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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尚

■生活风向标

■画中有话

■营养快餐

■打破砂锅

■低碳生活

喝汤四个误区
饭 前 喝 汤 好 ，还 是 饭 后 喝 汤

好？喝汤看似一件简单的事情，但

是却也有很多讲究。以下这些喝

汤常见误区，你有犯过吗？

吃到最后才喝汤
中 国 人 的 生 活 习 惯 是 先 用

餐，后喝汤。而西方的出餐顺序

一般是先喝汤，再用餐。这是健

康 的 喝 汤 习 惯 。 因 为 先 用 餐 的

话，可能已经吃饱了，吃饱之后再

喝汤，就容易导致营养过剩，造成

肥胖，而且汤会冲淡胃液，影响食

物的消化吸收。

只喝汤不吃肉
很多人认为炖排骨汤、鸡汤，

所有的营养都在汤内，所以就只喝

汤，不吃肉。其实，不管是哪种汤，

就算是熬煮很长时间，汤很浓郁，

汤 的 蛋 白 质 也 只 有 约 6%—15%，

85%以上的蛋白质营养仍是在肉

的本身。

喝汤速度太快
如果喝汤速度很快，等意识到

吃饱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吃过量

了，这样容易导致肥胖。喝汤应该

慢慢品味，不但可以充分享受汤的

味道，也给食物的消化吸收留有充

裕的时间，并且提前产生饱腹感，

不容易发胖。

爱喝滚烫的汤
人的口腔正常温度在 37 摄氏

度左右，而人体的口腔、食道、胃黏

膜最高能忍受的温度，也只有 60摄

氏度左右，超过此温度容易造成黏

膜损伤，而且还应注意的是，爱喝

热汤会增加罹患食道癌风险。

喝汤五个讲究
饭前喝汤
俗话说“饭前喝汤，苗条健康；

饭后喝汤，越喝越胖”。饭前先喝

几口汤，有利于食物稀释和搅拌，

促进消化吸收。最重要的是，饭前

喝汤可使胃里的食物充分贴近胃

壁，增强饱腹感，降低食欲。

老火汤不宜餐前喝
餐 前 的 汤 怎 么 喝 也 很 有 讲

究。老火汤、煲汤其实不适合餐前

喝，因为其油盐含量很高，多喝反

而不利健康。最好选择口味清淡

的蔬菜汤，不仅爽口，还不会增加

过多的热量。

胃不好的人不宜餐前喝汤
经常感到胃胀、烧心、反酸的

人通常消化不好、胃酸分泌较少，

不宜餐前喝汤，因为这样容易冲淡

胃液，更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三高人群在外喝汤需谨慎
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症患者，

