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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新闻

味食创鲜

行业快讯

治疗手册

□ 本报记者 李 颖

食品安全

细胞医学是人类健康的追求目标，是

医学领域一致公认的发展方向。2012 年

诺贝尔医学奖获奖者约翰·伯兰特·格登

爵士因其在细胞核重组研究领域的杰出

贡献而获此殊荣。

“自体细胞组织再生”技术获奖

美国法珀赛尔公司是全球生物科技

卓越的领导者，是一家在纳斯达克和纽交

所主板上市企业，在自体细胞研发、临床、

医疗、生产、美学应用、产业法规制定等领

域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研发的“自体

细胞组织再生疗法”在生物医学领域被认

为是一次创新革命。该技术是全球生物

细胞行业目前获得 FDA认证的技术，可治

疗并恢复肌体十年以上青春的高科技产

品，拥有解决人体颈纹、法令纹的有效手

段，被科学家评为全球较为安全、有效、稳

定、无毒的高科技产品。

利用成纤维细胞创新生物制品

LAVIV是法珀赛尔公司研发的自体

成纤维细胞再生技术，历经 18年的研发和

应用，目前全球已超过 14000 人使用该技

术，并取得了理想的细胞治疗效果。该技

术是从人体自身耳后皮肤真皮层内，提取

人体自身成纤维细胞，通过运用法珀赛尔

独有的“细胞增量培殖再生技术”，将该细

胞 进 行 扩 容 ，扩 容 后 的 细 胞 悬 液 冻 存

在-196℃的液氮罐内，需解冻后配制注射

制剂，再注射回自身需要改善皱纹的皮肤

真皮层内。第一次注射与第二次注射间

隔 3 个月，自第一次注射 60 天后，皱纹逐

步消除，效果持续显现，还可进行后续保

养跟进，使皮肤达到内外兼修的效果，从

而达到改善皱纹并且长期保持达 10 年以

上的效果。

LAVIV（该技术专利名称 azficel-T）

完全利用人体自身的细胞培养而成，不添

加任何有害化学制剂、不添加任何化学填

充物。这是一项顶尖的、获得 FDA 认证、

拥有众多国际专利的细胞生物技术产品。

多项专利支持市场化应用

LAVIV2011 年 6 月 21 日 获 得 美 国

FDA认证，是目前全球唯一由 FDA认证的

自体细胞生物疗法。

法珀赛尔公司与中国卫生部直属的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紧密合作，联合成立吴

阶平转换医学中心，并与中国科技大学及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进行强强联手。

中国生物医学专家权威评估认证指

出，自体成纤维细胞再生技术安全、有效、

稳定、无毒，为国家卫生部高端生物医学

技术推广项目。

法珀赛尔公司目前拥有生物领域顶

尖 的 细 胞 实 验 室 ，是 经 过 FDA 和 美 国

CGMP双重认证的高标准生物实验室。培

养基地融合基因工程、蛋白工程、体外培

养、生物冷冻复苏技术以及靶向定点注射

等先进工艺生产技术，拥有全球最新先进

仪器设备，如百级无菌操作平台、封闭无菌

培养室、程序降温冷冻及复苏系统，国际规

范化的检验标准以及独家的国际标准操作

流程。细胞工厂涵盖细胞培殖从仓储、生

产到质量检验的全部过程。

法珀赛尔在中国落地，将对我国成纤

维细胞研究领域的科技创新做出指导和开

拓，并将为中国市场带来更多的产品应用。

法珀赛尔创新细胞治疗技术获得应用
□ 本报记者 何建昆

本版与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合办

2013 年最有名的卒中患者是英国首相

撒切尔夫人，她在 4月 8日因为卒中去世。

“从卒中病例上可以看到，无论卒中的

病人自己多坚强，自己有多高的社会地位，

自己有多高的威望，在‘卒中’两个字面前

都是不堪一击的。”中华预防医学会卒中预

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

主任王拥军教授表示，卒中对任何人的机

会都是一样的，无论你现在多有钱和多年

轻，身份有多高，未来都有 1/6 的几率会跟

它连在一起。

10月 29日是第 8个“世界卒中日”，宣传

主题是“预防脑卒中，从今天开始”。

老年病青睐年轻人

最新数据显示，全世界每 6 秒钟会有 1

人死于卒中，全世界得卒中病的人一共 620

万人，620万人中有 170万在中国。

“卒中是穷人的病，不是富人的病。”王

拥军教授透露，对中国来讲，在同样危险因

素 下 ，得 中 风 的 机 会 是 心 脏 病 机 会 的 两

倍。“在都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情况下，在中

国更多人是得脑部的病，白人更多是得心

脏病。”

