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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營養學》 
王葳老師 主解 

試題評析 

申論題：第一題主要是特殊群體的營養問題，在講義第四冊中有針對老人相關營養

問題及目前政策說明，同學只要結合實務，列舉營養師在長照體系的角色

功能，並說明常見營養問題及處理方式，相信不難獲取高分。第二題的飲

食指標不管是我國新版或是美國新版的修正重點在第三冊中都有詳細說

明，只要同學能寫出兩者的重點，再根據兩國的飲食指標比較異同即可。

第三題是首次在考題中出現的社會生態模式，此題的難度較高，必須針對

此模式的不同層次影響因素規劃校園飲食健康營養計畫，至少要能針對個

人及外在環境有不同的措施，以促進校園健康飲食環境。 

選擇題：此次出題較偏向國內營養相關政策及營養調查結果，需記憶的考題較多，

例如第1題、第9題營養午餐基準（請參考建國講義第四回P40）；第2題、

第4題及第8題飲食建議的營養素量（請參考建國講義第三回P93）；第12

題、32題、33題、35題、36題營養調查的結果等（請參考建國講義第三回

P131~132）等，都在講義中有完整的介紹，也多次提醒同學近年考試常出

現此類題目，需加強記憶。其他觀念性的題目，只要同學上課有跟著進

度，並將考古題練習完，應該都能遊刃有餘，例如15題、16題、18題、20

題、22題、23題營養評估（請參考建國講義第二回P20~23）；26題、27題營

養教育（請參考建國講義第一回P59）；39題流行病學研究（請參考建國講

義第一回P9）。  

申論題部分：（50 分） 

一、依據民國104年6月3日公布之長期照顧服務法，其中餐飲及營養服務是長照服務項目之一，

請敘述以下和長期照護有關的營養問題。 
(一)營養師在長期照護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營養照護的目標為何？（6分） 
(二)請說明長照機構老人常見的營養照護問題及處理方式。（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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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請參考建國講義第四回 P59~60。 

 

 

 

 

 

【擬答】 
(一)老人因為生理功能的退化及可能受到多重慢性疾病的侵害，須定期進行營養評估與提供適當

營養照顧，營養師在長期照護體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包含以下：  
1.營養篩選與評估找出有營養不良風險的老人，並積極營養介入  
2.菜單設計(包括採購、驗收、庫房管理)以符合老人疾病與營養需求  
3.營養諮詢及建議  
4.健康飲食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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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飲食相關的節慶活動策畫與飲食設計  
6.針對機構住民設計管灌配方或飲食照顧 
營養照護目標為確保長期照護的個案營養均衡，符合個別生理需求。 

(二)長照機構老人常見營養照護問題為「營養不良」，營養不足、不均衡或是過剩，都算是營養

不良的範疇，營養師應定期進行營養評估，給予營養餐食上的規劃調配與建議，為住民營養

把關。老人常見營養不良與熱量、醣類及微量營養素攝取不足有關，營養師應規劃適當熱量

攝取與營養補充，以少量多餐方式改善老人營養狀況，此外老人可能因為以下狀況影響食慾

或進食，例如咀嚼困難、吞嚥困難、味覺減弱等，營養師可規劃選擇軟硬程度適中的食物或

將食物切碎、攪爛，搭配食材調味，增加食物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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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說明美國2015-2020飲食指標（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修正內容重點及比較其建

議和我國於民國100年公布之新版「國民飲食指標」之異同點。（15分） 

考點命中 

相似度100％。 

1)請參考建國講義第三回P97（台灣新版飲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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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2)請參考建國講義第三回P102（美國新版飲食指標）。 

 

 

【擬答】 

(一)美國 2015-2020 飲食指標修正重點 
1.少吃糖少鹽(鈉)少飽和脂肪拒反式脂肪 

須限制添加糖、鈉、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的攝取量，以達到預防疾病發生的健康飲食與生

