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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衡问题研究进展
 

勾玉铎,花楷

　 　 武汉体育学院
 

足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对国内外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衡的现状、原因和解决路径进行了综述,认为:能量物质摄入失衡

的问题主要是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而蛋白质和脂肪摄入过量,并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造成营养失

衡的主要原因是营养知识缺乏、营养计划和能量摄入监督不足、健康的饮食习惯尚未形成、适合的训练及比

赛能量补充手段有待完善等;管制与诱导相结合的方式将有助于改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营养状况。 未来

可就营养失衡地域性差异、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与成年足球运动员营养状况对比、从心理学视角提升青少年自

我认知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以进一步解决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衡的问题。
关键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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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正处于身体成长阶段,所摄

入的饮食不仅要满足自身成长需要,还要满足运动

能量需求。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营养补充涉及足球

运动学、营养学和生理学三大领域的专业知识,其专

业性决定了营养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

认知门槛和实践困难。 近年来,随着足球运动的发

展,为足球运动提供人才储备的青少年梯队培养愈

发受到重视。 而营养均衡对青少年运动员的身体发

育与运动表现至关重要,因此受到足球从业者及营

养学家的关注。 近年来,通过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比赛生理[3] 、测量体征[4] 、比赛能量代谢[5] 等方面

的生物医学研究,营养学家已经给出了适合青少年

足球运动员的营养建议方案,这些营养建议也确实

有助于改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营养状况,使青少

年足球运动员的营养状况优于其他项目运动员[6] 。
但过度、不科学的营养补充所带来的营养失衡问题仍

然存在且一直困扰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这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健康成长和战术水

平的发挥[7-8] 。 本文拟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

衡的现状、营养失衡的原因、营养失衡解决方案的制

订与效果评价 3 个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以期

为解决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营养失衡问题提供参考。

1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衡的现状

1. 1　 三大营养物质摄入失衡

三大营养物质,即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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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青少年运动员的主要能量来源,也在保障青

少年运动员正常生长发育、维持健康、降低疾病和受

伤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9] 。 三大营养物质都

有合理的摄入量和摄入比例,过量或不足都会影响

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青少年运动员摄取平衡混合膳

食中碳水化合物的供给量按其发热量计算应为总能

量的 60% 左右,蛋白质应为 15% 左右,脂肪应为

25%左右[10] 。 碳水化合物在体育运动之前、期间和

之后合成的肌糖原是足球比赛中运动员的主要能量

来源,缺乏肌糖原会导致运动员表现下降,且易疲劳

和受伤[11] 。 蛋白质则是合成肌纤维的必备材料,在
身体成分的合成和代谢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每

天超过 1. 7 g / kg
 

BM(每千克体重)的蛋白质摄入不

但无助于肌肉的增长和修复,还可能导致其他健康

风险[12] 。 脂肪是重要的能量储备物质及激素合成

与代谢的重要原料,摄入量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健康

不利,一般认为运动员的脂肪摄入占总能量摄入

(TEI)的 25% ~ 30%为佳
 [13] 。 目前研究发现,三大

营养物质摄入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总能量摄入不足。 高丹等[12] 在对陕西省体

育训练中心足球运动员的膳食营养状况进行调查分

析后发现, 该中心男足球运动员的热能平均为

10
 

979
 

kJ / d,为推荐摄入量的 64. 11% ~ 75. 67%,女
足球运动员的热能平均为 11

 

704
 

kJ / d,为推荐摄入

量的 84. 32% ~ 99. 65%, 两者均未达标。 M. A.
Briggs 等[13]研究发现,英国职业青训学校中青年足

球运动员的能量摄入不及能量消耗,平均每日能量

缺乏为(3299±729)kJ。 而在比赛日,则会有更大的

能量缺口。
2)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 碳水化合物是非常

重要的能源物质,L. M. Burke 等[14] 研究发现,在中

等强度的训练和比赛中,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合理

目标范围是每天 5 ~ 7
 

g / kg
 

BM,而在强化训练中应

增加到每天 7 ~ 10 g / kg
 

BM 或最大程度地补充糖原。
然而,P. M. Garcia-Roves 等[15] 在统计西班牙青少年

足球运动员研究报告后发现,所有男性运动员碳水

化合物每天的摄入量均<6
 

g / kg
 

BM,女性运动员统

计结果类似。 但亦有地区的调查呈现相反的结果,
例如 K. S. Cherian 等[16]在对印度 40 名 12 ~ 16 岁男

足球运动员进行饮食记录后发现,这些球员从饮食

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均超过推荐值。
3)蛋白质和脂肪摄入超标。 张群等[17] 调查了

