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项铮）2013 年，中国

有 27个省的首要死因是脑血管疾病，道路交

通伤害上升为中国所有省份死因的前十

位。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在京发布中国学者

对中国人均期望寿命、死亡原因和儿童死亡

率的研究。

该研究表明，同 1990 年相比，2013 年中

国各省出生期望寿命显著提高，其中西藏自

治区提高最多，达 14.2 岁。2013 年上海市的

期望寿命位列全国第一，其中男性期望寿命

为 80.2 岁，女性期望寿命为 85.2 岁，这与世

界上期望寿命最高的日本、法国等国相当。

专家认为这一现象与日益增长的 GDP 和孕

产妇教育有紧密联系。

此外，该研究还显示了各省主要死亡

原 因 。 1990 年 ，中 国 16 个 省 的 首 要 死 因

是 下 呼 吸 道 感 染 或 早 产 并 发 症 ，15 个 省

是 脑 血 管 疾 病 。 2013 年 ，中 国 有 27 个 省

的首要死因是脑血管疾病，5 个省是缺血

性心脏病，道路交通伤害上升为中国所有

省份死因的前十位。在南部和西部一些

省份，比如云南省由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死

亡率非常低，由吸烟和空气污染导致的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云南省的首要死亡原

因，而我国北部省份的主要死亡原因是心

脏病。

这项研究是中美两国学者共同参与的

全球疾病负担项目，由华盛顿大学健康测

量与评价中心牵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协作进行。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最近一期的《柳叶刀》

杂志上。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表示，过去

30年，中国经历了明显的流行病和人口学转

变，然而省级水平的转变不清楚，该研究及

时、准确地了解中国省级疾病负担，对因地

制宜制定卫生政策非常重要。

脑血管疾病成国人主要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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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连续刚构柔性拱组合桥的宜昌长江

大桥，助中国最难修的山区铁路——宜万铁

路跨越长江天险；

世 界 最 大 跨 度 钢 箱 混 合 梁 铁 路 斜 拉

桥 ——宁波铁路枢纽北环线甬江特大桥，主

跨 468 米一跨过江，满足甬江 3000 吨海轮的

通航和防洪要求；

主跨 160米、单个转体桥梁重 1.68万吨的

“亚洲第一重转体桥梁”——沪杭客专跨沪杭

高速特大拱桥，转体 30 度后成功合龙。在 68

分钟的施工过程中，桥下沪杭高速公路车流

畅通，交通未受影响；

超大型桥建合一综合结构体系，让武汉

火车站跻身“全球最美建筑”，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我国最大跨度的公路钢桁拱桥——珠海

