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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关 注

胶原蛋白引起的论战

“找回年轻岁月，重塑嫩颜光彩”，“这是一个乐享
青春的年代，缔造无上美肌，让岁月带不走青春”……
近年来，种种有关胶原蛋白产品的广告如雨后春笋般层
出不穷。在大量产品涌现的同时，各种广告宣传、明星
代言亦铺天盖地而来。胶原蛋白俨然成了美容神药、驻
颜圣品，仿佛真的是一个能够拖住岁月脚步的“青春魔
法师”。

然而，最近出现的一条微博在这个正在极速膨胀的
市场中产生了持续的发酵。实名认证为北京积水潭医院
烧伤科主治医师的“烧伤超人阿宝”"月+&日发布的一
条微博中写道：“作为一个烧伤医生，我想我对皮肤和
胶原的了解比绝大部分人都多。我可以负责地说：所有
口服的胶原保健品，全部是骗人的，无论它宣传的疗效
是什么。”随后，该微博迅速引起网友大量关注，转发
量接近!万次，评论超过&万条，同时得到了一些微博名
人的支持。“营养医师王兴国”、“松鼠云无心”等实
名认证的科普作者，甚至专门撰文对此予以论
证。与此同时，以“冰寒”为代表的一部分营
养学专业人士，也引用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
开始对其进行激烈反击。双方唇枪舌战，引发
了更多的公众关注，进而酝酿出了一场更大规
模的论争。

胶原蛋白是什么？

胶原蛋白，英文学名,/001234，是一种白色、不透
明、无支链的纤维性蛋白质。它主要分布在哺乳动物的
结缔组织中，对动物和人体皮肤、血管、骨骼、筋腱、
牙齿和软骨的形成都十分重要，是这些结缔组织的主要
物质基础。胶原蛋白是动物体内含量最丰富的蛋白质，
人体蛋白质中有&)#是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还是细胞外基质的主要组成成分，它可使
皮肤保持弹性。皮肤出现皱纹与胶原蛋白的老化关系密
切。“皮肤的更新过程涉及到胶原蛋白的生成，所以，
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为了皮肤更好地更新修复，
‘永葆青春’，我们或许应该在食物中提供胶原蛋白来保

证‘原料充足’。”著名科普网站“科学松鼠会”作者
“云无心”介绍道。而网络名人方舟子则更加直白：
“胶原蛋白产品虽从国外传来，但它与国人‘吃什么补
什么’的传统观念不谋而合，因此很快成了国内保健品
市场上的宠儿。”

其实，胶原蛋白并不是什么稀有金贵之物。在前段
时间因食品安全事件而“声名狼藉”的明胶，就是一种
胶原蛋白水解物。据介绍，工业明胶很大一部分就是用
皮革制品下脚料提炼出来的，其原理便是重新回收这些
废物中所含的胶原蛋白成分。相对于明胶，胶原蛋白的
另一种产物则名声好得多，它便是阿胶。“云无心”在
一篇科普文章中提到：“由于现代阿胶要用驴皮来做原
料，而生产方法则是涂上了神秘色彩的‘传统工艺’，
因此它也成了具有各种神奇功效的‘美容圣品’和‘补
血佳品’。”

但无论是阿胶还是明胶，都是胶原蛋白的不同存在
形式。摄入这种再普通不过的蛋白质对人体并无害处，
但它究竟效用几何？则是众说纷纭。

美容佳品还是虚假宣传？

“烧伤超人阿宝”言辞激烈的指控激起千重浪。但
胶原蛋白真的如其所言，一无是处吗？

现今市面上出售的胶原蛋白产品多为口服物。大连
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王兴国认为，人体并不能直接吸
收蛋白质，口服蛋白质下肚后需要经过一个消化过程，
将大分子蛋白质分解为由氨基酸组成的肽，方可进入吸
收环节，因此无论是胶原蛋白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食物
蛋白，食用后都会经历相同的消化过程转变为相同的氨
基酸，并根据肌体的需求而自行分配其去向，不可能做

到“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
“挺胶派”冰寒则引用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材 《肽

