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 2 日闭幕的中国儿科发展国际论坛上了解到，由国

家儿童医学中心牵头组织，我国验血等检验指标“儿童版”正在

抓紧研究，预计 2018年底前出台相关标准。

为期 3 天的中国儿科发展国际论坛上，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负责人、首都医科大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国家儿童

医学中心正牵头开展“建立中国儿童临床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

间”项目，2018 年底将出台我国“儿童版”检验指标参考区间，

“将提高儿科疾病诊断的正确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国儿童健

康状态的评估标准。”

据介绍，该项目将联合全国 20 余家儿童医院及综合医院，

覆盖 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南、西

南、华东 6 个地区开展多中心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将分 7 个年

龄层次建立 31项适合 0至 19岁常规检验项目的参考区间。

倪鑫说，由于儿童生长发育的自身特点，儿童在不同发育阶

段的实验室指标参考区间存在明显差异。目前，我国检验指标

参考区间尚无儿童标准，大多引用国外儿童或国内成人标准，存

在一定的医疗和用药风险。近年来，国家卫计委通过卫生行业

标准的形式相继公布了一系列针对成人的临床常用检验指标的

参考区间，但适用于儿童的相关标准仍属空白，迫切需要组织开

展相关研究。 （据新华社）

我国正研究建立
验血等检验指标“儿童版”

“草莓中富含抗氧化成分，冻干后抗癌有效性增加 10 倍”

“孩子吃了牛奶竟丧命”，这些看起来很“雷人”的养生信息其实

是无出处、无依据、无时间的“三无产品”。为了帮助公众从海量

信息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权威信息，国家卫计委日前召开新闻

发布会，指导公众采用有效方式获取真实的养生信息。

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介绍，统计显示 2015 年我

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为 10.25％，处于较低水平。目前 18 岁

及以上成人超重率为 30％，居民脂肪摄入过多，食盐摄入量过

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居民健康，同时不少人缺乏

获取健康养生信息的有效渠道。为此，国家卫计委相关专家

通过文献检索，结合现场调研，并组织研讨，形成了《公众识别

与利用网络健康信息建议》。“我们希望公众利用这样一套工

具，对网络养生信息进行初步的识别和判断。”

“我们核实了大量媒体上发布的所谓养生科普信息，发现

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来源不明”。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宋

军表示，当前，网络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

渠道。但是互联网上有许多养生信息是道听途说和主观杜撰

的。还有一些信息逻辑混乱，或者片面夸大某种物质的影响

等等。这些存在误区和盲区的信息，轻则误导受众，重则威胁

公众的生命与健康。

如何甄别养生信息的真实性？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研究员

解瑞谦介绍，包括三个方面：刊登该信息的平台是否可靠，养

生信息本身是否可信，以及如何利用好这种养生信息。判断

信息平台是否可靠有四点：一是查看网站和社交媒体所属的

机构是否有信誉。二是查看网站信息是否有专业人士进行审

核把关。三是查看网站和社交媒体中的养生信息有没有违背

常理，比如包治百病之类的表述，就明显违背常识。四是判断

网站和社交媒体有没有推销产品的倾向。 （据新华社）

如何甄别养生信息真假
国家卫计委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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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淘保健品海淘保健品
砸了银子难有保障砸了银子难有保障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政能量