在外就餐尽量别喝汤。餐馆做汤

除了加入盐外，还要加入等量的鸡

精、味精。鸡精的钠含量大概相当

于普通盐的一半，而味精含钠量大

概相当于盐的六分之一。所以，那

些鲜美异常的汤钠含量非常高，对

健康不利。

长时间煲汤破坏营养
长时间加热能破坏煲类菜肴

中的维生素；加热 1—1.5 小时，即

可获得比较理想的营养峰值，此时

的能耗和营养价值比例较佳。如

鱼汤，鱼肉较细嫩，只要汤煮到发

白就可以了，再继续炖不但营养会

被破坏，鱼肉也会变老变粗。

近年来，到韩国旅游观光，同时做个医疗

美容，成为众多中国游客的时尚之选。数据

显示，仅 2014 年中国赴韩做整形手术的人数

已达 5.6 万，几乎每 10 名到韩国进行医疗整

形的外国人中就有 7名是中国人。

但是，作为韩国政府重点推介项的医疗

观光项目也存在各种乱象。为此，韩国保健

福祉部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措施，如公开外

国人在韩实施整形手术的标准费用，并进行

打击非法中介专项行动，对整形医院的监管

也更加严格。

在爱特美（韩国）株式会社中国代表许琼

先生看来，韩国的这些严格监管措施只是改

变赴韩整形体验的一个环节，迫切需要解决

的还有信息不对称、语言障碍、外国人不公平

待遇、医生医疗保险未完全普及等问题。

“与传统的跨国医疗美容中介不同的

是 ，我 们 将 与 韩 国 有 关 方 面 开 展‘ 深 度 合

作’，重点放在医生筛选、手术流程安全防

控、术后养护和最敏感的中韩客户价格统

一上。”许琼介绍说，致力于跨国医疗美容

服务的爱特美公司更在意的是客户成行后

的整体体验，“我们严格筛选医生，做好安

全防控，比如在确保医疗水平的同时，我们

签约的医生也必须加入医疗赔偿责任险。

服务细节更人性化，在保证专业翻译全程

陪同的同时，也相应设置了详尽的监督机

制。同时在互联网上全程同步跟踪医疗美

容服务过程”。

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对韩国的整形产

业逐渐渗透，也在改善国人赴韩整形的整体

体验。“从新氧科技的广告展示平台到觉美生

活信息科技的全服务链的介入，对于中国消

费者来讲，服务将越来越有品质，价格也将趋

于透明化。”许琼说。

今年是中韩自贸协定生效的第二年，同

时 也 是 激 活 中 韩 医 疗 旅 游 市 场 的 关 键 一

年。韩国美容整形外科学会会长崔午奎说，

今年 4 月开始，韩国福祉部决定在一年间限

期对进行双眼皮手术、鼻子整形、隆胸手术

和吸脂手术等以美容为目的的整形手术的

外国游客返还 10%的附加价值税，实施对象

为 2803 家被指定为外国患者吸引项目登记

医疗机构。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举措将刺激中韩医

疗美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未来中国赴韩人

数可能会超过 40万人。

赴韩美容将更便捷安全
本报记者 左常睿

走进山东昌乐县金丝达新能源项目基

地，眼前堆放整齐的窨井盖，形状各异的垃

圾桶和苗木盆，还有岗亭和公厕样板房等。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硅塑和木塑产品都

是从人们日常的生活和生产垃圾中提炼生

产的，就连该基地的职工食堂外墙，也是以

垃圾为原料制作的建材砌成的。

该新能源项目基地项目经理张凯说，从

垃圾堆里淘出来的“干货”有塑料、布匹、橡

胶等轻质物，可制作再生塑料制品；有玻璃、

砂石、陶瓷等重物，可制成建材；还有可燃物

料和有机肥，可用于发电和土壤改良。

一车车垃圾拉进去，一块块原料送出

来……透过外墙玻璃，可以看到整个工艺流

程在封闭式的车间内进行，采用全机械化自

动分选。垃圾卸入储料池后，由行车抓斗上

料，经均匀布料后进行多级破碎、剥离、淘

洗、分选。在这个过程中，各类垃圾全被机

器“吃干榨尽”，并通过 5 条传送带找到各自

“归宿”，最后变成 5种真正可利用的资源。

除了分选车间外，还有资源化利用车间。

这里将分选出来的不同材质垃圾制作成各种

产品，有的被制作成燃料棒用于发电。而在分

选过程中，含有高浓度有机质的淘洗液经过厌

氧产生沼气，也可作为清洁能源用于发电。

如今，以昌邑市和昌乐县为中心，辐射

周边城市的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禽畜粪

便、陈腐垃圾等都可以通过资源化处理和利

用，当地群众不再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

圾分类而纠结，直接被清洁工人收集后，由

环卫部门的车辆打包送往两地的生产车间

“消化殆尽”。 （据新华社电）

垃圾用好也是“宝”
周 科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克）日前，在京举

行的“北京市‘互联网+农业’大会暨北京农

业互联网联盟成立大会”上，记者了解到大

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农信互

