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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从口入”有益健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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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国内有人开“黄金宴”，把黄金屑撒在食品上吃，也有人在白饭里加金

箔，变成“黄金饭”，还有人在粽子内加了金箔，变成名副其实的“黄金粽”。日本

还有把黄金屑放入蛋糕中出售的“黄金蛋糕”；美国有人在沙拉、烤肉等菜肴上撒上

非常薄的金片，既装饰，又能吃……

近日，国家卫计委公开征求意见，欲批准金箔用于白酒，但对于为何在白酒中

添加金箔以及添加金箔的好处只字未提。黄金真的很好吃吗？“金从口入”是有益人

体还是损害健康？古有“吞金自杀”的传说，吞金会不会导致死亡呢？

中国古代的“太
阳之精华”说

古人在生产生活中发现，铜质、铁质的器
皿放久了之后，容易氧化“变质”，而黄金“久埋

不生衣，百炼不轻”——不仅放久了不变质，就算埋
在土里或用火来烧，都可以保持原样。古人就联想到如果

将黄金吃进肚子里，不也就能延年益寿了吗？
汉代的《盐铁论》认为，“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

保”。到了服食丹药蔚然成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更是将
黄金作为仙丹中必备的一味元素，晋代炼丹老祖宗葛洪就在他的名

著 《抱朴子》 中说：“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
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

葛洪长生成仙的道教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其服食黄
金的大胆尝试更为世人所知。唐代的道家开始用玄妙的理论来包装黄金的

作用，他们利用黄金的颜色和太阳颜色类似的特点，把黄金说成是太阳的
精华，服食黄金可以“鬼神不侵，寿无穷也”。

古埃及人的“焕发生命动力”说

世界各地食用黄金都有久远的历史。在中世纪的欧洲，黄金以薄片或
粉末的形式被加在食物及饮品中，供贵族享用。

黄金在自然界中的光彩夺目、金光闪闪的颜色，很多民族都将其神
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埃及人，膜拜太阳神的他们，不仅把黄金比作地
上太阳，更将它们制作成各种首饰、护身符、法老面具等，认为它可以
保护和延续生命。

而“吃什么补什么”的思维，基本上存在于所有原始的饮食和医
药理论中。黄金被当作一种能使身体和灵魂得到净化的物品被人类

食用，古埃及人相信，进入身体里的黄金，可以焕发生命动力，
让身体各方面的功能都更上一个台阶，搞得好还能永生不灭，

容颜永驻。

黄金并非人体所必需

其实，在现代营养学中，金并非人体必
需的营养素。从营养学角度看，目前已

确定人体必需营养素有 20 多种，
但金元素并不在其中。

到目前为止，还
没 有 研 究 可

以证明金具有保健功效。在我国的保健食品里，也没有金元素这种
保健因子。专家表示，如果长期服用金箔，还会造成人体内重金属超标。黄
金是一种重金属，就像汞 （水银） 一样。汞不能食用，体内汞超标还可能引
起中毒。金进入体内，会跟蛋白质产生一系列的变化。

虽然《本草纲目》有记载：“食金，镇精神、坚骨髓”，但《本草纲目》
主要适用于药理学，它是从药用的角度来说的，跟我们现代人讲的健康营养
角度是有区别的。当人患某些疾病时，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会起到调控作
用，但这个作用只是暂时的，对普通人来说不适用。就算是患有相应疾病的
人，在调控后就不可再继续食用，因为它并不会产生保健作用，更不会延年
益寿。

商家营销专宰土豪

其实，添加金箔的白酒在市场上并不新鲜，两三年前就有添加金箔的白
酒，都是些地方品牌。但添加金箔的白酒价格要比普通白酒价格贵几百到数
千元。商家大多宣传金箔酒具有保健功能，添加的金箔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食
用金箔，对人体不仅无害还能“保健养生”，可起到“镇心安魂，美容驻
颜”等效果。

黄金本身并没有味道，但它对食品的提色确有非常大的作用。把它用来
装饰食物，可以提高商品身价。市面上曾经售卖过一种“黄金酒”，礼盒金
光闪闪，售价不菲。这种酒看似很贵，其实，如果500克装白酒只添加最多
0.01克金箔，按目前市价99.99%黄金原料价格每克也就200多元，也就是说
一瓶白酒添加金箔的成本也就2元多钱。不过，商家的营销倒是可能将价钱