营养学》的内容称：“分子量在&'''道尔顿以下的胶原
蛋白无需分解可被人体直接吸收，因此以小肽形式存在
的胶原蛋白，可直接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循环，食之效果
甚佳。”
“云无心”对多肽可被吸收的说法表示认同，但他

进一步指出，胶原蛋白肽进入血液后是否能作用到皮
肤，至今仍是一个科学盲区。北大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
食品卫生学系副教授王军波坦言：“可被吸收的小分子
肽是否具有美容护肤等作用，还需深入地研究来证实。”

科研成果的缺失，使双方都无法拿出有力的证据，
从而下出最后决胜的一招棋。辩论进入了僵局，只留下
一个毫无意义的“共识”：没有证据证明胶原蛋白能够
美容；也没有证据证明胶原蛋白不能美容。中国农业大
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为此做了一个最
好的总结：“胶原蛋白产品，求安慰不差钱可用；糖尿
病、肾病及肝病患者不宜服用。面膜有一定保湿功能，

皮下注射短期有效。”

如何选择胶原蛋白产品？

在淘宝网上输入“胶原蛋白”，搜索结果显示：
超过""''种相关产品在架出售，其中贵者近千元，
最便宜的一款只要$*$元。
“品牌五花八门，价格千差万别，广告花里胡

哨，到底该怎么选择？”消费者胡女士在网上发表
的抱怨帖迅速得到了网友的共鸣：“假冒伪劣产品充斥
市场，如果美容不成变成毁容，那岂不损失惨重？”

就此，相关专家给出了解答。
首先，要看品牌。某女性健康网站的一篇文章指

出：“高质量胶原蛋白的提炼需要较高的技术含量，因
此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较大品牌是值得信任的。”同时，
对于一些在广告中鼓吹“快速起效”的商家，则需提高
警惕。王兴国提醒道：“如在胶原蛋白中加入雌性激
素，则服用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一些美颜、丰胸的效
果，这不是胶原蛋白，而是激素在起作用。同时，过量
摄入雌激素会导致小叶增生等健康隐患。”

其次，要看原料和成分。专家建议：最好选择深海
鱼胶原蛋白，因为深海鱼类生存环境较为安全，污染较
轻，且全部为自然状态下生长，较禽畜相比少了疫病和
不合格饲料之虞。同时，要注意产品包装注明的有效成
分。只有胶原蛋白肽才是利于吸收的正品，有些小厂家
直接用蛋白粉冒充胶原蛋白肽，消费者购买服用后完全
起不到任何作用，白费金钱。

最后，看产品批号。据报道，目前全国只有+!个厂
家的#+个胶原蛋白品种获得“卫食健字”批号，但市场
上销售的这类产品不下百种，而且几乎都打着保健品的
旗号。“如果没有获得‘卫食健字’批号，只能作为普
通食品销售，不能宣称是保健食品，更不得以保健品名
义销售。”重庆市食药监局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处一位
负责人介绍，“就算是这些有正规批号的产品，也多少
都存在一些超出其所经批准功能的夸大性宣传。”

总而言之，消费者要正确看待保健品的功效，树立
科学的养生观。有评论文章指出，保健食品不是灵丹妙
药，面对花样繁多的各种保健品，更要擦亮眼睛、保持
理性。

细数 那点儿事
许君达

开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建设
本报电（喻京英）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开展中医药服务贸易重点项目、
骨干企业（机构）和重点区域建设工作的通知》相关情况。将在
中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等方面实施一批中医
药服务贸易重点项目，建设一批中医药服务贸易骨干企业，创建
若干个综合实力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医药服务贸易重点区
域。旨在通过 # 年努力，总结和探索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模
式，全面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健康快速发展。

宝贝健康公开课新书发布
本报电 （李琪） 《崔玉涛：宝贝健康公开课》 新书近日发

布，该书是 《父母必读》 杂志“崔大夫诊室”栏目的集大成之
作，该书通过真实案例的分析，深入浅出地将养育宝宝的要点告
诉读者。书中分为营养、常见病和护理 # 部分，浓缩了栏目精
华，汇聚了崔玉涛大夫讲给父母的 5+堂儿童健康课。

清华-杨森公共健康日启动
本报电（孙岩）清华大学、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与杨森制