横琴二桥，打通横琴新区对外交通瓶颈，像竖

琴横卧水面，与横琴地名暗合，银白色的拱肋

远看又如低飞海鸟，寓示着珠海的勃勃生机，

建成后将成为珠海地标。

这些桥梁的缔造者，就是新近在武汉成

立的中铁建大桥设计研究院。它的主体铁四

院桥梁处始建于 1953 年，历经 60 余年创新与

发展，将“诚信创新永恒，精品人品同在”的核

心价值观持续积淀，接力传承并不断升华，成

为铁四院桥梁专业成长、跨越、致远的强劲原

动力。

业绩骄人：设计完成了中
国高铁桥梁总长度的60%以上

伴随着中国高铁的不断开通，一组数字

惹人注目：武广高铁，桥梁占比 42.%；京沪高

铁徐沪段，桥梁占比 83%；沪杭高铁，92%；广

珠城际，95%！高桥竞秀，大道磅礴——可以

说，是一座座桥梁，托起腾飞的中国高铁！

在高铁建设的热潮中，铁四院桥梁人找

到了施展才艺的舞台。一座座建成通车的桥

梁身上，四院标准的份量越来越重，响当当的

“四院设计”成为桥梁工程师们献给祖国的最

好礼物。

2008 年至 2014 年，铁四院每年设计的各

阶段高速铁路桥梁长度平均在 3000 公里以

上，累计设计桥梁长度达 25344 公里，其中

2008年和 2010年仅施工图桥梁设计长度就达

到历史最高的 2000公里。

完成了以京沪、武广等高铁为代表的中

国高铁桥梁技术标准研究和设计，构建了

高铁桥梁设计技术管理体系，创造了一批

知名桥梁品牌，设计完成了中国高铁桥梁

总长度的 60%以上，获国家级奖 18 项，专利

授权 104 项。

近年来，在“一主两翼”的战略指导下，

铁四院桥梁专业承揽了大批城市轨道交通、

公路市政桥梁勘察设计，在自揽经营和工程

总承包方面取得良好业绩。先后完成了湘潭

湘江四桥、福州市尤溪洲闽江大桥、珠海横琴

二桥，重庆中渡长江大桥等大型桥梁设计，参

与武汉、南京、广州、昆明等众多城市的轨道

交通和地铁项目设计，创作了众多“行业领

先、享誉中外”的精品工程。

科技创新：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

在科技梦助推中国梦的进程中，铁四院

桥梁专业矢志不渝坚持科技创新、管理创新，

首创了诸多桥梁结构类型，在复杂山区铁路

的高桥、大跨度组合结构桥等桥梁的设计水

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已设计完成了各种结构

桥梁种类达到 100余种，结构类型或跨度均为

全国之最。2014年，铁四院《建设世界一流高

速铁路桥梁的设计技术管理》获“国家级企业

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铁四院桥梁人一直孜孜不倦追求着桥梁

品牌的打造。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们在路

内率先开展了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设

计研究，1988年，国内首座双线铁路预应力混

凝土单箱双室变截面连续梁在京广复线白面

石武水大桥建成。该桥主跨 64 米，实现了铁

路在大于 32米标准简支梁跨度时预应力混凝

土连续梁运用的突破。

此后，铁四院连续梁设计技术日新月异，

1994年广深线准高速铁路石龙大桥，主跨 3孔

72 米双线部分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是当时

我国同类型桥梁中的最大跨度，荣获国家鲁

班奖、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

三等奖；2007 年开工的杭州钱江铁路新桥采

用（45+65+14×80+65+45）m 单箱三室预应

力混凝土连续梁，是国内外联长最长的四线

铁路连续梁桥。

新世纪以来，铁四院的桥梁水平在关键

技术的攻关中不断成长。一座座大桥的建

成，不仅收获了高品质的桥梁实体，还带动了

铁四院桥梁专业的标准规范、计算理论、结论

分析、模型实验等方面的长足进步，四院桥梁

专业不断在国内摘取桂冠。

为了适应高标准铁路对桥梁结构受力和

变形的要求，铁四院桥梁人创造性的将不同结

构体系结合为整体，形成连续梁拱、斜拉刚构、

V构拱、连续刚构拱、刚架系杆拱组合桥等近十

种组合体系桥式。由于其较大的跨越能力、较

小的结构高度、优美的外形，迅速成为高速铁

路跨越高等级公路及航道的首选桥型之一，在

我国高速铁路桥梁建设中得到了广泛采用。

桥梁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设计手段的进

步。近年来，铁四院桥梁处自主开发铁路桥

梁 CAD系统和铁路涵洞 CAD系统、铁路桥梁

工程师、铁路框架程序、桥涵 GPS测量系统等

优秀的设计出图软件，极大提高了设计效率。

文化传承：薪火相传谱华章

60余年来，从“南攻衡广，中取华东，北战

徐连”，到“快出图、出好图，决战京九建设当

尖兵”，从“争当跨世纪铁路先锋”到“抓住新

机遇，实现新发展”，铁四院桥梁人在一次次

铁路建设高潮中，经历着一次次严峻考验。

道道关隘，重重险滩，使“诚信，创新，敬业，包

容”的四院精神，在劳动和创造中得到升华和

发展，把四院桥梁人的抢抓意识、务实作风和

创新精神锤炼得越发鲜亮。

桥梁精神，是穿草丛，踏沼泽，划皮艇过

江河的敬业；是挑灯夜战，保质保量，对业主

负责的诚信；是体现在每一张图纸、每一个尺

寸标注的严谨，是面对江河山川，敢言跨越的

