２ 月龄
期间服用不同含量的 ｎ﹣３ ＬＣＰＵＦＡｓ 配方粉儿童（ＤＨＡ 含量
分别为 ０．３２％、０．６４％和 ０．９６％）和 １９ 名对照儿童自 １８ 月
龄随访至 ６ 岁，发现 ＬＣＰＵＦＡｓ能够提高 ３ ～５ 岁期间普通学
习能力（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ｒｄ Ｓｏｒｔ测评），５ 岁时语言学习
能力（Ｐｅａｂｏｄ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Ｔｅｓｔ测评）和 ６ 岁时智力发
育水平（Ｗｅｓｃｈｌｅ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测
评），但不能改善 １８ 月龄时的语言、行为发育情况，也不能提
高空间记忆（Ｄｅｌａｙ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ａｓｋ 测评）和高级问题解决
能力（Ｔｏｗｅｒ ｏｆ Ｈａｎｏｉ Ｔａｓｋ测评）［１ｂ］［１４］。２００８ 年一项荟萃
分析探讨了 ＬＣＰＵＦＡｓ 对早产儿神经功能发育的影响，发现
ＬＣＰＵＦＡｓ配方粉喂养的早产儿的智力发育指数（Ｂａｙｌｅｙ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Ｉ 测评）优于对照，但心
理动作发育指数却不如对照儿童（Ｂａｙｌｅｙ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Ｉ测评），作者认为这可能与评估工具版
本不同或研究者评估偏性有关［１ａ］［１５］。欧洲食品安全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ＥＦＳＡ）专家委员会 ２０１４ 年
刊文支持 ＤＨＡ在脑发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１６］。综上，ＤＨＡ
对婴幼儿神经功能发育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仍有较多科学问

题需进一步探究。

（２）ＤＨＡ与婴儿视觉发育
基础研究证实，ＤＨＡ 占视网膜 ｎ﹣３ ＬＣＰＵＦＡｓ 总量的

９３％，ＤＨＡ 可增加视杆细胞膜盘的可塑性，易化胞膜弯曲
性，以更好适应视紫质构象的改变［３］。临床研究发现，孕期和

婴儿期补充 ＤＨＡ 与婴儿视觉发育有关。美国一项 ＲＣＴ
（ｎ＝３０）发现，孕 ２４周至分娩期间补充 ＤＨＡ（２１４ ｍｇ／ｄ）能显
著提高婴幼儿视敏度 ［１ｂ］［１７］。另一项 ＲＣＴ发现，含 ＤＨＡ
配方粉喂养婴儿至生后 １７ 周和 ５２ 周视敏度与母乳喂养婴
儿相似，并显著优于不含 ＤＨＡ 配方粉喂养婴儿［１ｂ］［１８］。
２０１０年一项 ＲＣＴ证实，配方粉中添加占总脂肪酸 ０．３２％的
ＤＨＡ可以有效提升婴儿视敏度，但添加更高剂量 ＤＨＡ 并无
额外获益［１ｂ］［１９］。２０１ １ 年一项荟萃分析汇总了 ９ 项 ＲＣＴ，
４项研究显示 ＬＣＰＵＦＡｓ能够提高足月婴儿视敏度，５ 项研究
未发现明显效益［１ａ］［２０］。ＥＦＳＡ 专家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指出，
“配方粉添加不少于总脂肪酸含量 ０．３％的 ＤＨＡ ，有助于提
高婴儿 １２ 月龄时的视觉功能发育水平”［２１］。

（３）ＤＨＡ调节免疫功能
瑞典一项 ＲＣＴ（ｎ＝１４５）发现，有过敏史母亲自孕 ２５ 周

起每日补充 ｎ﹣３ ＬＣＰＵＦＡｓ（含 １．１ ｇ ＤＨＡ）至哺乳期，能显著
降低其婴儿食物过敏发生率和 ＩｇＥ 相关性湿疹发病率
［１ｂ］［２２］。另一项基于 ＲＣＴ（ｎ＝５２３）的随访研究发现，母亲
孕 ３０ 周至分娩期间补充含 ＤＨＡ的鱼油，可显著降低子代从
出生至 １６ 岁期间患过敏性哮喘的风险 ［１ｂ］［２３］。Ｄａｍｓｇａａｒｄ
等开展的 ＲＣＴ（ｎ＝８３）发现，婴儿 ９ 月龄至 １２ 月龄期间每日
补充鱼油（ＤＨＡ平均 ３８１ ｍｇ／ｄ）能显著提高 １２ 月龄 γ﹣干扰
素水平，进一步提示 ＤＨＡ 免疫调节功效［１ｂ］［２４］。综上，
ＤＨＡ在免疫功能调节方面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４）ＤＨＡ与婴儿睡眠
２００２ 年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母亲孕晚期血浆 ＤＨＡ 浓

度与新生儿睡眠状态有关联，表现为 ＤＨＡ 浓度高的母亲所
生新生儿出生后活跃睡眠与安静睡眠之比更小，活跃睡眠时

间少，睡眠质量更高［３ｂ］［２５］。此后一项 ＲＣＴ（ｎ ＝４８）发现，
孕 ２４ 周至分娩期间补充 ＤＨＡ（２１４ ｍｇ／ｄ）能显著减少新生
儿睡眠惊醒次数［１ｂ］［２６］。综上，ＤＨＡ 有可能改善婴儿睡
眠，但相关研究较少，值得进一步探讨。