一个人一生有 1/6 的几率会患卒中，而

且卒中现在在全世界都有年轻化趋势，至少

有 10%以上卒中病人是年轻人。“现代人生

活质量好了，吃得多、吃得好，而运动比较

少，这导致以前多发于老年人的慢性病出现

了年轻化趋势。”王拥军教授举例说，以前卒

中多发于六七十岁的老人，现在 40 多岁的

患者也常见，并且还有增长趋势。

临床研究表明，心脑血管病的年轻化，

除遗传因素外，还与中青年人工作压力过

大、生活方式不良等因素有关，喝酒、抽烟、

熬夜、缺乏锻炼等都是公认的损伤身体的生

活方式。

“在医院看到的病人中，越年轻的人行

为因素贡献更大，越老的人疾病危险因素更

多，80 岁发病的肯定有疾病危险因素，但是

20 多岁的脑卒中病人危险因素基本是吸

烟。”王拥军教授解释说，现在非常清楚的因

素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除了这

三个因素以外，行为因素贡献最大的是吸

烟，第二类是精神压力，焦虑和抑郁，第三是

运动过少。

从近几年临床就诊情况来看，因工作生

活压力大，很多年轻人吸烟酗酒、运动量少、

高热量饮食、过度熬夜，这些长年累月的不

健康生活方式，就导致了“青年卒中”的发病

率不断增高。

控制胆固醇可防心脑卒中

从我国卒中的流行病数据可看出：与高

胆固醇、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的缺血性卒

中发生率正在持续上升。而坏胆固醇，正是

隐藏在卒中背后的危险敌人。王拥军教授

表示，在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中，高胆固

醇血症是“罪魁祸首”。尤其是有心血管疾

病家庭史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更要从管理

胆固醇水平达标开始。

胆固醇分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两种。通常，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被称作“好胆固醇”，因为它具有抗

动脉粥样硬化作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被

称作“坏胆固醇”，它会像垃圾一样，沉积在

人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从而引发心

脑血管疾病。

血液中坏胆固醇增多，在血管上沉积，

是引发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继而形成

斑块；斑块逐渐增多增大，堵塞血管，使血流

受阻；斑块突然破裂，形成血栓，则可使血管

急性闭塞，血流被中断。这种情况如果发生

在脑部就会出现脑卒中。

王拥军教授介绍，临床研究显示，使用

复方制剂初始治疗，可使患者的“坏胆固醇”

降幅达 50％以上，从根本上降低心血管疾

病的发病风险。

蔬果吃得少易得脑卒中

英国伦敦大学曾进行了一项持续 13

年、针对 25 万成年人的调查。研究发现，每

日坚持吃 5 个水果或者吃 5 份蔬菜的人，要

比那些不爱吃水果蔬菜的人脑卒中的几率

低约 26%；每日吃 3 到 5 个水果或者吃 3 到 5

份蔬菜的人患脑卒中的几率要低约 11%；每

日吃水果少于 3个或者吃蔬菜少于 3份的则

没有什么作用。

大白菜、橙子、柠檬等蔬果中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 C，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

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保护心脑血管。临床研

究表明，血液中维生素 C 浓度越高，脑卒中

的发病危险就越低。但正在服用华法林等

药物的心脑血管病患者，应当尽量避免吃柑

橘类水果，以免影响药效。

吃起来口感粗糙的燕麦、糙米等杂粮，

芹菜等绿叶蔬菜以及梨等水果都富含膳食

纤维，能起到抑制总胆固醇升高的作用。胆

固醇降下来，动脉硬化和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就会大大降低。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意