活。每日添加糖的熱量應低於總熱量的 10%。成人及 14 歲以上兒童每天鈉攝取量應低於

2300 毫克（約 6 公克食鹽），14 歲以下兒童則應攝取更少。此外，美國飲食指南指出，飽

和脂肪攝取量應低於每天攝取總熱量的 10%，並以不飽和脂肪取代飽和脂肪。 
2.咖啡正確喝 膽固醇放行 

咖啡部分，每天 3 至 5 杯咖啡（1 杯約 240c.c.，每天不超過 720 至 1200c.c.）為限，咖啡因

攝取量 400 毫克以內。建議喝黑咖啡或只加低脂牛奶，不建議額外添加糖或奶精，更不建議

原本沒喝咖啡的人開始喝咖啡此外，不要將咖啡因和酒精混合一起喝，可能因此喝下更多

酒，而導致酒精中毒。在新飲食指南中，取消了每日膽固醇的攝取上限，但是，仍建議民眾

仍應盡量減少高膽固醇食物的攝取；特別的是，蛋及貝類雖然含有較多的膽固醇，但飽和脂

肪的含量很少，因此可納入蛋白質類食物的健康選擇、適量攝取。 
3.多吃蔬果與全榖 限制總熱量攝取 

鼓勵以蔬菜水果取代下午茶的零食與甜點，並以全穀米取代精製白米，並以飽和脂肪含量較

低的魚類及豆類作為蛋白質食物的主要來源，可減少脂肪與總熱量的攝取。 
(二) 

美國2015-2020 

飲食指標建議 

我國飲食指標 說明 

1.遵循多樣性蔬

果及多全榖的

1. 飲食指南作依據，均衡飲食六類足 

2. 健康體重要確保，熱量攝取應控管 

3. 維持健康多活動，每日至少 30 分 

相同之處：都強調食物多

樣性及控制份量，多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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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飲 食 模

式，強調食物

的多樣性、高

營養密度，以

及控制飲食的

份量。 

2. 限 制 糖 的 熱

量、飽和性脂

肪酸與鹽的攝

取轉而選擇較

健康的食物和

飲料。 

4. 母乳營養價值高，哺餵至少六個月 

5. 全穀根莖當主食，營養升級質更優 

6. 太鹹不吃少醃漬，低脂少炸少沾醬 

7. 含糖飲料應避免，多喝開水更健康 

8. 少葷多素少精緻，新鮮粗食少加工 

9. 購食點餐不過量，份量適中不浪費 

10. 當季在地好食材，多樣選食保健康 

11. 來源標示要注意，衛生安全才能吃 

12. 若要飲酒不過量，懷孕絕對不喝酒 

蔬 果 與 全 穀 類 ， 並 限 制

糖、鹽、脂肪攝取，並強

調運動的重要性 

相異之處： 

1.我國飲食指標強調來源

標示及哺餵母乳等則未

列在美國飲食指標中。 

2.美國飲食指標提到可以

喝適量的咖啡，另外還

取消對膽固醇的限量建

議。 

 

三、身為國中營養師的你，請以Socioecological Model來說明那些因素會影響校園健康飲食環境，

並提出相對的營養計畫來營造校園健康飲食環境。（20分） 

【擬答】 

社會生態模式(Socioecological Model)提出影響健康行為因子可分為不同層級，包含個人層面及人

際間層面、機構或組織層面、以及社區及政策層面。以此模式規劃校園健康飲食環境營養計畫如

下： 
層級 影響因素 相對之營養計畫 

個人 

層面 

個別喜好、飲食習慣對

於相關健康議 

題的警覺性、知識、態

度(信念或價值或 

經驗)、技能和行為 

1. 推動健康飲食營養衛生教育輔導學生養成正確

飲食習慣。 

2. 定期執行營養及飲食評估，掌握學生飲食現

況。 

3. 設計飲食問卷調查，依調查結果分析本校學生

飲食型態，針對問題加強宣導教育。 

4. 導師隨時注意學生購買之食品，強調選擇符合

健康之食品。 

5. 利用午餐時間，進行隨機健康飲食教育。 

人際間 

層面 

家庭、同儕網絡 1. 透過聯絡簿、親師座談等機制，請家長協助學

生在家健康飲食。 

2. 鼓勵並協助家長參與健康飲食相關之活動。 

機構或 

組織 

層面 

學校環境 1. 遵循校園食品規範訂定校內販賣品項。 

2. 落實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 

3. 學校午餐物資採購，選擇符合健康標準之食

材，要求午餐配菜公司提出其安全檢查合格證

明文件。 

4. 藉由辦理學校午餐，培養學生正確的飲食習慣

及營養常識，改善不當飲食態度與行為，增進

學生身體健康。 

5. 校園提供安全衛生飲用水與管理禁止外送食物

進入學校。 

社區及 

政策 

社區、相關政策 1. 均衡飲食觀念的宣導與推廣，鼓勵社區推動健

康飲食環境，推動食品營養或份量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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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2. 結合學校、家庭、社區、建立伙伴關係，共同

營造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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