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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快餐

■画中有话

■打破砂锅
随着“猴菇饼干养胃”的说法越来越流

行，市场上与猴菇有关的食品越来越多。记

者在淘宝天猫网站上输入“猴菇饼干”后，搜

索到上百个产品，其中不少都是不知名厂家

生产的，都宣称猴菇饼干具有养胃的功效。

食物、食疗、药物治疗
有本质区别

猴头菇，又叫猴头菌，猴蘑，猴头，猴菇，

是中国传统的名贵菜肴，更有“山珍猴头、海

味鱼翅”“素中荤”之称。

这样高大上的猴头菇是否真的具有养胃

功效呢？

江苏省南京市中医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主治中医师首先向科技日报记者简要介

绍了中医对胃病的认识：“胃病的范畴非常广

泛，中医里面分很多种类，心下满、心下痛、腹

痛、少腹痛、胁痛、痞、结胸等等，每种病名都

可以涉及到胃部不适感，又不完全归为胃

病。每个病通常又按照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

分类型，不同病再结合不同类型，才能指导用

药。没有一种药，一个方子可以通治胃病。”

再说到猴头菇，这位主治中医师表示：

“猴头菇到底属于食物还是药物，从现在的文

献来看，它既是食物，也是药物，因为两种都

有记载。食物是用来充饥的，药物具有治疗

作用。从药物的角度看猴头菇，有严格的要

求。它的有效剂量、主要作用、副作用，是否

有不良反应，适应人群、禁忌症、炮制剂型等

都是有规定的，符合要求的用药，才能达到治

疗的目的。没有限制的用药，是非法的。”

“食物、食疗、药物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中医里面没有通治一个病的东西，要因人而

异。”他说。

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会员、科学松鼠

会成员云无心则表示，“一般而言，蘑菇本身

是一类比较好的食品。但猴头菇治疗胃病，

并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

猴菇饼干只是普通食品

根据规定，如果是保健食品，外包装上要

有“蓝帽子”标志，但记者查看了多个品牌猴

菇饼干的外包装，并未发现“蓝帽子”。而根

据《食品安全法》有关条例，普通食品是不能

宣称具有保健功能和疾病预防功能的。

同时，记者在多个品牌猴菇饼干的营养

成分表上，只看到所有普通食品需标注的能

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却并未发

现其他营养素的标注信息。

即使添加了猴头菇，猴菇饼干的主要成

分也是淀粉、油、糖等，而且猴头菇在干制的

过程中是否会损失营养成分？这样吃到消费

者口中还能有多少有益的成分？

对此，云无心认为，直接吃猴头菇来养胃

都没有可信的科学证据。讨论猴菇饼干吃到

消费者口中含有多少有益成分全无意义。

猴菇饼干卖点在哪里？当然是那句“养

胃”的宣传语。某品牌猴菇饼干在外包装上

标注“供胃病人群使用”，并建议胃病患者每

天食用两到三包。

对此，上述主治中医师提出了质疑。“饼

干在宣传上，提到了养胃的功效，提到了饼干

的食用频率，它暗示了消费者如果依照这种

食用方法来吃饼干，就能够控制胃病的发展，

这有没有经过临床验证？有没有科学依据？

厂家有没有做过科学对比试验，观察猴头菇

饼干（是产品而不是猴头菇本身）对胃病患者

各项症状的缓解情况？”

“假如说这种宣传能够被采信，那么有很

多其他东西会走上神坛。比如说，大枣也有

养胃补气的作用，那么大红枣饼干、大红枣酸

奶是不是也可以养胃？小麦能够治疗虚汗、

盗汗，那么小麦面包、小麦饼干、小麦啤酒是

不是可以改善虚汗，盗汗？赤豆能够解毒利

尿、治疗水肿，豆沙包是否可以减轻水肿？”他

进一步解释道，“同样一种东西，作为食品和

药品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药品有特殊

的用法用量，有独立的配伍。”