上海 U18 女足运动员营养状况后发现,上海青年女

足运动员三大营养素供能比均不合理,表现在蛋白

质摄入量(推荐平均占比
 

15% ~ 20%)过多,平均占

比达
 

22%,最高平均占比达到 25%;而碳水化合物

摄入量(推荐平均占比
 

60% ~ 65%)过少,平均占比

为 52%,最低平均占比仅为 45%。 H. Y. E. Roberto
等[18]研究发现,由于墨西哥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日常

饮食中蛋白质摄入较多,20%的球员出现了胆固醇

水平升高的现象。 J. Milsom 等[19] 对比英超联赛同

一支球队的一线队、U21 和 U18 球员的身体成分后

发现,在同样的营养计划下,U18 球员的体脂含量更

高,身体状况也不及成年队球员,这有可能揭示了青

少年运动员的营养失衡问题比成年运动员更加

严重。
综上所述,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衡现象普

遍存在,并且呈现整体摄入不足与部分营养素摄入

过量的矛盾,而且能量物质摄入情况呈现明显的地

域特征。 在上述报告的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中,青
少年的三大营养物质摄入呈低碳水化合物、低脂肪、
高蛋白的特征,且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是主要问题;
而印度的特例则可能是由于其复杂的宗教信仰使当

地蛋白质食物选择面狭窄,88%的印度人摄取的蛋

白质达不到理想的消费量[20] ,故其青少年足球运动

员不得不依赖碳水化合物以补充训练和比赛时所需

的大量能量,致使碳水化合物摄入过量。 区域特点

明确提示青少年足球营养指导者、国际足联关于增

加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碳水化合物摄入的建议并不适

用于所有地区,每个国家或地区应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制定适应本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营养

计划。

1. 2　 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合称微量营养素。 与常人相

比,运动员的运动量更大,代谢更活跃,因此对参与

多种代谢途径的微量营养素的需求也更旺盛,而训

练可能会导致肌肉生化适应,从而增加了对某些微

量营养素的需求。 青少年运动员摄取的微量营养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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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要达到推荐膳食供给量( 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RDA) [21] 。 此外,部分微量营养素对足球

运动员具有特殊意义,应受到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

养补充工作的重视。 例如,铁负责氧气运输,缺铁会

降低运动员有氧训练的适应性,增加肌肉疲劳;钙和

维生素 D 能维持骨骼健康,同时钙离子在凝血、肌
肉收缩等生理活动中均有关键作用,钙和维生素 D
不足容易导致运动员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增加和

肌肉损伤。 张群等[17] 研究发现,青少年女足球运动

员均有不同程度的 A 族和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的

问题,导致运动中的能量无法持续供应。 D. C. No-
ronha 等[22]研究发现,巴西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体内

的叶酸、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C 均存在不同

程度的缺乏,可能导致细胞成熟受阻、骨密度下降等

不良影响。 M. Skalska 等[23] 和 H. Braun 等[24] 研究

发现,俄罗斯和德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每日钙摄

入量均低于推荐值。
微量营养素的摄入缺乏,可能与维生素发现较

晚、各地传统饮食不够重视维生素摄取等因素有关。
另外,维生素缺乏的地域性差异研究尚未见报道。
例如,针对传统农业地区(如中国)和传统畜牧业地

区(如巴西、西班牙等)的研究报告仅反映了当地青

少年足球运动员的维生素 A 摄入状况不佳,其原因

的研究未见报道。

2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衡原因

分析

2. 1　 营养知识缺乏

运动员需要了解的营养知识包括运动员的营养

需求(三大营养素、微量营养素和膳食补充剂)、健
康饮食的重要性、良好的饮食习惯、体重管理及饮食

失调的危害[25] 。 掌握这些营养知识有助于运动员

保持合理的营养摄入和良好的饮食习惯,营养知识

的缺乏则可能导致营养失衡进而降低运动员的运动

表现,增加其受伤的风险。 美国国家运动教练员协

会在一项声明中称:运动员必须具备适当的营养知

识和易于获取的营养指导资源[26] 。 B. L. Devlin

等[27]研究发现,大多数足球运动员不能准确识别某

些重要营养素的作用或推荐的宏量营养素的供能比

例。 运动员普遍存在蛋白质是肌肉收缩的主要能量

来源、摄入碳水化合物会使人发胖的错误概念。 而

这一发现很好地解释了前述三大营养物质摄入失衡

的现象,即碳水不足而蛋白质过量。 R. E. Gordon
等[28]研究发现,超过 90%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错误