抬 得
很高，专宰土
豪。

黄金在医药上的特
殊作用

当然，金元素也并非对人体毫无用处。随着
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黄金在医药上有特殊的作用。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20
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曾成功利用金制剂解除了许多病人的
痛苦。硫代苹果酸金钠、硫代葡萄糖金等制剂，已作为法定药
物，载入不少国家的药典。由于金化合物注射剂临床应用不便，
后来又成功研制出金诺芬片。这是一种可方便口服的抗风湿药物，
疗效接近于金注射剂，对控制症状有一定效果。但这些药物应该在医
生指导下应用，并密切注意不良反应。

此外，在临床治疗方面，利用黄金良好的延展性制成的金箔，既可
治疗皮肤溃疡，又能治疗烧伤和烫伤。外科手术时，用金丝固定骨折患者
的碎骨，既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又无任何毒性，因而颇受医务人员的欢
迎。

近年来，研究人员试图用黄金和磷配制治疗癌症药物，已取得重大突
破，但目前这种药物还在进一步研究、完善之中。

“吞金自杀”并不靠谱

“吞金自杀”被人调侃为相当“贵气”的自杀方法，在影视剧中时有
出现。那么到底吞金会不会导致死亡呢？吞金者通常认为金子是重金
属，进入胃肠道会引起梗阻或穿孔，但事实并非如此。

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些喝了少量金箔酒毙命的案例，有人推测，
致死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冶炼技术的限制，金制品纯度不高，含有其他
有毒杂质，也可能是有人事先在金箔上涂了其他毒物。专家表示，

“吞金”不一定会毙命，因为，金的化学结构相对比较稳定，吞
食后在短时间内不容易被胃酸腐蚀掉。所谓“吞金自杀”一般
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金子的体积大，足以堵塞气管，使人
窒息死亡；二是吞下的金子是首饰类，边角不光滑，可
能在下咽的过程中划伤食管和肠胃。

如果说某人吞入了金制品而导致了死亡，其死
亡的原因不会是金的毒性，而主要是由于金制
品通过机械性刺激等，导致消化道破裂、
出血及发生其他并发症所致。如果
金体积不大、外表光滑，甚至
可能会随着粪便自然
排出。

健 康 关 注

近日，很多人因干燥的气候而出现嗓子不舒服现象，
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容易让细菌病毒越过喉咙这
一道屏障导致人体生病。那么，嗓子不舒服怎么办？如
何保护嗓子？305 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江继平为人们提供
了护嗓妙招。

保护嗓子从保暖做起

咽喉炎的发病尤其与口鼻、身体不注意保暖有关。
可以说，受凉是诱因。

江继平举例说，一位30多岁的上班族女士，从出门
上班到晚上回家，总觉得嗓子“不爽”，途中要不停地
清嗓子、吐痰。经询问病史得知，她自己开车上下班，
每天穿着职业裙装、丝袜也不厚、搭配高跟船鞋，自己
购买的润喉片就像糖一样随身携带。江继平让她停掉所
有润喉片，并给她开了生活处方：随身带一个保温杯，
增加保暖衣物。后来这位患者出门就披上羊毛披肩，穿
上厚底鞋，嗓子分泌物逐渐减少，清嗓子的次数也越来
越少。

为此，江继平建议：注意防止头颈部受凉，可以戴
帽子和围脖；睡觉时房间温度不要太冷；早晨起床要及
时穿衣服；洗澡或洗发后及时擦干身体、吹干头发；冷
天早晨出门或骑车要带上口罩，使口鼻不受干冷空气刺
激，还可防止灰尘及雾霾刺激咽喉。

另外，还要注意室内空气质量，不要使其太干燥，
可适当使用加湿器，夜间地面可洒些水，以保持空气湿
润。

养成保护嗓子好习惯

为养成好习惯，江继平提出首先要科学用嗓。不要
通过大喊大叫来改变声音，而是通过调整肌肉的组合能
力改变声音。那些用拼命喊叫的方式来放大声音的方法
是不可取的，这样声带负担过重，咽腔的毛细血管容易被
拉破，造成出血。练声的时候，要小声发音来达到训练的
目的；多饮温开水，不断冲刷稀释和湿化咽喉黏膜。