饼干高油高糖，不是
健康食品

专家建议，饼干本身就不是一种健康食

品，包含的油脂、糖分都很多，偶尔吃吃没问

题，但不建议每天都吃。

而某品牌猴菇饼干的包装上却建议胃病患

者每天食用两到三包，对于有胃病的患者来说，

进食如此多高油高糖的饼干，是否对病情不利？

“首先说，所谓的猴菇饼干是按照普通食

品申报的，宣传养胃功能本来就涉嫌虚假宣

传。其次，即使是加了猴头菇，这个饼干中的

油、糖成分依然还是挺高的。不管是对什么

人群，每天吃这么多都对健康不利。”云无心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杨文娇也曾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除去配料表中的猴头菇成

分外，猴姑饼干其余成分其实与普通饼干相

差无几，产品本身中也包含一些油类及脂肪，

人们摄入有益成分的同时也会吸收对人体不

益的成分，并不建议天天食用。

“饼干是不健康食品，假设有人研究出现

代饼干和药物的结合品，那么你可以想像，现

在的医院会处于什么尴尬的境地：没有处方

权的食品厂可以生产并销售含药物的食品，

有资质的药厂只能生产又难看又难吃的药品

剂型，这可能吗？”上述主治中医师这样假设。

随着人们对健康愈发重视，各种养生新品不断进入市场。添加了猴头
菇成分的饼干成为近年来逐渐风靡的“健康”食品。然而——

猴菇饼干真的能养胃吗？
本报记者 管晶晶

四种食物难吃有营养
一碗香米饭和一个糙窝头摆在

面前，你会选择哪一样？在一块西

瓜和一瓣柚子之间，你会选择哪个

做餐后水果？餐桌上看到洋葱和大

蒜，你会忽略它们吗？生活中，我们

往往热爱那些甜美、精细、香浓的食

物，不喜欢苦涩、粗糙、味淡的食

物。而恰恰在这些口感差的食物当

中，存在着令人意想不到的营养和

健康元素。

粗糙的食物
有些人偏爱精细的香米和白

面制品，不喜欢糙米和窝头，因为

它们吃着“扎嗓子”。其实“扎嗓

子”的正是宝贵的膳食纤维，它能

刺激肠道蠕动，帮助排便，并改变

肠道微生物的种类及数目，降低

致癌物生成。膳食纤维广泛存在

于口感粗糙的食物当中，包括全

谷类的米、麦及杂豆，如糙米、燕

麦、红豆等。为预防便秘和肠癌，

每日应保证摄入 20—30 克的膳食

纤维。建议早餐放弃传统的白米

粥，改喝杂粮粥，精细白米饭改为

全麦馒头。

发涩的食物
单宁、植酸和草酸的存在会让

食物发涩，这是因为它们会和口中

的唾液蛋白结合并沉淀，使唾液失

去润滑性，舌上皮组织收缩，产生涩

味。但这些物质都具有很强的抗氧

化性，对预防糖尿病和高血脂有

益。比如橄榄、紫葡萄皮、苹果皮、

核桃仁皮，它们都比果肉具有更强

的抗氧化作用。建议苹果和葡萄最

好带皮一起吃，吃核桃仁时不要把

那层褐色的皮去掉。

味酸的食物
和甜橙、西瓜、香蕉相比，爱吃

沙果、山楂等酸味水果的人相对要

少。其实，这类水果的酸味主要来

自于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这

些天然的酸性物质能促进铁等矿

物质的吸收。如果感觉酸味食物

口感不好，可以把它们做成水果

羹，加少量冰糖，放入冰箱冷冻，口

感会大有改善。

发苦的食物
食物中的天然苦味物质也具有

一定的保健作用，如柠檬和柚子当

中的柚皮甙，茶里面的茶多酚，红酒

里面的多酚以及巧克力里面的多

酚，都是有助预防癌症和心脏病的

成分。苦瓜中的奎宁精，还能提高

人体免疫力，帮助控制血糖。所以，

水果一定要搭配着吃，不能光吃甜

的，还要适当吃点苦的、酸的。吃过

的柚子皮，不要扔掉，可以切成条后

做成蜂蜜柚子茶。对于苦瓜而言，

将其用热水焯一下，冰镇后可蘸蜂

蜜食用。

8月17日，“美丽厦门e缔造”第三届厦门网络文化节成果展暨闭幕式在厦门美术馆举行。本届网络文化节从
今年4月正式启动，历时近4个月，开展了15项活动，共吸引100多万网民参与。图为小朋友在第三届厦门网络文
化节成果展互动区体验。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上接第一版）
在新昌，科技日报记者发现，这 5 家重点

企业研究院制定了建设路径图和建设方案，