勇气。60余年来，四院桥梁人同风共雨，将桥

梁精神的内涵不断拓展到新的疆界，用桥梁

人“扛得了，顶得住，挺得起”的坚毅表情，凝

聚起缔造明天的深厚力量。

上世纪 50 年代，桥梁人扛着仪器穿行在

比人还高的茅草丛，脚下，是冰冷的沼泽；

60—70年代，他们在川汉线崇山峻岭中草测，

进行薄壁高墩技术攻关，以苦为乐，尽情挥洒

青春和汗水；80年代，他们用手摇计算机和计

算器等简陋的工具完成了铁四院第一座连续

梁桥的设计；90 年代，他们积极响应“甩掉图

板跨世纪”，为设计实现计算和绘图微机化做

着不懈努力。新的世纪，他们与时俱进，托起

高速铁路在祖国大地风驰电掣，并在传统项

目之外，开辟出了全新的领域。一座座拔地

而起的桥梁，仿佛是四院桥梁人一脉相承的

一种象征。

60 余年的积累和沉淀，为新成立的中铁

建大桥设计研究院转型升级、再创辉煌打下

了坚实基础。依托优势资源，以桥梁勘察设

计为主营业务，发展相关多元业务——中铁

建大桥设计研究院将继续保持铁路桥梁设计

综合技术的领先地位，做强做大市政桥梁、公

路桥梁、轨道交通桥梁业务，拓展咨询、监理

和桥梁健康检测、诊治加固业务，进一步开拓

桥梁设计施工总承包市场，适时适度发展桥

梁产品制造业，加快海外业务拓展，全力推进

专家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成为专业技术一流、

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专业桥梁设计研究咨

询企业。

一座好的桥梁，应该同时具备安全性、实

用性、经济性和美观性。它们在风雨云涛中

贯通南北，在虹霓霁色中静默不语。

为中国造好的桥梁
——解码中铁建大桥设计研究院技术原动力

诗 轩

宜万铁路宜昌长江特大桥宜万铁路宜昌长江特大桥

宁波枢纽甬江特大桥宁波枢纽甬江特大桥

秋季润肺食杏仁
秋季是食杏仁的大好时节，杏仁

有止咳、润肺作用，适合应对秋季咳嗽

症状，起到降气止咳平喘的作用。从

现代营养学角度分析，杏仁属于坚果，

有益于心脏健康。杏仁的营养价值

高，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及

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苦杏仁所含维

生素 B2对舌炎、口角炎有较好的辅助

治疗作用。较丰富的 B17能降血脂、防

癌、抗癌。最新医学研究表明，甜杏仁

能促进皮肤微循环，使皮肤红润光泽，

具有美容的功效。

2015年，“海淘”带火了一种叫“大麦若叶

青汁”的保健食品。几乎所有日本代购商的

店铺里，都能看到青汁产品的身影。卖家宣

传其有排毒、平衡酸碱体质、减肥等功效，尤

其受到部分年轻女性的追捧。

记者从朋友处要来一小袋购自日本的“大

麦若叶青汁”，拆开包装，里面是抹茶粉状的绿

色粉末，用开水冲泡后，一股浓重的草味扑鼻

而来，入口有海苔味，但绝对谈不上好喝。从

购买评价看，买家们也纷纷表示，青汁的滋味

实在“难以言喻”，但看起来的确健康味十足。

青汁真有诸多神奇功效吗？记者为此采

访了植物分子生物学、食品科学专业的相关

专家。

排毒本身就是伪概念

网上资料显示，青汁是以大麦嫩叶、甘薯

嫩叶、甘蓝嫩叶以及青桔等天然绿色植物所榨

成的汁，或以此加工的超微粉末所冲调的饮

品。其排毒的作用原理是利用其中富含的食

物纤维排除肠道内毒素；利用叶绿素净化血

液、消炎杀菌、排除重金属和药物毒素；利用

SOD等活性酶排解农药、化学毒素；用钙、钾等

大量矿物质碱性离子中和体内酸性毒素。

这种作用原理其实并无科学性可言。科

普作者、植物分子生物学博士“飞雪之灵”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青汁本质上是干燥后的菜

汁，或是直接将植物组织干燥粉碎后的产

物。若是干燥的菜汁，那么其本身并不含有

纤维成分，尤其是粗纤维。植物榨汁获取的

主要是细胞内的液态内容物，而植物组织的

纤维成分则主要来自于构成细胞外围骨架的

细胞壁，在榨汁过程中以渣的形式存在。从

宣传资料描述的制备方式来看，青汁实际上

是排除了植物组织中的水分和粗纤维成分

后，其他剩余组分的干制品。因此利用食物

纤维排除肠道内毒素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如

果青汁是植物组织的粉碎产物，那么其纤维

含量也与普通蔬菜一致，且从物质守恒角度

来看，宣传中所谓 1 袋 3g 青汁粉相当于 350g

新鲜无农药绿叶蔬菜涉及虚假宣传。”

“飞雪之灵”提醒消费者，排毒其实是一

个被商家炒作的伪概念。所谓毒素本身指代

就很宽泛，是对人体代谢废物和有毒物质的

统称。“人体本身就有肝脏这个最大的解毒器

官，因此根本无需‘排毒’。如果体内真的有

连肝脏都无法分解的有毒物质，那吃什么排

毒产品都不管用，只能及时就医。”

人体酸碱度不能被饮食
改变

在众多售卖青汁的网店商品页面，都能

看到“喝青汁能改善人体酸碱度”的宣传。这

种宣传靠谱吗？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系

食品工程专业博士、科学松鼠会成员“云无

心”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人体酸

碱性这个命题也是一个伪概念。营养学上确

实有将食物分成酸性、碱性的说法，但人体酸

碱性几乎不能被任何食物改变。”

