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研究

有望让菜籽油更有“营养”

新华社武汉 2 月 9 日电（记者侯文坤）据中国
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消息，该所油菜遗传
育种团队在油菜籽品质改良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揭示了正向调控油菜籽维生素 E 和负向调控油菜
籽硫苷含量的分子机制，发掘出优异等位基因，为
油菜籽品质改良提供了基因资源和技术支撑。相
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植物
生物技术杂志》上。

据 科 研 人 员 介 绍 ，维 生 素 E 主 要 存 在 于 植
物 油 中 ，是 人 体 和 动 物 生 长 发 育 所 需 的 重 要 营
养素之一，具有调节免疫系统、延缓衰老等重要
功能。发掘调控油菜籽维生素 E 和硫苷合成的
关 键 基 因 ，对 促 进 油 菜 籽 高 品 质 育 种 具 有 重 要
意义。

为此，研究团队利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在甘
蓝型油菜群体中检测到与维生素 E 含量相关的主
效 QTL-qVE.C02，并通过遗传互补、定点诱变等技
术手段克隆出该 QTL 的目标基因 BnaC02.VTE4，
发现 BnaC02.VTE4第二个内含子其中一个剪接位
点上 A 到 G 的碱基变异是导致油菜籽维生素 E 和
硫苷含量差异的直接原因。研究团队进一步通过
转录组和代谢组联合分析，阐明了维生素 E 和硫
苷生物合成通路对底物的竞争关系，揭示了正向
调控油菜籽维生素 E 和负向调控油菜籽硫苷含量
的分子机制。

科研人员表示，该研究有助于实现油菜籽高
维生素 E 和低硫苷综合改良的育种目标，帮助进
一步提高菜籽油中的维生素 E 含量。此外，该研
究还有望帮助降低油菜籽饼粕中的硫苷含量，提
高其饲用价值。

面包糕点为何不再使用这种添加剂面包糕点为何不再使用这种添加剂？？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 恒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GB 2760-2024），自 2025 年 2
月 8 日起，脱氢乙酸钠（脱氢乙酸及其钠
盐）不再用于面包、糕点、果蔬汁（浆）等 7
类食品，在腌渍蔬菜中的最大使用量也由
1 克 /千克调整为 0.3 克 /千克。

为何对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进行
调整？之前吃了添加脱氢乙酸钠的食品，
是 否 有 危 害 ？ 怎 样 科 学 看 待 食 品 添 加
剂？记者采访食品安全专家予以解读。

为何调整使用脱氢乙酸钠？尽
量降低风险

专家告诉记者，脱氢乙酸钠是一种常见
的食品添加剂，对酵母菌、霉菌、腐败菌具有
良好的抑制作用，过去几十年里被多国许
可，广泛应用于食品中，以延长保质期。

那么，新国标为何对脱氢乙酸钠的使
用范围和使用量作出调整？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
任阮光锋介绍，对一种食品添加剂进行重
新评估，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在安全性
上有新的证据发现，需要重新评估；二是
食品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当一种食品的消
费量由少变多时，要考虑其中某种食品添

加剂累积之后会不会超过安全限值。
此前，有动物实验研究显示，多次大

量食用脱氢乙酸钠，可能造成动物取食减
少、体重下降、凝血能力下降、肝肾组织变
化等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 院 教 授 范 志 红 认 为 ，这 类 动 物 实 验 并
不 能 证 明 人 类 少 量 吃 这 种 添 加 剂 也 会
导 致 同 样 危 害 ，但 往 往 会 让 人 们 对 该 物
质 有 更 严 格 的 限 量 。 比 如 ，烘 焙 产 品 近
年 来 消 费 量 明 显 增 多 ，其 中 的 食 品 添 加
剂 含 量 就 需 要 重 新 考 量 。 相 对 来 说 ，腌
渍 蔬 菜 消 费 量 并 不 多 ，所 以 只 是 降 低 了
最大限量。