强化机制创新，实施院长负责制，完善研发中

心、学术委员会等组织体系，出台保护知识产

权政策，与公安成立知识产权保护中队，与科

技部门联手建立企业专利预警和风险防范机

制。实行科技项目销售分成、股权激励、一次

性奖励等多种模式。目前，5 家重点研究院有

院士、外国专家和研发人员 900 多人，研究院

面积 3.5 万平方米，完成硬件投资 3.3 亿元。

实施的 17 项重点科研项目成效明显，“康立

纺机”开发并纱设备控制系统，成为纺纱织造

的大脑……新昌县委书记楼建明说，我们坚

持资源不足科技补，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新

昌发展的核心动力，全力推进重点企业研究

院建设。

新昌现场会的意义，在于浙江省对重点企

业研究院建设在新的层面形成了新的发展理

念和共识，并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研究部署了

新一轮改革与创新。

百家企业研究院“百花
齐放”

不仅是新昌县，全省现有 96 家企业重点

研究院改革探索呈现“百花齐放”景象。

浙江华海药业研究院在建设中体制机制

创新，接轨国际标准，建立了美国研发为先导，

上海研发为核心，临海研发为生产支持的“三

位一体”创新体系，实施“一地研发、三地申报”

的药物研发和成果转化模式，公司每年不低于

销售收入的 7%投入重点研究院。2013年 1月，

他们研发的国内第一个缓控释制剂——拉莫

三嗪控释片在美国上市并实现规模化销售，占

领了 40%的市场份额。目前，他们又将目光投

向了生物药和新药。

巨化集团新材料重点研究院形成了“科技

情报国际化，小试检测集聚化，中试研究功能

化，研发设计一体化，产学研用平台化，科技成

果产业化”的格局。研究院建立后，巨化集团

先后投入研发经费 3 亿元，条件建设经费 4300

万元，引进高层次人才 15人，共完成 25个重点

产品的实验室技术开发，申请专利 100 多项，

其中发明专利 72 项。含氟特种单体、含氟特

种树脂与性能研究、含氟涂料等项目研究取得

重要进展。

敢于担当，敢于研发投入，研发和产业化

围着企业转，跟着市场走，一种激情在企业。

两年间，重点企业研究院突破了一批关键技

术，开发出一批战略性新产品。浙江医药研究

院研发的维生素 E 含量从 96%提高到 99%以

上，居国际领先；瑞群智能印染技术与装备研

究院研发的智能机器人印花打样系统属国际

首创；泰坦纺织机械研究院研发的低浴比气流

染色机、远信染整技术装备研究院研发的热风

拉幅定型机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始替代国

外同类产品在浙江的市场……

浙江省企业重点研究院为什么能爆发

出如此勃勃生机和无限的创新活力，就在于

它适应了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规律，抓住了

科技与产业结合的关键点，满足了企业对创

新资源配置的需求，发挥了政府服务的更好

作用。

以改革的精神抓好重
点企业研究院建设
“把重点研究院建在企业”这一重大改革

与创新，有力地提升了浙江企业的创新能力，

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了产业链的做强，

促进了人才团队的引进，加强了企业为主体的

产学研用的技术协同创新，促进了政府科技管

理制度的改革。

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说：“我们要以改革

的精神继续抓好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的建设，

坚持把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活力摆上重

要的位置，坚持把做强企业、做强产业链作为

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与体制改革的双重追求，坚

持把转换省级政府部门的管理方式与加强科

技体制改革相统筹。”