四、补充 ＤＨＡ的安全性
综合现有研究证据，适量补充 ＤＨＡ 是安全的。在

Ｃａｒｌｓｏｎ等开展的 ＲＣＴ 中，孕 ２０ 周至分娩期间每日补充
６００ ｍｇ ＤＨＡ，未观察到孕母或新生儿与 ＤＨＡ 相关的严重不
良事件［７］。ＦＡＯ专家委员会以 ＲＣＴ未观察到不良作用水平
（ｎ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ＲＣＴ）为依据，建议妊娠和
哺乳期妇女摄入 ＤＨＡ 上限为 １ ｇ／ｄ［４］。中国卫生计生委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准许调制乳粉
等添加来自藻类和金枪鱼油的 ＤＨＡ，且要求儿童用调制乳
粉 ＤＨＡ占总脂肪酸的百分比≤０．５％［２７］。

五、中国母婴人群 ＤＨＡ营养状况
中国对 ＤＨＡ 或 ＬＣＰＵＦＡｓ 相关研究相对滞后。２００４ 年

一项膳食调查发现，中国孕妇群体 ＤＨＡ 平均摄入量为
１ １．８３ ～５５．３０ ｍｇ／ｄ，内陆地区摄入量显著低于河湖和沿海
地区［２８］。２０１ １ 年一项有关成熟乳脂肪酸成份研究提示，沿
海、河湖、内陆地区母乳中每 １００ ｇ 脂肪酸 ＤＨＡ 含量分别为
０．４７ ｇ、０．４１ ｇ和 ０．２４ ｇ，内陆地区显著低于河湖和沿海地
区［２９］。可见，中国 ＤＨＡ 摄入水平和母乳 ＤＨＡ 含量呈现明
显地域差异。此外，有学者比较了全球 ９ 个国家母乳 ＤＨＡ
含量，发现中国母乳 ＤＨＡ 占总脂肪酸含量为 ０．３５％，高于
加拿大和美国（０．１７％），但低于日本（０．９９％）［３０］。目前，
中国儿童 ＤＨＡ相关研究还较少，有待加强。

六、小结

专家组总结评估了国内外关于 ＤＨＡ 研究的各项证据，
参考目前国内外权威组织（ＦＡＯ 专家委员会／ＥＦＳＡ 专家委
员会／中国营养学会 ＤＲＩｓ）相关推荐，对中国孕产妇和婴幼
儿 ＤＨＡ摄入和补充形成如下共识：

１．维持机体适宜的 ＤＨＡ 水平，有益于改善妊娠结局、

·００１· 中国生育健康杂志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６ 卷第 ２ 期 ｈｔｔｐ：／／ｃｊｒｈ．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http://guide.medlive.cn/


婴儿早期神经和视觉功能发育，也可能有益于改善产后抑郁

以及婴儿免疫功能和睡眠模式等。

２．孕妇和乳母需合理膳食，维持 ＤＨＡ 水平，以利母婴
健康。ＦＡＯ专家委员会和国际围产医学会专家委员会建
议，孕妇和乳母每日摄入 ＤＨＡ 不少于 ２００ ｍｇ［４，３１］。２０１３ 年
中国营养学会也提出相同建议［３２］。可通过每周食鱼 ２ ～３
餐且有 １ 餐以上为富脂海产鱼，每日食鸡蛋 １ 个，来加强
ＤＨＡ摄入。食用富脂海产鱼，亦需考虑可能的污染物情况。
中国地域较广，ＤＨＡ摄入量因地而异，宜适时评价孕期妇女
ＤＨＡ摄入量。若膳食不能满足推荐的 ＤＨＡ 摄入量，宜个性
化调整膳食结构；若调整膳食结构后仍不能达到推荐摄入

量，可应用 ＤＨＡ补充剂。
３．婴幼儿每日 ＤＨＡ 摄入量宜达到 １００ ｍｇ。母乳是婴

儿 ＤＨＡ营养的主要来源，宜倡导和鼓励母乳喂养，母乳喂养
的足月婴儿不需要另外补充 ＤＨＡ。在无法母乳喂养或母乳
不足情形下，可应用含 ＤＨＡ 的配方粉，其中 ＤＨＡ 含量应为
总脂肪酸的 ０．２％ ～０．５％［２７，３１］。对于幼儿，宜调整膳食以

满足其 ＤＨＡ需求。特别应关注早产儿对 ＤＨＡ 的需求。欧
洲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学会建议早产儿每日 ＤＨＡ
摄入量为 １２ ～３０ ｍｇ／ｋｇ［３３］；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出生体重不
足 １ ０００ 克的早产儿每日摄入量≥２１ ｍｇ／ｋｇ，出生体重不足
１ ５００ 克者≥１８ ｍｇ／ｋｇ［３４］。
４．中国母婴 ＤＨＡ摄入水平、营养状况和相关干预性研

究的证据较少，亟待开展相关研究。

中国孕产妇及婴幼儿补充 ＤＨＡ 的共识专家组（按姓氏
汉语拼音排序）：蔡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陈超（复旦大学儿科医院），陈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金星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李

在玲（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刘建蒙（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

所），刘兴会（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苏宜香（中山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汪之顼（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俞惠

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张彩霞（中山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张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

所），朱建幸（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邹小兵

（中山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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