专家表示，食品安全追求“尽可能降
低风险”。随着最新科研发现以及国内食
品消费结构改变，食品添加剂使用也会相
应作出调整，防患于未然。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三
室主任张俭波表示，修订脱氢乙酸钠的使
用规定，是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和
行业实际使用情况调研作出的决策。

食用后健康风险有多大？摄入
量决定安全性

脱氢乙酸钠已经在食品行业使用了

较 长 时 间 。 不 少 人 关 心 ：此 前 吃 过 这 种
食 品 防 腐 剂 ，会 造 成 身 体 伤 害 的 风 险 有
多大？

食品安全专家表示，风险大小跟摄入
量密切相关，即要看消费者实际一次吃进
的量，以及一年当中吃的频次。

范 志 红 表 示 ，脱 氢 乙 酸 钠 在 人 体 内
能 够 被 代 谢 掉 。 相 关 实 验 数 据 显 示 ，脱
氢 乙 酸 钠 在 毒 理 学 上 不 属 于 高 毒 成 分 ，
动 物 实 验 发 现 其 有 害 作 用 ，是 在“ 长 期 ”

“ 反 复 ”“ 大 量 ”食 用 之 后 的 结 果 。 人 们
日 常 摄 入 量 一 般 不 足 实 验 中 发 现 有 害
量 的 十 分 之 一 ，无 需 过 于 担 心 健 康 风
险。

阮光锋表示，脱氢乙酸钠并非被“禁
用”，它依然是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可
以用在腌渍蔬菜、发酵豆制品等食品中。
这说明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合理使用脱氢
乙酸钠依然是安全的。

阮光锋还介绍，美、日、韩等多国也仍
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脱氢乙酸钠，但各
有不同规定。例如，美国允许用于切块或
去皮南瓜和草莓 ，最大使用量不超过 65
毫克 /千克；日本、韩国允许用于黄油、奶
酪、人造黄油等食品中，最大使用量不超
过 0.5 克 /千克。

食品添加剂还能不能吃？可以
合理使用

出于对食品安全的考虑，还有部分消
费者担心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添加”了
风险。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
技术学会理事长孙宝国表示，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历史悠久，例如古代卤水点豆腐时使用
的卤水，其主要成分氯化镁，便是一种添加
剂。现代人的生活更是离不开食品添加剂。

孙宝国介绍，我国相关标准规定了 23
类 2300 多种食品添加剂，包括防腐剂、着
色剂、膨松剂、甜味剂等，按照标准使用，
不超过最大使用量和最高残留量，不会引
发食品安全问题。过去发生的一些食品
安全事件，往往源于违规使用“非法添加
物”或滥用食品添加剂。

孙宝国表示，为保障公众健康和食品
产业发展，我国对食品添加剂一直实行严
格的准入和淘汰机制，开展持续、动态的跟
踪评价，不断调整其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并
对部分物质禁止使用，应当科学、理性看待
标准的调整。 （新华社北京 2月 8日电）

享健康

近期热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
中有一段情节：陈塘关总兵李靖给了申公
豹一份药材代购清单，包括三七、蒲黄、茜
草、冰片、血竭、红花、当归、苏木、马钱子
等。专家表示，这些中药大都可以治疗跌
打损伤，具有化瘀、补血等疗效，其中几味
药还适用于日常保健。

三七又名“田七”“金不换”，自古至今
被誉为“伤科圣药”。《本草求真》中记载，

“凡金刃刀剪所伤，及跌扑杖疮血出不止，
嚼烂涂之，或为末掺，其血即止。”

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范
峥介绍，三七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胃
经，具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功效，主治
各种出血证，瘀血肿痛、跌打损伤等。