药公司近日共同启动了第三届“清华.杨森公共健康日”，旨在
提高公众对乙肝和丙肝两种病毒性肝炎的认知。三方共同承诺，
将不断扩大在传染病公共健康领域的合作，探索防治肝炎等传染
性疾病的创新途径。

首台移动母婴车献礼“六一”
近日，国内

首台移动体验式

母婴车———“ "

星舒适帮宝屋”

北京巡游活动举

行，为京城的宝

宝送上了儿童节

的特殊礼物，母

婴车吸引了不少

妈妈观看、体

验。

樱 子摄

近年来，我国便秘患病率逐渐升高，已成为主要的
公众健康问题之一。调查显示，女性患病率为男性的两
倍。而我国目前约有 5'''万名女性饱受慢性便秘带来
的困扰，成为这一疾病的主要受害群体。

近日，西安杨森旗下国内首款口服促肠动力药物力
洛 （普芦卡必利），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女
性慢性便秘患者。

据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动力学组名誉组长柯美
云介绍，病人迫切需要安全、耐受性好的治疗手段帮助
她们恢复肠道功能、缓解不适症状，从而解决长期困扰
她们的慢性便秘问题，使她们回归正常生活。目前，力
洛是全球首个具有高选择性、高亲和力的受体激动剂，
通过特异性、选择性地刺激肠道，诱导肠的高幅推进性
收缩，显著促进肠道、特别是结肠的蠕动，在改善肠道
动力和重建肠道功能方面有显著作用。

针对女性慢性便秘的显著疗效，力洛已被近 #'''

名患者临床验证，它可以帮助女性慢性便秘患者通过提
升肠动力摆脱慢性便秘带来的痛苦。

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会长钱家鸣强调，慢性
便秘的治疗目标除了改善症状，还应提升肠动力，恢复
患者的自主排便功能。最新的世界胃肠病学组织全球便
秘指南将力洛这一帮助患者改善肠动力的有效治疗方
案，列为循证医学证据最高级即 6级及最高推荐等级 7

级。在 +'&#年 "月最新修订的 《中国慢性便秘诊治指
南》 中首次提出，治疗慢性便秘的目标是除了缓解症
状，还应恢复正常肠道动力和排便生理功能。

医 药 前 沿

慢性便秘困扰女性
西安杨森推出口服促肠动力药

文 心

一项调查显示，有近六成被调查人群误认为，黄斑
是眼睛里长出的黄色斑块或从未听说过黄斑，有近八成
人认为，针对严重的致盲性眼病———老年黄斑变性，仅
仅能控制疾病进展或根本没有治疗方法，数据表明，公
众对于老年黄斑变性的治疗信心严重不足。
《眼科视界》杂志携手搜狐健康频道联合发布了《老

年黄斑变性白皮书》，用以提升公众和患者对疾病的认
知，以帮助他们及早发现病情，指导检测、就医和治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孙晓东教授指出，
老年黄斑变性是引起 "'岁及以上人群重度视力丧失的
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全球成年人致盲的首要疾病之一。

孙晓东说，事实上，‘黄斑’并不是‘斑’，它是
眼底视网膜上一个正常的生理区域，集中了大量的视功
能细胞。黄斑是决定视功能的重要部位，识别形状、大
小、颜色、纵深、距离等大多数光学信号，一旦黄斑区
出现病变，就会出现视力下降、眼前黑影或视物变形等
病状。而自认为了解黄斑变性症状的人群中，八成以上
仅认识到“视力下降，看到的物体模糊不清”的症状。
但这其实并不是老年黄斑变性特征性的症状，也不是黄
斑变性的唯一症状，如果仅靠这一症状识别黄斑变性，
容易造成混淆疾病，延误就医。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唐仕波教授强调，老年黄斑
变性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与白内障等其他眼部疾病
混淆。具有隐蔽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因此，早发
现、早检测和早治疗，为及时有效地治疗争取宝贵的时
间，最大程度维持和提升现有视力对老年黄斑变性患者
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联盟建议 "" 岁以上人群每年接受一次眼底检
查，唐仕波教授提醒：“一旦出现黄斑变性征兆，需前
往正规医院咨询眼底病专家，进行眼部检查，最终才能
确诊是否罹患老年黄斑变性。”