“云无心”告诉记者，他曾撰文《酸碱食物

的传说与真相》澄清这个概念。他说，血液是

一种缓冲溶液，它不停地循环，在肺部进行氧

气与二氧化碳的交换。不管加入酸还是碱，

血液中的氢离子浓度都不改变，pH 值也不会

改变。而且，肾脏也会对血液进行过滤。这

些作用机理把血液的 pH 值控制在了 7.35 到

7.45 的精确范围。我们常吃的食物，哪怕是

连喝几瓶酸性饮料，也会被“缓冲”掉而不至

于会把血液变成酸性。

“不管是酸性食物还是碱性食物，在正常

人的饮食范围内都不会改变血液的酸碱性。”

“云无心”指出，1930 年代就有学术论文探讨

过此事。橘子、牛奶、香蕉都是典型的碱性食

品，一次性地分别喝下一升橘子汁或者牛奶，

或者吃下一斤香蕉，没有观察到血液 pH 值发

生变化。而吃下近一斤肉，四位实验者中有

三位的血液 pH 值没有发生变化，另一位发生

的些许变化也很快恢复了。

“云无心”提醒消费者，人体有一个精密

而稳定的酸碱调节系统，“任何宣称通过吃

某种食物能改变人体酸碱度都是一种虚假

宣传”。

喝青汁不如直接吃蔬菜

“日本著名艺人船越英一郎曾透露自己

每天都会喝一杯青汁。也有一些日本艺人在

出美容书时表示，每天喝一杯青汁就像必修

课一样。”一篇题为《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

青汁》的宣传文章这样写道。

对于这样的说法，“飞雪之灵”表示，青汁

只是一种饮品，充其量也就是营养补充剂的

一种，能够提供的只是少量叶绿素、蛋白质、

植物可溶性次生代谢产物和矿物质成分，其

营养成分比不上直接压榨的菜汁，更不如普

通蔬菜。对于不爱吃蔬菜的人来说，喝青汁

的确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营养作用。但青汁

并不能完全代替蔬菜，因为青汁粉在制作过

程中几乎丧失了所有植物原本具有的粗纤维

成分。如果完全用青汁代替蔬菜，会造成粗

纤维组分摄入不足，长此以往，会引起消化道

等问题。此外，营养的不均衡也是青汁的一

大缺陷，对营养品质需求较高的老人、小孩和

孕妇，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至于治疗便秘、减肥美容等其他功效，

“飞雪之灵”说：“治疗和改善便秘，一个重要

的预防途径是对粗纤维成分的摄入，而青汁

的粗纤维含量极少，根本无法缓解便秘，更谈

不上治疗。至于减肥，如果以青汁代替正常

饮食，或许有可能会因为热量摄入不足而造

成体重减轻的假象，但这会造成营养摄入失

衡，更不利于健康。”

青汁在日本真有那么火吗？记者向在日

本某学校教书的朋友咨询了青汁在日本的普

及和销售情况，小范围调查显示，这位朋友学

校里的同事大多表示“没听过青汁”“没喝过

这种东西”。另一位做日本代购的中国留学

生也告诉记者，“购买大麦若叶青汁的基本上

都是中国人”。

近来，一种叫“大麦青汁”的保健食品火了，购物网站上随手一搜，就有上千家
销售青汁产品的店铺。请关注——

大麦青汁，排毒“良药”还是健康炒作？
本报记者 陈 莹

■画中有话

■给您提个醒

“双十一”临近，由山东省邹平县一群 80后、90后青年创建的
“魔豆商城网”电商团队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图为一名消费者通
过手机进行二维码扫描订餐。 新华社发（董乃德摄）

柿饼比柿子更养人
又是柿子上市的季节，各种柿子

争芳斗艳。柿子营养丰富，含有蔗糖、

葡萄糖、果糖、钙、磷、铁、各种维生素

及微量元素。

柿饼是将柿子去皮，在阳光下自

然风干晾制而成。总体而言，柿饼的

营养比柿子更好，许多营养素，包括膳

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都比柿子

高。每 100克新鲜柿子中含钙 9毫克，

而柿饼中则有 54 毫克；新鲜柿子中铁

含量为 9 毫克，而柿饼为 21 毫克。柿

子加工成柿饼后，维生素 A 含量也由

20微克增加到 48微克。不过，维生素

C 会有损失。另外，柿饼比柿子更安

全，新鲜柿子的皮里含有大量鞣酸，而

柿饼已经去除。柿子表面的白霜是在

制作过程中析出的糖类物质，可以治

疗咽喉干痛、口舌生疮、肺热等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