浙 江 省 科 技 厅 厅 长 周 国 辉 说 ，从 重 点

研究院建设工作实践和已取得的阶段成果

看 ，关 键 在 于 ：一 是 体 现 了 省 委 、省 政 府 狠

抓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二是体现了

我 省 突 出 企 业 创 新 主 体 地 位 的 重 要 举 措 。

在 企 业 建 立 重 点 研 究 院 ，组 织 企 业 实 施 重

大专项，把青年科学家派驻到企业，把资金

和 资 源 配 置 到 企 业 ，确 立 了 企 业 主 体 并 主

导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三是体现了我省

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有益探索。围绕补

强“短板”、做强产业链、解决核心技术“缺

心少魂”问题，通过试点有效提升了我省新

兴产业和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综合

竞 争 力 ；通 过 试 点 ，充 分 发 挥 了 企 业 主 体 、

高校院所主力军和政府部门的协同引导作

用 ，统 一 指 向 经 济 建 设 主 战 场 ；通 过 试 点 ，

科 技 与 经 济 更 加 紧 密 地 结 合 在 一 起 ，真 正

实现了无缝对接。四是体现了领导干部亲

自动手、各地各部门合力抓创新、齐心抓落

实的良好氛围。形成了省政府领导亲力亲

为抓重点、各地各部门协同推进、狠抓落实

的强大合力和良好氛围。

为进一步支持省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加

强规范化管理，更好地发挥其在技术创新中的

“排头兵”作用，在广泛听取意见、多次修改完

善的基础上，浙江省科技厅会同有关部门，研

究起草的《浙江省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与管理

试行办法》将于近期出台。重点企业研究院建

设与管理中遵循的几个重要原则问题是：必须

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必须坚持严格条件、

择优支持；必须坚持统筹规划、合力推进；必须

坚持全程评价、动态管理。

这就给了浙江省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以

制度的保障。

2014 年 7 月 25 日，在新昌现场会上，浙江

省副省长毛光烈充满信心地说：“今年我们计

划再建设 100家左右的重点企业研究院……”

重点研究院建在企业

（上接第一版）
刘宝存说，“中国农业工作者的责任和难

度要比国外大得多，在国外可以搞轮作、休

耕，但在国内确保粮食持续增产，确保农民的

利益是首位的。”

“你既不能让农民的利益受影响，又不

能任由农民无节制施肥、低效施肥，因为过

量施肥造成的土壤问题最终还得由农民来

‘埋单’。”搞智能化肥在刘宝存看来既是科研

任务又是责任。

他主持的“新型肥料研制与产业化”课题

一举在国内实现了四个第一：第一个研制成

功 S 型包膜可控肥、第一个研制成功控释肥

连续化生产设备、第一个实现了包膜控释肥

产业化、第一个研制成功快速降解控释肥包

衣膜。

“相对于这些第一，我更看重的是农民施

肥模式的改变以及技术转化给农民带来的实

实在在的收益。”