相信“海淘”一词对于大部分网购族来讲，绝不

陌生，那些不满足于国内商品的淘客，逐渐将目光

转向了国外的电商平台，越来越多的“海淘控”热衷

于从海外代购药品及保健品。

虽然境外的药品和保健品凭着坊间“疗效好，

副作用小”深入人心，但到底质量如何、是否安全等

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另外，通过海淘方式购买的保

健品，要想海外维权，也可谓难上加难。

近 年 来 ，从 事 药 品 和 保 健 品 代 购 的 商 家 逐

渐增多。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的数据显

示，2014 年中国内地“海淘族”规模已达到 1800

万。预计到 2018 年，中国的“海淘族”人数将达到

3560万人。

有调查显示，海淘药品和保健品的来源渠道主

要有三种：一是国外一级代理商通过 EMS邮寄；二

是直接从国外药店网站购买；三是国外个人代购后

邮寄，通常为同学、朋友或生意伙伴。其中，海淘药

品主要集中在三种类型：一是治疗肿瘤药品，如印

度产的抗癌药物易瑞沙、特罗凯等；二是儿童用药，

德国产沐舒坦口服液、儿童果味止咳糖浆等；三是

减肥类药物。

“海外代购保健品和药品分跨境电商和海淘两

种，和代购奢侈品是一个概念。”中国营养保健食品

协会秘书长刘学聪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相对而言，跨境电商起码还有电商平台，质量安

全还有些保障，而海淘就不太靠谱了，尤其是在网

上直接购买的就更加没有保障了。“海外代购保健

品和药品之所以这么火，和国内消费者认为国外的

保健品和药品更安全有关。”

“海外代购保健品，老百姓要睁大眼睛。”全国

人大代表姚鹃说，普通老百姓不具备专业知识和辨

别能力，以为欧美发达国家在食品药品监管方面比

较严厉，吃起来更放心，其实未必。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 76 条规定，进口保

健品，应当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然而，

海外代购保健品实际上是国外的膳食补充剂，进入

国内市场没有经过保健品审批，也没有经过任何医

学上的临床试验。对此，姚鹃建议将进口膳食补充

剂纳入保健品管理，加大对电商平台的监管，禁止

海外邮寄未经注册和备案的海外膳食补充剂。

“国人海淘药品带来的巨大市场，对药品监管

部门和国内药企而言，无疑是机遇与激励。”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副院长陶红

兵教授表示，当前海淘药市场的热度不减，直指国

内药品供应短板。陶红兵呼吁，应加快新药审批。

“让老百姓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买到所需药品。”

代购保健品成海淘新宠

对于国外药品进口的监管，我国法律有严格的

规定。未经批准进口、销售的药品，均以假药论处，

而不论药品在海外真假如何，为他人代购或自行在

网上销售可能构成犯罪。据刘学聪介绍，未通过我

国药监、质检部门检验、测试、评估的“洋药”，其疗

效、不良反应无法为我国医疗部门掌握，盲目使用可

能对公民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不可估计的影响。

合理地使用保健食品，正确地选择保健食品，

这样才能防止少上当。“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标示

‘蓝帽子’及注册证号的才是保健食品，进口保健食

品也不例外。”刘学聪表示，有些国外的膳食补充剂

进入中国市场后，取得的是普通 QS 标志，但却和

保健食品混淆在一起。相比之下，国内的保健食

品，必须要通过食药监局的批准，戴上“蓝帽子”标

志才可以上市。进口保健品进入中国市场前，也需

要到食药监总局申请注册。“从这点上来说，国内的

保健食品检查反而更加严格。”

为了防止购买假冒保健品，消费者应该加强保

健品方面的相关知识。选购进口保健品时，首先查

看有没有“蓝帽子”，有没有国食健字批号；其次应

注意产品是否有商标、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有效日

期等保健食品标准要求等；此外，还可以上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进行查询。而购买进

口食品和保健品时，一定要索取发票，一旦发现商

品有问题，可以通过这些凭证找商家维权。

对于海淘保健品的风险，华诚律师事务所的赵

晶律师认为的确不容忽视。因为海外代购链条长、

跨国境，缺乏有效监管，代购商品真假难辨、售后服

务无保障等问题始终困扰着消费者。“近几年，此类

纠纷案件也很常见。”赵晶律师表示，通过非正规渠

道购买药品与保健品，特别是海外代购或从国外网

站购买存在安全隐患。如果最后真遇到问题，维权

成本会非常高。

对此，律师呼吁，在海淘时消费者要更加注重

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要选择实力较强的大

型交易平台。其次，要注重所购商品的售后、维权

渠道。而对于一些非法渠道购买的境外药品和保

健品，使用时一定要谨慎。

最好认准“蓝帽子”