识到补充膳食纤维的重要性，开始大力推行

调整饮食结构，减少肉类和糖的摄入，补充

蔬菜和水果，这对预防脑卒中已经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

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能为人体提供钾、

镁、叶酸。钾元素能够保护血管，镁元素也

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叶酸能降低血液

中半脱氨酸的浓度，从而减少患冠心病和脑

卒中的风险。

建议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平时除了注意

减少钠的摄入外，还应该多吃新鲜的水果

和蔬菜。每天吃 300—500 克蔬菜能够对

心脑血管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绿叶蔬菜

能够提供维生素 C、叶酸和膳食纤维，因此

推荐大家多吃些菠菜、胡萝卜、西红柿等颜

色深的蔬菜。吃水果时，最好以新鲜水果

为主，不推荐用果汁、果干等补充维 C。但

如果同时患有糖尿病，最好不要吃太多含

糖高的水果。

喝酒防卒中不如抽空多运动

美国研究发现，中年女性每天喝一两杯

酒，老年时身体更健康。研究人员指出，女

性适度饮酒不仅会“老得更健康”，且会降低

卒中危险。

专家分析指出，葡萄酒富含抗氧化剂黄

酮醇，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葡萄酒还

有助于提高血液中“好胆固醇”水平。但是

专家告诫，女性长期酗酒则会导致肝脏问

题，并增加乳腺癌风险。

然而，也有专家表示，无论是一次醉酒

或长期大量饮酒，都会增加发生脑卒中的机

会。因此，饮酒一定要注意控制量。最近国

外研究发现，少量饮酒(每天不超过 30 克酒

精量)对心脑血管可能有保护作用，而每天

饮酒的酒精含量超过 60 克时，发生脑卒中

的危险明显增加。酒精可通过升高血压，导

致血液高凝状态、心律失常、降低脑血液流

量等而引起中风。

新研究对“适度饮酒”的界定为每天不

超过 45克；“一杯酒”相当于 237毫升啤酒或

一小杯葡萄酒，酒精含量约 8克。

喝酒防卒中不如抽空多运动。“生命在

于运动，经常运动的人患中风的几率明显减

少。”运动能够增强心脏功能，改善血管弹

性，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加大脑的血液流

量。运动还能够扩张血管，使血流加速，并

能降低血液黏稠度和血小板的聚集性，从而

减少血栓形成。运动还可以促进脂质代谢，

提高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从

而预防动脉硬化。

■健康小贴士

如果每天快走 30 分钟，卒中的概率可

降低 30%。另外，增加体力活动的方法和形

式还有很多，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爬山、练

太极拳等等。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体力情

况和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每次活动

时间在 30—60分钟为宜。

多吃蔬菜水果预防脑卒中

每一次干杯都是清爽入喉，每一次畅饮

都是沁人肺腑，也许只需提及“啤酒”两个字，

就会让所有的人满口生津，然而很少有人知

道，这舌尖上的盛宴是何等的来之不易。

酿酒本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要将麦芽、

酒花、大米、水等原料，用酵母实现一次“味

觉上的魔术”，经过数以千计的精细调控和

严格检测，才会诞生一瓶美味的啤酒，这其

中，“品酒师”的功劳不可小觑。

说起品酒师，很多人脑海中闪现出的是

电视或电影中的画面：一位深沉的中年男人

举起玻璃杯，观赏着杯中诱人的琥珀色，然

后小啜一口，摇头晃脑地沉醉其中，背景音

乐是一曲销魂的蓝调……

“事实上，人的味觉有局限性，而机器比

人分析得更精确，灵敏度更高。”燕京集团高

级工程师王莉娜说。这位被称为“燕京啤酒

风味管家”的女工程师，工作是通过科学仪器

和实验，分析啤酒的口感和啤酒香气的质量。

“与电影电视中的品酒师不同的是，我

的工作可没有那么享受。”王莉娜风趣地说，

“这份工作最大的要求就是格外细心，容不

得半点马虎，每天的实验都是在调配各种不

同的成分参数，一个细微的差别，会导致实

验结果偏离预定目标。”

生产过程的细微差别，会导致产品的

味道和质量不同，而同一款啤酒出现这种

状况，则无疑会大大影响在消费者心中的

口碑和形象。燕京集团在全国各地拥有

40 多家啤酒生产企业，怎样做才能保持各

企业产品风味质量一致性，是一项十分重

要的课题。

面对这个关系无数消费者口感的大问

题，王莉娜攻坚克难，反复研究，终于建立起

了燕京啤酒“风味指纹图谱”。对照这一谱

库，就可以用科学方法判定各公司产品之间

存在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对生产异常提前做

出预警。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王莉娜逐渐

将更多的风味特征指标引入到“风味指纹图

谱”的谱库中来，在集团内部全面建立起了

啤酒风味稳定性评价体系。

“这样一来，就能保证消费者拿到手里的

每一瓶啤酒，都是‘真味’、‘正味’和‘好味’。”