其次，要多用鼻呼吸，防止睡觉张口呼吸。打呼噜会
使咽喉黏膜丢失水分、变干燥，损伤咽喉部黏膜。所以，
打呼噜者尽量侧卧睡眠并找到打呼噜原因。此外，要改

胸式呼吸为腹式呼吸。
第三，不要过多地清嗓子。因为这样作气流会猛

烈地震动声带，从而损伤声带。如果觉得喉咙难受，
就小口地饮水或吞咽。江继平说，清嗓子有两方面原
因，一是习惯，二是嗓子不爽。清嗓子可能会舒服一
时，但越是清嗓子，越会造成对咽喉黏膜的刺激损
伤。

如果必须不停地清嗓子，那就去找医生检查一
下，也许是反流性疾病或过敏症等在作怪。如果是
反流性疾病，每次进餐量不宜多，尤其注意晚餐
尽量早吃、少吃或不吃，避免夜间反流致咽喉被
胃酸腐蚀损伤；过敏症要及时寻找过敏源，给予
抗过敏治疗。

和不良因素说再见

在冬季感冒患者中，大约有15％的人治愈数
月仍然咳嗽不止，严重者甚至声音嘶哑。江继平
说，其实他们并不是反复感冒，而是患上了咽喉
炎。咽喉炎是咽喉黏膜的炎症，易发于冬春季
节，儿童成人均可发病，有急慢性之分。急性
咽喉炎一般初起为鼻病毒、冠状病毒、流感病
毒等侵袭鼻腔，继而咽喉部组织感染；慢性咽
喉炎多为上呼吸道感染后的结果，由咽喉部
的感染所致。

咽喉炎的发病原因很多：吸烟、饮酒、过
渡唱歌、睡眠少、空气质量不良、错误用嗓以
及不当饮食等，都可能产生咽部炎症。如
吵架时大声吼叫，导致声带及咽部充血、室
外作业呼吸道受病菌侵犯，就会感到咽部
不适、声音沙哑。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首当其冲要影响到嗓子。

江继平强调，想要有效预防咽喉
炎，生活上要注意忌口。首先要戒
烟酒，由于烟酒既刺激咽喉又使肌
体功能受损，所以要坚决戒除；其
次是忌辛辣食物，北方气候干燥，
应多吃些青菜、水果，多饮水。

与高血压等其他较易识别的
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相比，公
众关于血脂异常的认知率偏低。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
院长顾东风，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健
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 （胆固醇管
理·2014） 项目年度总结会上，归结
了在胆固醇管理领域公众还存在着 3
个“不知道” 的认识误区：

第一个不知道：不知道“坏胆固
醇”（低密度胆固醇） 是卒中、冠心病
等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坏胆固醇”是导致主要动脉粥样疾病的
最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正常的动脉内壁光滑、坚实而富有弹
性，而发生粥样硬化以后的动脉，由于血脂
沉积于动脉内膜，内膜纤维化，形成粥样斑
块，血管壁也随之增厚、僵硬、钙化，这个过程
俗称“粥样”硬化。动粥最终将导致血管狭窄
甚至完全阻塞，血液无法流通，从而引发冠心
病、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等一系列心脑血管
疾病。国内外的血脂防治指南一致认为，“坏胆
固醇”偏高，是导致动粥的最主要原因。因此，顾
东风呼吁，提高对胆固醇管理的重视程度，在“坏
胆固醇”造成恶果之前，把它有效管起来。

第二个不知道：不知道约70% 胆固醇是人体
自身合成的。

临床上很多心内科和神经内科医生经常遇到
一些心梗、脑梗患者，在平时生活中自行停服降脂
药，有些患者还会说为了降胆固醇而长年累月坚持
清淡饮食甚至是全素食。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控制住
胆固醇水平呢？

在 2014
年胆固醇管理

项目中，多位专家
都对此进行了指正，他们

指出，约70%胆固醇是人体自身
合成的，而且这种合成是不断进行的。

不仅如此，对于绝大多数高胆固醇血症患者来
说，“坏胆固醇”偏高是内源性合成酶升高所致，靠减少
胆固醇摄入无济于事，必须使用他汀类药物，才能降低
超标的“坏胆固醇”。一旦停药，内源性合成酶继续升
高，“坏胆固醇”继续在体内过量合成，病人发生心脑血
管事件的风险会再次升高。