联，已初步建成“数据+电商+金融”三大核

心业务平台，在与生猪产业链结合方面初

具规模。

据大北农集团常务副总裁、农信互联总

裁薛素文介绍，大北农猪联网 2.1 前不久正

式上线，在原有的猪管理和猪友圈的基础上

全新升级，增加了猪交所、猪金融等系列产

品。猪联网目前已经聚集了 9000 多个中等

规模专业化的养猪场，成为国内管理猪头数

最多的生猪互联网平台之一。

据悉，“猪联网”只是农信互联战略布局

之一，未来农信互联会独立发展。“农信互联

致力于成为行业内农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圈

企业，其定位决定了未来必须走独立发展的

道路。”薛素文表示，从服务大北农到服务整

个行业，是农信互联发展的重要规划。此

外，农信互联还将推出“企联网”、“田联网”、

“渔联网”，欲将中小微农业企业、种田人、养

鱼人等也一同融入农信互联的生态圈中。

“猪联网”让养猪更智慧
奥运会、雾霾红色预警等临时性的单双号

限行对于北京市民来说并不陌生，但能否在供

暖季实行常态化的单双号限行确实需要深入论

证。这种涉及群众财产使用权益和出行权利的

重大公共决策，先要做好“不可行性研究”。

“不可行性研究”与“可行性研究”是一体

两面，是决策之前的反向论证过程，需要考察

研究决策失败的可能性、存在的不足、隐藏的

风险。当前，一些重大公共决策往往只看重

“可行性研究”，容易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牢

笼，加上长官意志的惯性，“可行性研究”也就

成了“可行”的“通行证”。忽略“不可行性研

究”，就失去了通过不断质疑与辩驳，让决策

意向在不断修正中变得更科学的机会。

重大决策做好“不可行性研究”，关键是

要规避权力任性和长官意志的惯性，提高决

策的可行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具体而言，

北京正在研究的供暖季单双号限行作为一

种行政强制手段，本质是一种征用，是否侵

害公民财产使用权、有违宪法和法律精神？

私家车尾气排放对雾霾“贡献”到底有多

大？如果实施限行，公共交通运力能否及时

补缺……这些问题都需要扎扎实实做好“不

可行性研究”，正反两方面科学论证，特别要

注重研究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问题，充分吸纳

民智集思广益。 （据新华社电）

单双号限行先做“不可行性研究”
王 贤 张紫赟

■茶余饭后

业内人士指出，以阿胶原料驴皮供应计

算，阿胶年产量应该只有实际销量的六成左

右。这意味着，可能有近四成假冒原料混入

了生产环节，化身为形形色色的“阿胶”产品，

堂而皇之地在市场售卖。消费者掏出不菲的

钱款，买到的有多少是用牛、猪、马皮甚至工

业用皮等原料熬制的伪劣阿胶？

原料 VS 产量：有点
“驴头不对马嘴”

这是一组耐人寻味却不耐推敲的数字：

山东阿胶行业协会根据 100 多家阿胶生

产企业的年生产量报表推算，阿胶年总产量

至少在 5000吨以上。

来自阿胶行业龙头企业东阿阿胶股份有

限公司的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按中国市

场阿胶销售量估算，需要驴皮 400 万张左右，

而国内供应总量不足 180万张。

据国家畜牧统计年鉴显示，我国驴存栏量已

由上世纪90年代的1100万头，下滑到目前600

万头，并且还在以每年约30万头的数量下降。

阿胶行业专业人士董书光介绍，按照每

年正常出栏 120 万头计算，再加上驴皮进口

因素，全年可生产的阿胶总数量也就在 3000

多吨。全年可供制胶的驴皮，只够实现当前

产量的六成左右。

山东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测序中

心主任步迅说，由于驴繁殖难、周期长、见效

慢、效益低以及规模化养殖困难，造成我国驴

存栏量持续下降。供需矛盾导致驴皮价格逐

年大幅攀升，原料驴皮价格每年以 23％的速

度增长。“一张驴皮价格 2000 元至 3000 元之

间，而一张马、骡子皮才 200 元，猪皮和一些

制作皮鞋、皮包剩下的下脚料就更便宜。”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受暴利

驱使，一些厂家在阿胶原料中掺假的行为屡

屡出现。由于价格相对低廉，这些伪劣阿胶

产品通过贴牌或者散卖等形式，销售到偏远

的县乡一级超市或药店，或者通过网络渠道

打着低价的幌子销售。

董书光说，目前市面上药用和食用的阿

胶产品主要有阿胶块、阿胶口服液、阿胶糕、

阿胶枣等。这些产品鱼龙混杂，有的阿胶糕

甚至根本不含阿胶成分。

种类、价格有点乱：
“信任危机”成了大问题

阿胶属名贵中药，是山东特有的传统名

品，全国九成以上的阿胶产自山东。中华中

医药学会名医学术思想分会常务委员、中医

师闫石说，药典明确规定，阿胶只能采用驴皮

熬制，有补血滋阴润燥功效。其他动物毛皮

熬胶功效各不相同，其中牛皮熬胶叫黄明胶，

其功能与阿胶相似但效果次之，而用马皮熬

制的“阿胶”效果恰恰相反，马皮药性下（行）

血，“孕妇一旦食用后，极有可能导致流产。”