研发一项技术，形成一个产业成了刘宝

存“履行”责任的一种形式。S 型包膜肥完成

小试、中试，实现了规模生产；与北京大兴区

留民营生态农场合作建设的沼液滴灌技术示

范工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两项国家发明

专利的沼液滴灌技术推广面积累计达 20000

余亩……

学术及成果转化上的成就并未让刘宝

存感到欣喜，农业面源污染的严重性让他意

识到单一的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量

的营养元素、农药等污染物从农田向水体迁

移扩散。

“必须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措施来解决这

些问题”。无论是被环保部、科技部“点将”还

是出于自己的强烈愿望，通过突破面源污染

控治的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相结合来破解农

业污染对环境的影响，成了刘宝存近十多年

不懈探索的课题。

2000 年，刘宝存在国内率先提出以延庆

县的 10 个乡镇为重点实施区域，开展北方有

效控制农村面源污染示范区示范工程，一搞

就是五年。

近 10 年来，作为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的首

席专家，刘宝存及其团队将研究领域从北方

地区延伸到太湖、滇池等 12 个湖库地区，又

从湖库转移到粮食主产区，攻克了多项农业

面源污染防控关键技术，建立了多种防控技

术模式。

“源头控制、过程调节、末端治理”的防控

理念一再被实践和应用，但在刘宝存看来，真

正根治面源污染尚任重而道远。

朱华：专注产业化的
“鱼专家”

很少有人像朱华一样，搞了近 20 多年的

科研，只研究一条鱼。

无论是大学毕业分配到远离北京市区的

小汤山汇瀛良种开发中心，还是如今成为北

京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朱华的研

究方向始终是鲟鱼繁育及养殖。

鲟鱼，一种大型经济鱼类，除熟知的中

华鲟外，还有二十五六个品种，可食用，还能

生产鱼子酱，近年来又发现有重要的药用价

值……

提起鲟鱼，朱华如数家珍的侃侃而谈与

其沉静斯文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然而

当看到他不停地摩挲着办公桌上的鲟鱼标本

时，感觉一切尽在情理之中。

“其实，一开始我对鲟鱼的认识是‘零’，

当时鱼场把 20 余尾价值不菲的西伯利亚鲟

鱼亲鱼交给我，仅仅因为我是学水产养殖

的。”养活这些鱼成了朱华“承担”的第一个

“课题”。

面对这么个未知领域，朱华只能边学边

摸索。终于，在 2000 年，朱华带领团队在全

国率先突破了西伯利亚鲟鱼的人工繁殖。

此后，又陆续突破了俄罗斯鲟等品种的人工

繁殖。

短暂的兴奋过后，朱华清楚的知道，能够

通过全人工繁殖提供苗种，仅仅算是起步，要

想产业化就必须要实现规模化人工繁殖和延

长供苗时间，而当时国内鲟鱼苗种还主要是

依赖进口和捕杀野生亲鱼。

“ 有 两 个 问 题 必 须 要 解 决 ：一 是 怎 么

能 让 人 工 养 殖 的 亲 鱼 性 腺 发 育 同 步 和 最

终 成 熟 ？ 二 是 能 不 能 反 季 节 繁 殖 甚 至 全

周年繁殖？”在朱华眼里，农民的难题就是

他的课题。

先是成功探索出了人工养殖条件下鲟鱼

生殖调控技术，解决了规模化提供苗种问题，

紧接着 2008 年，朱华又攻克了鲟鱼周年全人

工繁殖的难题，一举解决了养殖效益低和养

殖鲟鱼周期长两大产业化难题。也因此，“鱼

专家”成了养殖户对他的昵称。

朱华说：“我可以一个专利也没有，但不

能让养殖户遇到难题解决不了，让农民致富

是我做科研的最大动力。”

为了避免鲟鱼近亲繁殖，他开展了养殖

鲟鱼种群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并尝试着给亲

鱼装上芯片，记录不同亲鱼个体的种类、亲

缘关系等信息；为让农户养殖更多的母鱼，

实现既能繁殖，还可以生产鱼籽酱，创造更

多经济效益，他启动了全雌育种研究；针对

水资源紧张等问题，他开展了节水、高效养

殖技术研究……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鲟

鱼生产大国，养殖产量占世界 85%以上，可以

说鲟鱼养殖业的前景广阔，这也意味着我这

条‘鱼’还得做下去。”朱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