地认为水是训练前、训练中和训练后最适合饮用的

液体,仅 5%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能正确指出碳水

化合物在训练前、训练中和训练后都需要摄入。 E.
N. Werner 等[29]对 128 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进行了

营养知识测试,结果发现参试足球运动员均不合格。
曹建民等[30-31]对山东鲁能足球俱乐部预备队的 25
名足球运动员进行了营养知识、营养状况的问卷调

查,发现青少年男足球运动员在训练、比赛和生活中

出现的营养问题主要是自身营养知识匮乏所致。
M. C. Andrews 等[32] 对澳大利亚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进行的营养知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虽然专

业运动员多数具备运动营养知识,但他们的一般营

养知识与业余运动员并无显著差异。 该研究揭示了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知识体系可能存在结构性问

题,即过于注重和足球运动有关的专业营养知识,忽
视营养均衡等一般性营养知识;这种营养知识的结

构性问题也导致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碳水化合物

摄入不足。

2. 2　 营养计划和能量摄入监控不足

能量摄入(EI)是饮食管理的基础,必须在能满

足能量需求的食物量范围内提供其他营养素。 因

此,监测运动员的 EI 能够为随队营养师科学地管理

运动员营养水平、给予膳食建议等提供重要的生理

数据[33] 。 在职业俱乐部或足球学校,运动员的营养

摄入一般由专职营养师负责规划和监督。 但青少年

足球运动员多数为业余或半职业性质,缺乏专人监

测 EI 的条件,因此由运动员自身上报的主观能量摄

入(sEI)是评估其营养摄入水平的重要依据。 准确

的 sEI 报告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年轻运动

员很难独立完成。 M. B. E. Livingstone 等[34] 要求

190 名平均年龄 14 岁的青春期男足球运动员报告

自己每日摄入的总热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

素等营养物质,结果发现 74%的汇报者都低估了自

己的热量摄入,表明 sEI 报告不准确是影响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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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运动员营养评估的关键因素。 D. C. Noronha
等[22] 的研究同样也发现了这一问题。 Y. Noda

等[35] 研究发现,即使设定了推荐目标,在缺乏专人

对能量摄入进行监督的情况下,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摄入量仍不达标。 R. E.
Gordon 等[36]研究发现,在青少年自己进行饮食管理

的情况下,有 51%的足球运动员在训练前或训练后

出现严重脱水,而 9%的足球运动员体内水分超标。
上述研究表明,即使在职业足球队,足球运动员自我

报告的每日饮食数据也往往与实际摄入有较大偏

差。 同时,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自控力较差,在执行饮

食计划时缺乏足够的自制力,还可能受到诸如低碳

水饮食、时尚塑身等观念的影响,不敢摄入碳水化合

物、蛋白质和脂肪,导致自身能量供应失衡。

2. 3　 健康的饮食习惯尚未形成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发育和健康与从小的饮食

习惯息息相关,注重膳食搭配和营养均衡的健康饮

食习惯有助于提高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营养水平。
目前青少年对食物的个人偏好往往成为其选择食物

的决定性因素,高脂肪和甜食通常是许多国家青少

年的首选,而蔬菜则普遍不受欢迎[37] 。 这种由习惯

而非科学所主导的饮食策略势必会影响青少年足球

运动员的健康。 M. Noll 等[38]对近 20 年的青少年运

动员营养状况的调查文献进行统计后发现,95. 2%
的研究集中在营养成分摄入比例的分析上,几乎没

有关于饮食习惯的研究。 S. Scaglioni 等[39] 研究发

现,青少年的营养习惯往往容易受到他人尤其是父

母的影响,遗传和环境因素也可能让青少年产生食

物偏好。 陈华兵[40] 研究发现,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不

注重科学饮食,训练前后的饮食结构相近,这导致了

训练质量及训练后的身体恢复速度降低。 H. Y. E.
Roberto 等[18]对墨西哥足球联赛俱乐部 72 名 15 ~
20 岁青少年男足球运动员进行饮食记录后发现,这
些足球运动员普遍营养摄入质量较差,其原因就是

没有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因此,指导青少年足球

运动员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十分重要。

2. 4　 适合的训练及比赛能量补充手段有待

完善
　 　 与成年运动员一样,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在训练

和比赛中同样需要能量补充,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处于特殊的生理时期,随着年龄的变化有可能出现