三七内外皆可服用，内服时煎汤、研
末 或 入 丸 、散 ；外 用 时 磨 汁 涂 或 研 末 调
敷。范峥表示，电影中所说的田七粉是用
三 七 主 根 制 成 的 粉 ，用 于 小 面 积 外 伤 出
血。若炮制为熟三七，除化瘀外，还有补
血养血的功效。

蒲黄是香蒲的干燥花粉，味甘，性平，
归肝、心、脾经，有止血、化瘀、利尿的功
效。《神农本草经》记载，蒲黄“主心腹膀胱
寒热，利小便，止血，消瘀血。久服轻身益
气力。”与茜草配伍使用，既能凉血，又能
化瘀，止血而不瘀。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蒲黄有扩张血管、降血压血脂、抗凝血、止
血、抗炎、利尿等作用，可治疗冠心病、心
绞痛、高脂血症等疾病。

血竭是一种树脂分泌物，主要产自东
南亚，属舶来品。血竭味甘、咸，性平，归
肝经，具有活血定痛、化瘀止血、敛疮生肌
的功效，主治跌打损伤，瘀滞心腹疼痛，外
伤出血，疮疡不敛。

范 峥 表 示 ，血 竭 外 用 时 研 末 撒 敷 ，
止 血 化 瘀 、止 痛 作 用 较 好 。 与 三 七 伍
用 ，相 得 益 彰 ，散 瘀 止 痛、化 瘀 止 血 之 功
明显加强。

茜草味苦，性寒，归肝经，《本草纲目》
中记载，茜草能“通经脉，治骨节风痛，活
血行血”，常用于治疗跌打损伤、风湿痹痛
等。茜草与蒲黄、血竭均有消除局部肿痛
和淤青作用，搭配三七使用时，止血止痛
效果更佳。

冰 片 也 是 一 味 常 见 的 伤 科 外 用 药 ，
味 辛 、苦 ，性 微 寒 ，归 心 、脾 、肺 经 ，能 抗
细 菌 、真 菌 ，抗 炎 镇 痛 ，主 治 闭 证 神 昏 ，
目 赤 肿 痛 ，喉 痹 口 疮 ，疮 疡 肿 痛 ，疮 溃 不
敛 ，水 火 烫 伤 。 中 医 认 为“ 不 通 则 痛 ”。
范 峥 介 绍 ，冰 片 性 凉、开 窍 醒 神 ，因 此 有
助 清 热 消 肿 、止 痒 止 痛 ，大 部 分 外 用 药
方都离不开冰片。

红花味辛，性温，归心、肝经，具有活
血 通 经 ，祛 瘀 止 痛 的 功 效 。 主 治 血 滞 经
闭、痛经，胸痹心痛，血瘀腹痛，胁痛，跌打
损伤等。红花是治跌打损伤、瘀滞肿痛之
要药，常配木香、苏木、乳香等药用；或制
为红花油、红花酊涂擦。

苏 木 是 一 味 活 血 化 瘀 药 ，味 甘 、咸 、
辛，性平，归心、肝经，能活血化瘀、舒筋活
络 ，主 治 跌 打 损 伤、骨 折 筋 伤、瘀 滞 肿 痛
等 。 范 峥 表 示 ，苏 木 与 红 花 同 属 止 痛 佳

药，两药共同熬煮汤药，能加强彼此药效，
活血通经、消瘀止痛效果更好。

当 归 是 血 家 圣 药 ，也 是 妇 科 第 一 妙
药，许多经典药方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当归味甘、辛，性温，归肝、心、脾经，有活
血补血之效，能调经止痛、润肠通便。当
归含有丰富的挥发油、维生素和矿物质，
因此部分人群服用后可能出现大便溏稀
的情况，属正常现象。