王莉娜说，“必须要指出的是，‘风味指纹图谱’

仅仅是我们燕京集团啤酒生产与检测中的一

环，正是无数个这样的环节，共同打造出了燕

京啤酒的清爽好味道。”

王莉娜详细介绍了燕京啤酒投资 8 亿

元兴建的“30 万吨精品工程”，单条生产线

每小时 40000 瓶，在生产工艺过程控制采用

了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通过工艺曲线的

设定实现工艺参数的精确控制，及时进行有

效的自动调节，同时自动记录打印工艺参数

数据，解决了手工操作给工艺带来的误差，

保证和促进了工艺稳定性。在啤酒灌装过

程中，空瓶自动检测系统、灌装液位自动控

制系统、商标自动检测系统、CIP 自动清洗

系统的应用在保证啤酒生物稳定性的同时

也保证了啤酒的风味稳定性。

就这样，“30万吨精品工程”凭借先进的

工艺技术，加上全自动的生产装备，让消费

者的每个味蕾都体验到了极致的鲜爽——难

怪业内都这样赞美燕京啤酒“喝下去的是啤

酒，喝不尽的是回味”。

给啤酒做个“指纹检测”

“芦荟与健康”论坛
探讨创新与发展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日，第

二届“芦荟与健康——创新与发展”研讨

会暨 2013 年芦荟产业专业委员会年会在

京召开。

近两年芦荟产业发展迅速，中国芦荟

产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研讨会上，专

业人士就创新驱动我国芦荟健康产业发

展、芦荟在化妆品中的应用特色、芦荟用

于创伤试验等话题进行讨论。国家有关

部委、行业协会、科研、投融资机构、企

业等专家就国内外芦荟相关产业的科技

创新与发展态势，加强产业联盟，促进我

国芦荟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等进行了广泛

交流。

“巴马新鲜空气”上市

科技日报讯 （晓虎）近日，从武汉糖

酒会中获悉，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等 26

个国家的数以万计展品都进行着展示和

交易，在酒企急着推出中低端酒以应对行

业寒冬时，另一个来自中国长寿之乡的

“广西巴马百岁伴侣保健养生有限公司”、

“钟祥活百岁保健养生有限公司”研究、生

产的健康类食品却备受青睐。如“磷脂、

低聚木糖葛粉”“磷脂、低聚木糖多味山葛

粉”“巴马十谷八粮”等，其中最受追捧的

当属“巴马新鲜空气”。

“巴马新鲜空气”是由该公司总经理

何世国副主任医师等科研人员，在广西巴

马或湖北钟祥，在远离城镇村庄的无污染

天然“森林公园”里，且有良好水源及光照

的环境中，应用现代化的工艺流程，将采集

的天然新鲜空气，灌压入一次性的气瓶中，

供各类需要呼吸新鲜空气的人群。特别适

用于在城市、办公室、教室等公共场所呼吸

的人群；或者相处于人烟稠密的城市或者

其他大气污染、密闭的空调间等环境。对

于儿童、学生、孕妇、体弱多病、脑力劳动者

等，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和作用。

健康管理与慢病防控系列报道之八十三

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简称通州种业

园）作为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的“多园”

之一，近来引起了各省市考察者的青睐。

通州种业园如此受到关注，得益于 2011

年 7 月，北京农科城示范园区启动建设以来

为国家种业带来的瞩目成就。

聚集资源
打造高端种业产业基地
通州种业园总体规划面积 5 万亩，其中

新品种核心示范展示基地 700 亩，企业科研

孵化基地 750 亩，专家中试基地 1000 亩，应

该说，北京的资源优势是支撑新兴种业体系

建设的重要基础，这里聚集了法国利马格

兰、北京德农种业、金色农华、山东登海种

业、黑龙江垦丰种业、中国农科院、中国农

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及

科研单位 40 余家，并吸引了国内外 1000 多

家种业企业的万余个新品种在此进行示范

和展示，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品种达 300余个，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70 个，已形成育种研发、