新华社记者 姜辰蓉 陈 聪

海外保健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缘于其身上的

“纯天然”“无副作用”等标签。和国内消费者不太

信任国内的保健品，认为国外保健品更安全有关。

从早前的营养钙片、维生素片等，再到如今的酵素、

葡萄籽、睡眠片，各种“高大上”的进口保健品被国

人竞相追捧。

在某药店里，记者看到一款美国进口的安美氏

品牌保健品，包括各种维生素、鱼油、营养片等，药

店销售人员称都是正规途径进口，品质有保证。“这

是厂家针对亚洲人体质研发的产品，与美国本土销

售的产品相比，亚洲市场的产品营养成分含量是不

一样的。”销售人员说。而在另一家药店里，记者询

勿盲目追捧“纯进口”保健品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丽丽）《美国医学会杂志》日前全文在

线发表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和主任医师刘志顺

牵头完成的《电针对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漏尿量疗效的随机临床

试验》研究成果。该文通过 500 余例随机临床试验研究证实了

电针腰骶部两个穴位就能有效地控制女性压力性尿失禁。

压力性尿失禁是在体力活动、咳嗽、打喷嚏时引起的不自

主漏尿的状态，造成患者严重的心理负担与生活质量下降。

2017 年美国泌尿学会的临床指南报道，该病的发病率高达

49%。目前推荐的主要保守治疗方法是盆底肌训练，严重者需

要手术治疗。既往临床研究显示，针刺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

禁有一定效果，但囿于临床研究样本量小、研究质量不高等原

因，针刺的效果和安全性尚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

“研究得到了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的支持。”刘保延

说，科研人员把504例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随机分为电针组和

假电针组（各252例），分别接受电针双侧中髎穴、会阳穴和假电针

不少于6周18次的治疗。结果显示，电针治疗6周，可显著降低压

力性尿失禁患者漏尿量，停止治疗后，疗效可持续24周。

电针疗法可有效
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

“西瓜打针”“螃蟹注胶”“蔬果染色”……夏日

炎炎，生鲜美食广受欢迎，但朋友圈里的生鲜食品

谣言却开始新一轮传播，不但使行业损失惨重，也

造成消费者“舌尖上的焦虑”。

正在进行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上，食品安

全领域专家通过讲原理、做实验，为公众详细“掰

谎”，为生鲜美食洗刷“冤情”。

生鲜“洗冤录”：“打针西
瓜”实际中难操作

西瓜成为夏日里老百姓消暑必备，然而“西瓜

打针变甜”的说法却屡屡给消费者造成困扰。

对此，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钟

凯在食品安全宣传周科学实验展现场开始实验：一

手按住一个西瓜，一手拿着吸满蓝色墨水的针筒，用

力往西瓜里推墨水。但当针筒里的墨水刚刚被推进

西瓜里时，蓝色墨水竟顺着针眼流了出来。

“通过打针让西瓜变甜，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实

现的。”钟凯在实验后指出，有时候我们看到在西

瓜中有一些纤维状物质，这实际上是由于授粉、自

然发育等原因产生的正常现象，并不是西瓜中被

注入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首先，西瓜皮虽然较硬，但是西瓜瓤是很脆

弱的，瓜内部又是一个封闭的环境。通过实验可

以看到，向西瓜内部用针筒注水，不仅要用很大

劲，水也马上就会冒出来。注水的压力还会把瓜

瓤压碎。同时，针眼会让细菌进入西瓜内部，这样

的瓜存放不了一天就坏了。商家注了水卖不出

去，岂不是得不偿失。”

