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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了许多的伤痛和别离，也给全民上了一堂深刻的
健康教育课，引发了全国上下对健康的高度关注。

除了适当的身体锻炼和良好规律的作息以
外，合理膳食，充足的营养摄入是保障身体健康
的关键。随着国家对健康的日趋重视，公众健康
意识不断提升，营养逐渐成为国民生活中的高频
词汇。新冠疫情的冲击，给营养知识的普及带来
了不可忽视的推动和影响。

营养知识广泛传播
合理膳食受到热捧

“补充维生素 C 防流感是智商税？”“早餐营
养要吃好，早上不许吃粥？”随着人们对疫情的
关注，与营养相关的话题也频频登上热搜。在新
浪微博上，#合理膳食增免疫#的阅读量达 2.5
亿，讨论10.1万。

公众对营养的关注还体现在相关知识的获取
上。中国营养学会联合有来医生、清华大学出版
社组织编写了《新冠肺炎防控期间营养膳食指导

（漫画版）》，一上市就登上当当网保健健康类科
普书销售排行前十名。其电子书提供免费下载，
下载量超 280万次。同时，新冠肺炎防治营养指
导的系列线上培训及公益微课也受到大众和专业
人士的欢迎。

为普及营养知识，2020年5月17日，中国营
养学会主办的 2020全民营养周，以“合理膳食，
免疫基石”为主题，集结了营养专家、营养师和
营养志愿者的力量，将“营养与免疫”的科普活
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该活动集结了 20470名营
养专家，82969 名营养科普志愿者参与，共举办
活动超20万场 （线上为主），并举行了中国营养
三十人论坛、中国营养科普大会、中国好营养百
场直播、“营养演说家”系列直播等活动。

营养知识的传播，让公众消费了更多营养丰
富的食品。根据中国营养学会与消费品论坛发布
的食品消费大数据与营养解读，2020 年 1—4
月，85%的消费者在家做饭，70%每周购买生鲜
品/日用品超 2 次，75%加强运动/锻炼。在 1—4
月期间，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比如奶制品、豆
类、肉类等，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其中，液态奶同比增长3.3%，有机豆类同比
有4—6倍不等的增长。

保健食品一路上扬
消费趋势瞄准健康

从网民们“买买买”的坚定步伐，可以看出
他们对提高营养和促进免疫力之间的关系持积极
的态度。

以保健品为例，京东2019年2—10月的销售
额为 106.9 亿元，2020 年 2—10 月增至 145.3 亿
元，增长 35.9%。淘系 （天猫+天猫国际+淘宝）
2019年2—10月保健品销售总额为188.6亿元，而
2020年2—10月增至255.3亿元，增长35.4%。

天猫发布的《2020年保健品行业白皮书》提
出，近年来，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稳步发展，通
过营养保健食品维持健康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白皮书》 显示，运动营养品类中，除了乳
清蛋白占据主体成交地位之外，膳食补充剂型饮
料、氨基酸类产品的消费也在增加。肠胃营养市
场中，益生菌品类快速增长，低GI（血糖生成指
数） 食品为趋势品类。提升免疫力类产品中，灵
芝、参类、石斛提取物以及维生素、混合蛋白是
主要品类。

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市场
规模为551亿元。预计到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
到2300亿元以上。与发达国家及地区相比，中国
人均成人营养保健食品消费额还存在较大差距。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保健消费习惯逐渐
形成，中国保健食品消费市场也将迎来新一轮扩
张与发展。

保健品消费市场的发展，反映了公众对营养
健康的迫切需求，需要相关部门严格落实监管职
责，同时也迫切需要全社会不断加大科普工作力
度，普及食品营养与安全的科学知识，引导消费
者科学认识食品安全与风险，理性消费。

防控疫情注重营养
相关部门加强指导

在抗击疫情期间，相关机构也在通过各种方
式推广营养知识。

2020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预防指南之一 （通用预防
篇） 中，就强调“注意营养”。1 月 30 日，中国
疾控中心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预
防指南：膳食营养临时指南》，对一线医务工作
者、居家自我隔离人员和住院患者的膳食营养管
理提出了建议。

2 月 8 日，国家卫健委组织营养专家发布
《新冠肺炎防治营养膳食指导》，随后又发布了
《新冠肺炎防治膳食指导 （问答）》。在疫情初期
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营养支持的作
用，以求缩短病程、改善效果。对健康人群的饮
食也提出多样膳食、均衡营养的指导。5 月 13
日，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重点人群营养健康指导建议的通知》。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不断巩固，防控
工作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为加强对老年人、
儿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营养健康指导，减少疫
情期间长时间居家生活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国
家卫健委组织编制了相关营养健康指导建议，以
及 《解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点人群营养健康
指导建议>》。