马 钱 子 是 一 味 拔 毒 消 肿 敛 疮 药 ，味
苦，性寒，归肝、脾经，能够疏通经络、散
结、消肿、止痛，主治跌打损伤、骨折肿痛
等，是伤科疗伤止痛的佳品。范峥提醒，
马 钱 子 具 有 强 烈 毒 性 ，其 中 含 有 番 木 鳖
碱，5~10 毫克即可使成人中毒，30 毫克可
致死亡。马钱子在药方中的安全剂量非
常小，过量使用可能出现头晕、嘴麻、全身
肌肉抽搐等症状，切忌自行购买使用。

中华老字号浙江方回春堂主任中医
师鲁丽介绍，三七被誉为“血管清道夫”，
距今已有 400 多年药用历史，可用于散瘀
止血，消肿定痛。

蒲黄是活血化瘀的能手，《本草正义》
记载有将蒲黄磨成细粉外敷，“自有生肌
之力”，具有止血，化瘀，通淋的功效。

茜草被称为“血见愁”，在《本草纲目》
中 又 被 称 为“ 西 天 王 草 ”，是 清 热 止 血 的

“神器”，可用于凉血、祛瘀、止血、通经。
冰片又称“龙脑香”，以片大而薄、色洁白、
质松、气清香纯正者为佳。

血竭可以说是活血圣品，别称“麒麟
竭”，《本草纲目》称之“木之脂液，如人之
膏血”。红花则是很多养生达人十分熟悉
的中药材，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但红
花少用可养血，多用则破血，日常使用要
注意适量。

苏木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红柴”，大家
一般能看到的中药苏木，都是已经炮制过
的，确实很像红色的火柴。古人认为苏木
的中心横纹像紫角，是“木中尊色”。

马钱子又叫“番木鳖”，原产于印度、
越南、缅甸等地。用之得当，可起重病、疗
沉疴，但在日常使用中要格外注意用量。

鲁丽强调，马钱子虽止痛但有毒，古
今中医家认为毒性甚烈、钻筋透骨，要少
用或慎用；血瘀出血者可用红花、蒲黄，但
血虚出血者要禁用红花、血竭，慎用蒲黄。

鲁丽说，在这些药材中，有不少属于
药食同源，可用于日常保健。比如三七，
可将三七研磨成粉，每日以温水冲服（空

腹更佳），适合气滞血瘀者；或在炖鸡汤、
排 骨 汤 中 加 3~5 克 三 七 粉 ，可 增 强 免 疫
力 。 当 归 具 有 补 血 活 血 、调 经 止 痛 的 功
效，可用 3 克当归片加 3 颗红枣煮水，适合
血虚面色苍白者；也可用当归炖鸡汤，半
只鸡加 10 克当归片和 15 克黄芪，可实现
气血双补。

红花作为一味常见中药材，从治疗女
性经闭、痛经等妇科问题，到跌打肿痛后
常用的“红花油”，再到冠心病、心绞痛以
及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疾病的现代用药
成分，处处都有它的身影。

除了可泡水服用，红花也常见于泡脚
包中，常与艾草、益母草、老姜、陈皮、桂枝
等药材一起，在泡脚时起到缓解疲劳、暖
身温阳的作用。红花也有药食同源之用，
在熬煮鸡汤时搭配无花果、红枣等食材，
有活血祛瘀的效果，但一定要控制用量，
建议在 3克左右即可。

鲁丽提醒，上述中药多数有活血化瘀
之功效，因此孕产妇均需慎用。像苏木常
用于骨伤科，内科鲜用；蒲黄、茜草、马钱
子等药材在日常生活中也较为少见，如若
摔伤需要中医中药治疗，还是要找专业医
生开方，不可自行使用。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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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

三七、蒲黄、茜草、冰片、血竭、红花、当归、苏木、马钱子——

“哪吒”电影里的中药，都有哪些功效
窦瀚洋 田雨汀

新 AI模型助力预测

急性肝损伤恶化风险

新华社东京 2 月 13 日电（记者钱铮）日本研究
人员日前在新一期美国学术期刊《国家科学院学
报·交叉学科》上发表研究成果说，他们开发出一
个人工智能（AI）模型，可根据急性肝损伤患者初
诊时的血检结果等信息，预测患者病情是否容易
恶化成急性肝衰竭。