第三个不知道：不知道他汀药物服用时间越长，
获益越大。

有人担心他汀降脂药物的副作用，发现血脂下降
到正常水平后就停止服用降脂药。对于他汀类药物的
副作用，顾东风表示，人群中他汀药物副作用的发生
率较低，长期服用他汀药物的患者，只要在治疗随访
中与医护人员保持沟通并定期检查身体，就能有效监
测并控制药物的副作用，无需过度担心。

目前医学界公认他汀类药物是降胆固醇治疗的主
导药物，其疗效和安全性是有保障的。那些血脂水平
已经达标的心脑血管病患者，也应坚持他汀治疗，因为
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心血管获益需长期坚持下去才能体
现更大收益；过早停用他汀或减量，只会让患者失去药
物保护，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再次升高。

顾东风强调，他汀类降脂药物在动粥发生发展的
各个阶段都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坚持服用他
汀药物的时间越长，降低心脑血
管事件发生概率的
收益就越大。

顾东风提醒
说，对于那些心
脑血管疾病的高
危人群（例如心肌
梗死、脑卒中、糖
尿病等患者），更
应遵医嘱，坚持
正确的胆固醇管
理方法。

为何嗓子疼总不见好？
喻京英

中医药伦理审查成认证项目

本报电（魏敏）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批准
“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成为认证项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正式获批为开展此项认证工作的认证机构。这是中医药领
域的首个认证项目，也是我国第一个医学伦理认证项目。

据介绍，伦理审查是国际通行的研究风险控制重要手
段。它旨在通过对研究的科学设计与实施过程、研究的风险
受益分析、受试者招募、受试者隐私和保密等关键环节的审
查，给予受试者更全面的保护。

男性健康教育项目启动

本报电（郭锦） 由中国性学会、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
等共同发起的“性福365”项目近日在京启动，这是国内首个
运用互联网思维，利用多平台联动，倡导全民参与、全民分
享、全民获益的大型男性健康教育项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主任姜辉教授表示，该项目将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开创性地每天为大众提供个体化的性
福健康教育；同时将线上传播与线下活动结合，全年持续开
展多种形式的男性健康教育活动。

胆
固
醇
管
理
中
的
三
个
﹃
不
知
道
﹄

文

心

胆
固
醇
管
理
中
的
三
个
﹃
不
知
道
﹄

文

心

健

康

资

讯

“好”的胆固醇

“坏”的胆固醇

链接▶▶▶
形形色色的黄金食品

除了金箔酒，金箔还能咋吃？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各国人
民都给出了答案。金箔甜点、金箔冰棍、金箔面包，只有你想
不到，没有什么吃的是不能加金箔的。

金箔甜点
在甜点中，金箔的作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金箔一般会被

碾磨成金箔粉，或特制成金箔花，搭配在巧克力、奶油、冰淇
淋上，可以起到配色的作用。2012 年美国金球奖的颁奖宴会，
餐后甜点配的就是撒了金箔的布丁。

用金箔配色，价格不菲，在甜点界的好几个世界最贵的吉
尼斯纪录，都是金箔的功劳，纽约一家餐厅曾推出售价15730英
镑的巧克力，它混合了来自全世界14个国家的顶级可可，再加
上5克可食用的金箔和镶有钻石的金汤匙，可谓金贵无比。

金箔寿司、金箔咖啡
日本人更爱吞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开始流行食金，

日本人大量地在食物上贴上金箔，借“吞金”来显示自己的富裕。
日本有个叫金泽的城市，是生产金箔的专业城市，日本 99%的金
箔都是这里生产的，这里有添加金箔的果子、寿司、金箔酒等。

金箔冰棍
墨西哥一家餐厅曾推出一款龙舌兰酒冰棍，冰棍中裹着24K金

箔，售价1000美元，看来在冰棍界，想要创造最贵世界纪
录，也得靠金箔。

金箔“鱼子酱”
有一款名为“天使泪珠”的

“鱼子酱”是山寨版，里面
一粒鱼籽都没有，代替

鱼籽的是金箔。这
一罐“金箔酱”

大 约 200 美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