抗击疫情期间，疾控工作者、医务人员以及
患者，都需要良好的营养补充。营养专家纷纷向
地方政府和机构建言，提出在疫情防控中营养与
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关键作用，有的省在地
方疫情防治方案中，也将营养纳入其中。

疫情的警钟让“分餐制”“公筷”被重新提
起。“民以食为天，更以健康为先”成为各界共

识。2020年5月，国家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
室、中国营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世界中餐
业联合会、中国烹饪协会等 5 家单位联合发起

《全民分餐制联合倡议》。
此外，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妇幼营养、

糖尿病营养、骨营养与健康、社区营养与健康管
理等专业分会分别撰写了相关营养和膳食建议。

临床营养受到关注
学界研究成果井喷

《自然》 杂志网站 2020年 12月 14日刊文称，
新冠病毒大流行是 2020 年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事
件。新冠病毒被发现后，全世界的研究团队就开
始对其生物学原理进行探究，同时进行诊断测
试，研究控制它的公共卫生措施。

新冠肺炎的感染与营养有重要联系。首先，
与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相关的预防感染、治疗感染
患者的营养不良、对感染患者康复的营养支持都
可能成为临床营养问题。其次，不健康的饮食行
为、不良的饮食习惯和营养摄入的不均衡，可能
会影响感染的风险以及感染康复的结果。

发表论文是各国科学家共享关于病毒最新研
究进展的科学严谨的方式，能让大家及时掌握最
新发现，以便集全球之力共克时艰。在 pubmed
数据库，“营养 新冠病毒”的关键词，2019年仅
有 6 篇论文，2020 年达到 1463 篇。这些论文中，
排名前十的主题词分别是“新冠病毒”“营养”

“流行病”“肥胖”“炎症”“维生素 D”“致死
率”“糖尿病”“体力活动”和“营养不良”。

而在cnki中文数据库，“营养 新冠病毒”的
关键词，2020年有55篇文献，2019年为零。cnki
数据库排名前列的关键词如下，包括“新冠肺炎
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肺炎患者”“健康
指导”“疫情防控”“营养干预”“维生素”“临床
营养”“病毒感染”“专家建议”“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等。

通过这些分析，无法描绘出全球营养科研全
貌。不过，还是可以直观地看到，营养与免疫力
的关系，尤其是营养与新冠病毒的关系，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在投入研究、不懈努力。

（作者为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健康研究院注册
营养师）

2020年以来，营养、免疫成为国民关注高频词

疫情应对，吃喝也得对
吴 佳

2021年1月24日，上海市黄浦区贵西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实施封闭管理。为了保障封闭小区
居民的生活，经过社区、政府和企业的沟通协调，每天早上7点至9点，有一部早餐车停靠在小区的封
闭隔离线外，为居民提供热气腾腾的健康营养早餐。图为1月26日，在贵西小区的隔离线前，居民以
无接触的方式从餐车上购买早餐。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为应对疫情，江苏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航食部门配合当地学校，创造性地将“航空餐”送进学校，让当地学生不出
校门就可以品尝美味、营养又安全的饭菜。图为2020年6月18日，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航食部门员工，在平日生产航空
餐的食品流水线上生产学生午餐。 郁 兴摄 （人民视觉）

大健康观察▶▶▶ 发消费券，免费乘坐公交车、地铁，免费
开放公园……牛年将至，为了让就地过年的民
众过一个暖心、安心、舒心的春节，很多地方
出台了一系列送关爱、送温暖的政策措施。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有关负责人介绍了苏州、北京、义乌三地
的情况。

苏州
让外地职工留得下、过得好

据苏州市副市长曹后灵介绍，苏州市做好
三方面安排。一是让外地职工留得下。发放留
苏补贴等福利，积极开展“留苏优技”项目，
鼓励留苏职工学技术、搞培训。

二是让留苏职工过得好。措施很多，如免
费乘坐公交、地铁，免费参观苏州园林，开展
大促销等活动引导消费。

三是保障生产生活稳得住。对春节期间持
续生产的企业实施特快接电服务；积极做好市
场保供，加强生活物资储备，大型超市、菜场
春节无休，推出平价菜、特价菜。

同时，苏州把疫情防控、市场保供和促进
消费有机结合起来，突出“保供”“线上”两个
关键词。

“保供”方面，主要是备足货源。春节期间
蔬菜等副食品日均可安排上市总量1.2万吨，比
平时增加50%。同时制订了保供应急预案，对价
格和销售落实日报制度，保证鲜活农产品货源
量充足。