日 本 九 州 大 学 、名 古 屋 大 学 等 机 构 日 前 发
布 联 合 新 闻 公 报 说 ，急 性 肝 损 伤 患 者 中 ，约
99%不需要治疗就能恢复，约 1%的患者会出现
肝 功 能 下 降 ，发 展 成 急 性 肝 衰 竭 。 急 性 肝 损 伤
恶 化 产 生 的 急 性 肝 衰 竭 治 疗 很 困 难 ，每 年 发 病
人 数 又 不 多 ，缺 乏 经 验 的 医 疗 机 构 难 以 迅 速 采
取 合 适 的 应 对 措 施 ，从 而 直 接 影 响 患 者 存 活
率。

借 助 AI 技 术 ，研 究 人 员 分 析 了 319 名 急 性
肝损伤患者住院后一周内血检指标——凝血酶
原（生 成 于 肝 脏 的 一 种 血 液 凝 固 因 子）变 化 情
况。他们发现急性肝损伤患者根据临床病程和
预后的不同，可分成 6 组。第一组和第二组仅需
要观察病程，患者能够自然恢复；第三组和第四
组对内科治疗有反应，治疗后可恢复；第五组和
第 六 组 对 内 科 治 疗 无 反 应 ，需 要 接 受 肝 移 植 或
者最终死亡。

研究显示，应用 AI 技术，仅通过患者初诊时
的血液检查结果等信息，就能较精确预测患者会
进入哪一组。会不会发展到需要移植的第五组和
第六组的预测准确率约为 90%，会不会进入第三
组和第四组的准确率约 80%。

公报说，这项研究成果能帮助临床医生作出
迅速且合理的判断，有望尽早治疗病情可能恶化
的患者，改善急性肝衰竭的预后。

流感防治知多少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记者李雯）流感是由
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每个流感季
都有不同的病毒毒株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卫生机构建议，及时接种
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佳方法。

世卫组织官网的资料显示，每年全球有约 10
亿例流感病例，其中包括 300万至 500万例重症病
例，造成约 29万至 65万例死亡病例。流感引发的
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或鼻塞、身体
疼痛、头痛、发冷和疲劳，有些人还可能出现呕吐
和腹泻。这些症状在感染后 1至 4天开始，通常持
续约 1周。

美疾控中心认为，预防流感及其潜在严重并
发症的最佳方法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世卫组织
和美国疾控中心都建议 6月龄及以上人群每年应
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孕妇、6个月至 5岁的幼儿、
65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者、照顾婴儿的人及卫生
工作者。世卫组织强调，安全有效的疫苗已经使
用了 60多年。

除了接种疫苗外，其他预防措施也有助于减
少流感传播，包括：避免与患者密切接触；咳嗽或
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然后把用过的纸巾扔
进垃圾桶里；经常洗手；尽量减少用手摸眼睛、鼻
子和嘴巴；经常开窗换气。

据世卫组织介绍，流感一般呈自限性（即能自
行缓解和消退），但会加重其他慢性疾病的症状，
严重时可导致肺炎和败血症等。流感治疗应以缓
解症状为目标，患者应该休息并多喝水。大多数
人会在 1周内自行康复。重症患者和有高危因素
的患者需要及时就医。

美 疾 控 中 心 建 议 ，抗 流 感 病 毒 药 物 有 助 于
减 轻 病 情 ，缩 短 病 程 ，还 可 预 防 严 重 的 并 发
症 。 患 上 流 感 后 ，如 果 医 生 开 了 抗 病 毒 药 物 应
及 时 服 用 。 研 究 表 明 ，抗 流 感 病 毒 药 物 在 发 病
后 2 天 内 服 用 效 果 最 好 ，但 晚 些 时 候 服 用 也 会
有一定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