暂时性的胰岛素抵抗和较高的脂肪氧化倾向,不宜

一味地补充碳水化合物,而应将脂肪列为能量补充

物质[41] 。 目前市售能量饮料大都是为成年运动员

设计的,基于口感考虑往往会有过高的糖分和过低

的 pH 值。 对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这类能量饮料

不仅存在营养物质单一的问题,还容易对牙齿发育

和体重管理产生不利影响[42] 。 B. Kelly 等[43] 对澳

大利亚青少年俱乐部进行调研后发现,俱乐部食堂

和小卖部销售最多的是水,其次是巧克力糖果和软

饮料,甚至有 76%的食堂和巧克力糖果公司有商业

合作,仅有 20%的食堂会宣传健康食品。 S. M. Phil-
lips 等[44]研究发现,成年足球运动员赛前会摄入含

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满足比赛时体内糖分的消

耗,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若按照成年运动员的饮食

方案进行能量补充,则会造成蛀牙和肥胖症,影响其

身体健康。
综上所述,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衡的问题

是自身认识和外部环境共同导致的。 父母、社会等

外部环境都容易使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养成不良的饮

食习惯,营养知识的缺乏又导致其意识不到这些问

题,进而造成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难以对自身营养

摄入状况进行正确的评估。 另外,俱乐部和运动相

关的社会企业对青少年专用的营养补充手段不够重

视,这也增加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正确控制饮食、正
确摄入营养的难度。 上述研究并未关注饮食习惯和

营养观念可能存在的地域差异,例如,农村青少年足

球运动员是否比城市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更容易受到

不良观念的影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青少年

足球运动员饮食习惯对比等均鲜有研究。

3　 营养失衡问题的解决路径

3. 1　 制订严格的饮食计划并进行营养干预

营养干预是指对运动员进行强制或非强制性的

饮食管理和身体监测,是一种主动措施,可以有效优

化运动员营养状况,检测、预防和综合管理运动员营

养失衡。 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实施的营养干预手段

包括:1)合理规划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食谱和营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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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例[45] ;2)采用问卷调查和心理辅导检测青少年

足球运动员的营养失衡状况[46] ;3)对已经出现营养

失衡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进行针对性纠正[47] 。
E. Iglesias-Gutirrez 等[48] 研究发现,科学的营养干

预可优化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运动表现,有利于其

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M. M. Patton-Lopez 等[49] 对

美国 620 名高中足球运动员进行为期两年的营养干

预实验后发现,这些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体育营养

知识、饮食习惯均有较明显的改善。 C. B. Dorianne
等[50]对 22 名 U21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进行饮食干预

后发现,这些足球运动员的平均跑动距离增加了

1000
 

m,奔跑能力明显增强。 S. Manzano-Carrasco
等[51]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采取被营养学家推崇的健

康饮食模式“地中海式饮食”后发现,实验组运动员的

身体表现显著优于对照组。 上述研究表明,制定严格

的饮食计划并进行营养干预能够优化青少年足球运

动员的营养摄入,明显改善其营养状况和运动表现。

3. 2　 加强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教育

营养教育是指为了帮助目标人群改变他们的不

良饮食习惯或提高他们的营养知识而实行的具体授

课计划,可促使足球运动员自觉认识到行为错误,从
而使饮食习惯发生实质性的积极变化[52] 。 M. M.
Patton-Lopez 等[49]通过对高中阶段足球运动员进行

为期两年的运动营养教育后发现,接受营养教育的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饮食行为得到了显著改善。
P. T. Nikolaidis 等[53] 在埃及进行的研究也发现,营
养知识的丰富与否同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呈正相关。 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如 G. Arnaoutis
等[54]指出,不宜过高地评估营养教育的作用。 他对

107 名具有一定营养知识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进行

水分摄入调查后发现,绝大多数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仍会在训练前、训练后缺水,这可能与青少年足球运

动员自控能力差、身体机能恢复快、感受不到缺水对

身体的副作用等有关。 曾丹[56] 对北京市人大附中

三高足球俱乐部男性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进行营养知

识教育后发现,在进行了为期 4 周的营养教育后,青
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教育前后的一般营养知识、运
动营养知识得分及

 

KAP
 

膳食调查问卷总分均有显

著增加,但营养态度、膳食行为和运动员的膳食摄入

状况并没有得到相应改善。
综上所述,营养干预和营养知识教育均有助于

改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营养状况,但营养教育具

有局限性,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有可能在具有一定营

养知识的情况下“明知故犯”。 解决青少年足球运

动员的营养问题还需要根据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能力

强但自控能力差等特点,采用管制与诱导相结合的

方式,即一方面加强计划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加强

营养知识教育,帮助其真正改善营养失衡的状况,促
进其身体健康与运动表现。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衡状况进行了