制种繁育、品种展示、育种推广等一系列完

整的高端产业链条，正努力打造成具有产业

特色的、机制创新的、引领与服务全国的高

端种业产业基地。

机制创新
有力支撑种业迅速崛起
2012 年，通州种业园的优质高产玉米新

品种开始向全国推广，并与甘肃、宁夏等地

的农作物制种基地以及海南南繁基地在种

业产业链上实现了育种、繁种、制种、推广的

有机衔接和有效对接，当年种子销售额就突

破了 50 亿元。这正源自于北京农科城成立

的“玉米新品种开发联合体”触发了种业科

研和推广的巨大潜能。

同样，北京农科城的“京麦”系列杂交小

麦种子也走出国门，在巴基斯坦大面积推

广，平均亩增产 20%—30%。北京农科城推

动中国种子集团与北京农科院产学研合作，

加快了小麦优良品种的选育推广。

加强交流
力促品种繁育迈向市场
2012 年 10 月，通州种业园成功举办了

“秋季良种展示周暨农业机器人装备展”。

农作物新品种展示面积 400 亩，品种数量达

3000多个。

近年来，通州种业园通过定期召开企业

和科研单位的交流座谈会、新品种展示交易

会，搭建作物新品种展示平台，促进科研单

位的科研成果面向市场，面向企业，推动成

果通过企业迅速向市场转化。

目前，北京已经成为全国种业交易中

心。2011 年，北京种业交易额达 74.25 亿元，

技术合同交易额从 2009 年的 0.46 亿元上升

到 2011年的 2.11亿元。

搭建平台
架起科企合作转化桥梁
2012 年，北京市科委在通州种业园启动

了“现代农作物高通量育种技术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此项目以围绕推进北京农科城良

种创制与种业交易中心及通州种业园建设，

打造高通量育种公共服务平台为基本核心，

探索种质资源共享交流机制和商业化育种

模式，进而为种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优质

高产多抗作物新品种培育，提供了快捷高

效、高通量的科技支撑服务，提高了育种水

平和产业化能力。

通州种业园依靠政策支持，整合科研机

构的科技优势和企业的市场运作优势，三方

共同申报实施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包括物

联网技术集成与应用平台，高通量分子育种

科技服务平台，建设作物种质资源共享交流

平台，作物品种权展示、交易平台，农机、植

保、劳务服务等综合服务平台等。这些重大

项目的实施，为种业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有

力的科技保障。

土地流转
推进区域种业集聚发展
通州种业园是在于家务回族乡的土地

上建设的，其土地流转工作采取“统一的

程序、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

标准”和“必须要服务于区域农业产业发

展，服务于促进农民提高收入”的工作模

式。目前，通州种业园已完成土地流转面

积 3.5 万亩，形成了以分子育种实验平台、

籽种中试基地、航天育种及生物能源研发

等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园区，并将农村闲置

农业劳动力转化为产业工人，已解决农民

劳动力就业 2000 多人，农户年工资性收入

约为 20000 元左右。由于种业的发展，于

家务回族乡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现代生

态小镇。

2012 年，通州种业园被正式确定为农业

部和北京市共建的现代农作物种业示范区

核心基地，并且正式纳入中关村自主创新示

范区。北京农科城通州种业园的发展轨迹，

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其高端发展之路通向世

界级“种子硅谷”指日可待。

北京农科城打造国家“种子硅谷”

□ 张 方

主食工业化将成为
全谷物产业发展方向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红月）10月19日，

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办公室、全国健康

家庭联盟、中国大健康产业联盟联合主办，

北京文津蓝讯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承办的第

二届全谷物食品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科技

会堂隆重开幕。众多海内外专家及全谷物

行业的龙头企业高层就全谷物产业发展进

行了为期两天的“论剑”。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局长张天左用鲜

活的数据概括了我国近年谷物行业发展形

势和诸多劣势问题，并强调了主食工业化

是我国全谷物下一个重点发展方向。

会上，举办了中国全谷物理事会揭牌

仪式。作为新成立的全国性食品行业领

导组织，中国全谷物理事会肩负国民健康

营养改善的社会责任和带动中国全谷物

产业的行业责任，将汇集全谷物领域的杰

出企业和专家，带动中国的谷物加工和结

构调整与突破，从而推进中国全谷物产业

发展。

□ 本报记者 张林军 吴红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