“驴骡、马骡的原料皮，在感官上和驴皮

难以区别，容易被用来掺假。”步迅说，骡皮因

有马的基因，所以也不能熬制阿胶。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的阿胶产品种类杂

乱，每公斤价格 400元至 4000 元不等，价格相

差甚远。

据山东阿胶行业协会统计，2010年前每张

驴皮不足 500元，2014 年已突破 1500 元，2015

年平均收购价格每张超过 2600元。每张驴皮

预计可生产阿胶1.5至2.5公斤阿胶，仅驴皮的

成本就达到平均每公斤1200元以上。

东阿国胶堂质量负责人孟朝红说，当前

整个阿胶行业乱象丛生。如何解决产品质量

信任风险，确保行业长远健康发展，是阿胶企

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解“阿胶乱象”：不单
是个“自律”的事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阿胶行业面临两个

“鉴定难”，一是原料鉴定难，皮张混入骡子、

马、牛、工业皮、屠宰场的下脚料皮等，传统鉴

定方法受到挑战；二是产品鉴定难，掺假阿胶

产品繁多，药典方法滞后，跟不上造假技术。

步迅说，近几年国家对阿胶产品主要检

测掺假的目标是牛皮，即牛源性成分，而对于

马皮、骡皮、猪皮等成分未做强制要求，这给

一些不法商贩利用各种手段混淆驴皮留下了

空间。

据阿胶生产行业人士介绍，目前仅仅依

靠“头、耳、尾、蹄”齐全、整张驴皮的传统检测

手段，已不能完全满足生产企业的需求，关键

是在源头控制驴皮原料的真伪。

据了解，近年来，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陆续在全国建立了 20 个毛驴药材养殖示范

基地，实现产品生产全过程可溯源的全产业

链模式。通过物联网技术，对毛驴进行植入

芯片，给每头毛驴一个“身份证”。此外，山东

一些阿胶企业还将 DNA 分子鉴定技术应用

到驴皮原料把控、阿胶成品检测。消费者通

过 DNA 查询系统，输入“产品批号”，可查询

到成品对应的“DNA检验报告”。

步讯说，DNA 全检为阿胶生产从源头质

量把控到产品质量鉴定建立了技术保障体系，

解决了阿胶产品的原料驴皮、阿胶及其衍生产

品的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生产产品的质量鉴定

等问题，将推动国内阿胶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她说，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大计，如何在

品质上取得成效，一靠国家监管，二靠行业自

律，三靠技术进步推动。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阿胶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秦玉峰表示，对于阿胶行业造假行

为，监管部门应加强线上、线下打击处罚力

度，让造假者付出高昂代价。

秦玉峰建议国家加大力度扶持养驴业，

给予与养殖牛羊一样的补贴扶持，把养驴作

为精准扶贫的一项措施，缓和阿胶原料供给

矛盾。 （据新华社电）

寒意猛烈，也正是冬令进补的时节。作为传统的补血佳品，由驴皮熬制的阿胶深
受欢迎。可你是否担心过阿胶原料的真伪？请关注——

驴皮就这点儿，哪来五千吨阿胶？
周 科

春节临近，山东省即墨市“微景工坊”大学生创客团队推出的“微景观”产品迎来销售旺季。2015年，十几名大
学生创立“微景工坊”品牌，将国外流行的精细加工、创意设计引入微型景观制作与微型花卉培育中，一年来相继开
发出100多款“微景观”产品。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针 对 需 要
长时间站立的
工作，例如经常
做手术的医生，
有了这个具有
弹性但是支称
性强的塑钢碳
纤维材料制成
的“椅子”，即可
让腰部以上的
体干肌肉休息，
分散力量有坐
在椅子上休息
的感觉，而且仍
然可以移动并
且维持站姿不
影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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