“线上”方面，举办年货节活动，开设年货
节购物专区，发放购物补贴、让利红包等超 10
亿元。

北京
让年味儿、团圆味儿不打折

为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浓浓的年味、暖暖的
家味和北京的人情味，北京市东城区清水苑社
区党委书记宋淑贤表示，围绕三个方面做好服
务保障。一是文化惠民让年味不打折。春节期
间，除了北京市属公园免费开放和发放 2021年
度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东城在全区组织开展
线上新春文化活动。

二是暖心服务让温情不打折。建立就地过
年人员微信群，开通服务热线。组织居民便民
服务站、快递网点正常营业。针对社区老年人
和留京过年人员，开展暖心敲门行动，入户送温暖大礼包、送抗疫物资
等。

三是守望相助让关爱不打折。对社区的物业、环卫、保洁等外来务
工留京人员，开展新春免费理发活动。在除夕晚上，为坚守在社区工作
岗位上的外来务工人员送饺子。同时，进一步做好空巢、独居、高龄、
留守、残疾人等群体的服务，做到妥善照顾、服务到位。

为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宋淑贤表示，首先，发挥社区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带好家庭成员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带好邻居宣传疫情防控提示、
带好楼门参与公共区域消杀。

第二，构筑人防、技防、心防三道防线。各小区出入口 24 小时值
守，为居家隔离人员安装健康管理系统，点对点服务居家隔离人员。

第三，精准进行人员排查“全覆盖”、精准加强卡口管理“不漏
人”、精准重点人群管控“无漏洞”、精准开展环境整治和消毒“无死
角”、精准处理居民的诉求“保满意”。

义乌
让留下来的人暖心顺心安心

今年义乌市留人过年的政策被网友誉为“高分答卷”。义乌市市长王
健介绍，义乌的做法归纳起来主要是打好“三张牌”。

打好“政策牌”。义乌发放每人 500 元消费券，每人 20G 手机流量
包，免费乘坐公交车、免费停车、免费观看文艺演出、健康体检打五折
等福利。

打好“就业牌”。义乌积极搭建企业间员工共享平台，发布春节招聘
专区、开展线上招聘等，保障春节期间用工、务工需求。

打好“暖心牌”。与全国90个县市区联合，通过媒体连线、云端团聚
等方式，为外来建设者寄家书、传问候、解思念。开展免费冬令营、“共
吃年夜饭”等活动，丰富儿童假期生活。

除此之外，义乌还重点做好三方面保障。一是做好服务保障。所有
便民服务窗口、党群服务中心正常开放，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等为留
义人员提供代跑代办等服务。

二是做好权益保障。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关心关爱困难外
来建设者，及时提供救治帮扶，所有镇街消费投诉处置点“不打烊”。

三是引导企业做好保障。如部分建筑企业为来义探访的职工家属提
供“团圆房”，为留义人员发放补贴、上调工资、带薪休假等暖心福利。

王健表示：“让留下来的人暖心、顺心、安心。心暖了，哪里都有家
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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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黄玉荣、王成成）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
医学部放射治疗科应用Zap-X加速器成功完成国内第7例、全球第100例
脑肿瘤患者的放射治疗。

2020年以来，肿瘤医学部放射治疗科曲宝林主任医师和神经外科医
学部潘隆盛主任医师团队，针对Zap-X加速器对国内人群安全性、有效
性以及前期相关治疗病例疗效显著等开展了临床验证研究工作，已形成
初步的科研成果在《Neurosurgery》上发表。

Zap-X加速器是亚洲首台、全球第二台针对脑部和头颈部肿瘤病变
设计发明的一种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仪。与临床常见的伽玛、X刀相
比，其具有独到的技术优势：使用三维、小视野、多弧非共面聚焦、集
束、单次大剂量照射技术，对病变治疗起到类似手术的放射外科治疗目
的，且无手术感染、麻醉等风险，大多数患者治疗完后可立即恢复正常
活动。

改良的准直器能够实时检测到放射剂量到达患者的数量值，使医生
拥有“精确制导、精准打击”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保护肿瘤周围正常组
织，减少了放疗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为头颈部肿瘤病变患者提供了一
种无创、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

Zap-X加速器完成全球第100例

脑肿瘤患者放射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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