被忽视的
黄斑变性
子 轩

在湖北省武
汉市蔡甸区后

官湖畔，住着有一
位 &'+岁的老人邱

金义。老人在这里出
生、长大，并在这里养儿

育女。如今，又如世外高人
般在此隐居。每天，他都要去
湖中摇船撒网，捕鱼卖钱。
据专门来陪护照顾老人的

扬先生介绍，邱金义出生于&$&&

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历&$&&年+月
+(日），岁月在老人身上留下了许多
印迹，他的双腿老化得厉害，走路需

要拄着拐杖慢慢挪；耳朵也有点背，和
他说话需要很大声。老人育有(男&女，
现在是五世同堂，一家老小共有('多

口人。儿孙们日子过得都不错，也很有孝
心，小儿子有好几套别墅，专门给老人留
了一套，但他不愿意去住。一辈子就喜欢

在后官湖边生活，在自己搭建的窝棚里
住了十余年，已经习惯了。每逢过年，他
也不离开湖边的窝棚，儿孙们只得轮流
到这里给他拜年。今年+月，子女们把老
人送到附近的养老院，请两名护工照顾
他。结果没住几天，他就吵着要回来，说
住在那里不自由。

老人的窝棚十分简陋，一张床、一个
小柜子、一把躺椅和一台电风扇就是全
部家当。电是临时从附近接来的，不过，
对老人来说似乎没什么必要，因为湖上
风大，夏天他也穿着薄棉衣。每天清晨(

点多老人就起床，然后独自划船去湖上
下网，最远要划#里水路，回来后吃早餐。
早餐是一碗面条，菜是自己从湖里捞的
鳝鱼或鲫鱼。吃完早饭，他将前一天用过
的渔网拿到门口晾晒修补。中午吃一碗

稀饭，午睡#小时，下午"点出门收网，晚
上吃过稀饭后七八点钟睡觉。

老人一天能收十多斤鱼，最多时能
收#'斤。老人没什么用钱的地方，捕鱼卖
钱的习惯却改不掉。老人头脑清楚，会算
账，&!两的秤和市斤秤都会看会用。不过
住在湖上没什么花销，赚来的钱，他都在
逢年过节塞给了晚辈。

说起老人的长寿秘诀，据其家人介
绍，最重要的就是后官湖畔环境好，老人
饮食健康。百年来，老人几乎每餐都吃
鱼，鱼肉中没有脂肪，因此到现在他也没
有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类疾病。至今老人
煮饭、烧水都是直接从湖里取水用，当天
没用完的水就倒掉，以防生虫。他不抽
烟，偶尔喝一点酒，最近一次喝酒是$'岁
时，近年来的饮料主要是红糖水。

近日发布的 《+'&# 年度中
国儿童营养健康调查报告》 显
示，儿童挑食已成为普遍现象，
此外，多数家长对营养品持客观
开放的态度，营养品的安全性也
是他们关注的首要要素。该报告
是由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和
《母子健康》 杂志携手美国专业
膳食营养补充剂品牌自然之宝联
合发布的。

报告强调，免疫力差，容易
生病；食欲不振，挑食偏
食；补钙问题以及身高
体重不达标等，是 +

岁至 #岁儿童家
长主要关心的
健康问题。有

+"8至 #'8( 岁至 " 岁的儿童，
不能保证“每天都吃早餐；!岁
至 &+ 岁的儿童和少年，睡眠情
况需要引起关注。

据北京营养师俱乐部秘书长
王旭峰介绍，报告针对入托前（+
岁至#岁）、学龄前（(岁至"岁）和
小学（!岁至 &+岁）三
阶段少年儿童

的营养与健康状况进行了分析，
从全国+'余个省区市，共抽取
#'''余名合格样本，调查内容涵
盖各年龄阶段儿童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和保健习惯等内容，希
望这份报告能引起家长的重视。

!"#岁老人邱金义

每天吃鱼 摇船撒网
珏 晓

儿童挑食已成普遍现象
吴 尧

特 别 报 道

是“青春魔药”还是廉价补品

健 康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