对于曾经在网络上流传的“螃蟹注胶增重”谣

言，钟凯也进行了驳斥。他说，人们看到的螃蟹表

面的小孔，并不是螃蟹被打了针，而是螃蟹在运输

过程中互相挤压造成的。“螃蟹如果打针受伤，很

容易死的。若给螃蟹打针增重，根本放不了多长

时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总顾问陈君石也带领团队通过现场实验，驳斥

了杨梅、樱桃等“水洗掉色，蔬果染色”的谣言。“我

们经常会听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是被染了色’的

谣言，实际是果蔬中富含的花青素使其呈现出颜

色；它是多酚类物质，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很有益

处。”陈君石说。

谣言“猛于虎”：造谣动动
嘴，辟谣磨破嘴

近年来，我国生鲜食品业几成谣言袭扰的“重

灾区”。2016 年以来，从“樱桃核仁含氰化物”“胶

水拼接牛排”到“浑身是虫的皮皮虾”，生鲜食品谣

言借助视频剪辑病毒式疯转，令生鲜企业，还有大

批农户、养殖户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业内人士指出，有些生鲜谣言毫无事实依据

和基本的科学逻辑，有些看似基于一定的事实基

础，但却对事实“移花接木”，或把个体问题演绎

成普遍性问题。看似不起眼的谣言，经过社交网

络平台四处传播，对整个生鲜产业造成损害，让

生鲜产业陷入“谣言动动嘴，辟谣跑断腿”的尴尬

境地。

“我认为，谣言给消费者心理造成的损失，远

远超过行业的经济损失。消费者的信心一旦丧

失，受影响的是对行业的信任和政府的公信力，这

个损失不可估量。”陈君石表示。

钟凯也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一路向好，但

是很多老百姓还会有“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

的感觉，这就是来自谣言泛滥造成的误解。谣言

造成了企业的经济损失、政府公信力的损失，经过

连锁效应，最终成本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舌尖焦虑”不再来？辟
谣、科普、共治一个不能少

如何让老百姓告别“舌尖上的焦虑”？陈君石

指出，从根本上减少谣言，不能仅靠不断的辟谣，

也要寄希望于老百姓掌握更多的食品安全知识，

不断提高公众的科学知识水平。

陈君石指出：“老百姓容易被谣言误导，关键

在于食品安全领域信息的不对称。这就需要搭建

一个平台，把科学家、媒体和企业都纳入其中，及

时传播正确的食品安全知识和信息，填补信息真

空地带，及时满足公众的需求。”

钟凯也表示，治理舌尖谣言，首先需要传播科

学的声音，减少公众误解，重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

信心。同时，也要致力于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发

展：“从政府层面来讲，要努力增加工作透明度，以

主动公布的姿态，接受社会监督，这有助于重建公

众信心。”

钟凯还指出，有关部门应从法律上、政策上健

全机制，让造谣者能够受到惩戒。“不能说造了谣

被抓住了，道个歉就没事了，要建立法律机制，让

说话的人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

颜江瑛强调，食药监总局加大了对食品谣言制造

者、传播者的惩处力度，此前“塑料紫菜”等涉谣者

已得到严惩。她表示，食药监总局将推动建立社

会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让政府部门、专

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形成合

力，“五位一体”击碎谣言，共同织密甄别、抵制谣

言的免疫网。

“舌尖上的焦虑”怎么治

医学界问了同一品牌的保健品，得到的回答却大相径庭：

“又不是西药，进口保健品不存在体质差异和用量

不一样的问题。”

记者发现这些进口保健品的含量成分说明，除

了一些简单的 Vc 等成分外，普通消费者很难弄明

白专业的成分说明。然而消费者余女士却透露在

购买保健品时，最信赖的就是“纯进口”。在她看

来，国外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的监管要比国内严，

所以比较放心。

保健品市场鱼目混珠，市民在选购时一定要谨

慎，特别是海淘境外保健品更需留心。“目前，每个

国家的保健食品都是依据其本国人的体质、营养状

况生产的，不可盲目追捧‘纯进口’。”刘学聪认为，

保健食品不是普通的食品，每个国家的都有其自己

的特点，是依据其本国人的体质、营养状况而制定

生产的，其中对于营养素的标准，三大营养素和能

量需要量的界定就存在量的不同，因此对于中国人

特有的体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使用，随便选用不

一定科学。

因此建议“海淘族”，首先要先辨别不同类型的

保健食品，是否有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其次，如果

是单纯的营养补充剂，严格按照说明书正常服用食

用风险比较小；如果是针对某种疾病的保健品，如

针对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使用不当还可能产

生副作用，因此要看清其成分、适应症等，切不要随

便服用。

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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