综述,指出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能量物质摄入不足,主
要体现在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且不平衡,
蛋白质和脂肪摄入过量,而且能量物质摄入情况呈

现明显的地域特征。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亦存在摄入

不足的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则包括缺乏营养

知识、营养计划和营养摄入的监督、饮食习惯不良、
适合的训练及比赛能量补充手段不够完善。 针对青

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失衡的研究方向,未来可从以

下 3 个方面展开研究:1)深入研究营养失衡地域性

差异。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中仅印度进行了青少年足

球运动员营养摄入调研,而诸如非洲、东南亚等欠发

达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营养状况仍有待揭示。
2)开展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与成年足球运动员营养

状况对比研究。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缺乏严格管控饮

食的条件,并且比成年足球运动员自控能力差,其营

养失衡问题也可能会比成年运动员更严重,而目前

直接进行营养状况对比的研究很少。 3) 从心理学

视角进行青少年自我认知的相关研究。 青少年足球

运动员正处在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阶段,不同年龄

层次对于营养问题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尚缺乏相关

调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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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nutritional
 

imbalance
 

of
 

young
 

football
 

players
GOU

  

Yuduo,HUA
  

Kai
Football

 

Department,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00,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situation,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the
 

nutritional
 

imbalance
 

of
 

young
 

football
 

player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summarize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imbalance
 

of
 

energy
 

and
 

material
 

intake
 

were
 

mainly
 

caused
 

by
 

insufficient
 

total
 

energy
 

and
 

carbohydrate
 

intake
 

and
 

excessive
 

protein
 

and
 

fat
 

intake,
 

with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causes
 

of
 

nutritional
 

imbalance
 

were
 

lack
 

of
 

nutrition
 

knowledge,
 

insufficient
 

nutrition
 

plan
 

and
 

energy
 

intake
 

supervision,
 

failure
 

to
 

form
 

healthy
 

eating
 

habits
 

and
 

necessity
 

to
 

improve
 

suitable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ability
 

supplement,
 

etc;
 

The
 

combination
 

of
 

regulation
 

and
 

induction
 

would
 

help
 

to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young
 

football
 

players.
 

In
 

the
 

future,
 

in-depth
 

research
 

can
 

be
 

carried
 

out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nutritional
 

imbalance,
 

the
 

comparison
 

of
 

nutritional
 

status
 

between
 

young
 

football
 

players
 

and
 

adult
 

football
 

player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enagers
 

self-awarenes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so
 

as
 

to
 

further
 

solve
 

the
 

problem
 

of
 

nutritional
 

imbalance
 

of
 

young
 

football
 

players.
Key

 

words:teenager;football
 

player;nutritional
 

im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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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8 页)
detection

 

technology,
 

the
 

fluorescence
 

sensing
 

methods
 

based
 

on
 

carbon
 

quantum
 

dots,
 

semiconductor
 

quantum
 

dots,
 

metal-organic
 

framework
 

materials
 

and
 

upconversion
 

nanomaterials
 

for
 

antibiotic
 

detection
 

application
 

were
 

reviewed.
 

It
 

pointed
 

out
 

tha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detection
 

methods,
 

fluorescence
 

sensor
 

detection
 

method
 

had
 

the
 

advantages
 

of
 

speediness,
 

high
 

sensitivity
 

and
 

visualiz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food
 

matrix
 

effect,
 

complex
 

sample
 

pretreatment
 

steps
 

were
 

often
 

required
 

to
 

purify
 

and
 

enrich
 

the
 

target
 

substance.
 

Therefore,
 

appropriate
 

pre-
treatment

 

technologies
 

or
 

matrix
 

purification
 

methods,
 

new
 

novel
 

fluorescent
 

nanomaterials,
 

portable
 

sensing
 

detec-
tion

 

equipment
 

suitable
 

for
 

on-site
 

detection,and
 

the
 

specificity
 

of
 

detection
 

by
 

combining
 

aptamer,antibody
 

and
 

molecular
 

imprinting
 

techniques
 

were
 

the
 

technological
 

trend.
 

It
 

was
 

expected
 

that
 

this
 

review
 

was
 

abl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fluorescence
 

sensing
 

technology
 

in
 

antibiotic
 

dete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antibiotic
 

residue;fluorescence
 

probe;rapid
 

detection;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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