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造奶横空出世了

媒体报道称，从美国硅谷
到欧洲瑞士的实验室，数亿美
元被用于研发生产与普通牛奶
口味相同但所含蛋白质不同的
人造奶。

说起人造奶，不得不说一下
这阵子A股市场上火爆了的人
造肉。其实所谓的人造肉，顾名
思义就是人工制造的肉类。它
并不是真的肉，而是由大豆蛋白
和动物干细胞培育的，是某种意
义上的纯素食，只不过外观、口
感和味道会和真肉一样。

据说，目前人造肉在美国正
成为潮流，还受到了比尔?盖茨
这样的亿万富豪的追捧。

和人造肉一样，人造奶也不
是真正的牛奶。在实验室中，科
学家根据消费者需要，依次把化
学物质放入试管中调试，并利用
生物工程酵母来生产出真正的
牛奶蛋白质，最终复制出普通牛
奶的口味，但同时可以更富营养

价值。比如，可以往人造奶中添
加能够调节肠道菌群的母乳低
聚糖，无需任何哺乳动物的参与
或后期加工。只不过，人造奶的
成本是普通牛奶的两倍以上。

支持者认为，人造奶能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还解放了奶
牛。但是，刨除高昂的成本不
说，这样的人造奶，真能被消费
者接受吗？牛奶真的可以被完
全替代吗？

人造奶的出现，还是留给人
们不少想象的空间。

模仿得了口味复制不了精华

“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科学
研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牛奶中
到底有多少种生物活性物质，都
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
研究员、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
盟秘书长张养东认为，人造奶
只是对牛奶的简单模仿，就像
饮料添加香精一样，只能做到
口味相似而已。至于母乳低聚

糖之类的物质，或许也只是一个
宣传噱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奶
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理事长、中国
奶业协会乳品加工委员会副主
任顾佳升表示，实验室里“造”出
来的东西，无限接近有可能，但
不可能和牛奶一模一样。

顾佳升说，在人们传统的
认知里，就觉得牛奶87%是水，
剩下的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脂肪和维生素等物质。实际
上，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
发现牛奶中除了基本营养物以
外，还有很多含量极低但有生
物功效的活性物质，如生物活
性乳蛋白、β-乳球蛋白、α-
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
白等等。“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才
是牛奶中的精华成分，具有抵
抗入侵细菌、激活体内免疫反
应、维护机体健康等重要作用，
怎么可能在实验室里‘造’出来
呢？人类喝牛奶绝不仅仅是简
单地为了温饱，获取牛奶中的
生物活性物质才是更重要的目

的。”顾佳升特地举例，小牛犊
刚出生时，如果喝不到牛妈妈
的奶，不及时摄入牛奶中的生
物活性物质，甚至无法顺利站
起来。

取代牛奶？还不行

6000年前古巴比伦一座神
庙中的壁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关于人类获取和饮用牛奶的最
早历史记录。但根据考古学家
的推测，早在12000年前，人类
就开始驯服牛作为家畜，并把牛
奶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公元
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人使用
牛奶作为祭品。

贵州师范大学营养学教授
李亚军说，虽然牛奶真正走进普
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只有一百多
年的历史，但是，全世界大约有
6000种哺乳动物，唯独牛奶成
为老百姓餐桌上的首选是有原
因的，也是经过了历史检验的，
事实证明，牛奶是大自然馈赠人
类的最完美食物之一。

对于人造奶的前景，李亚军
并不看好。她说，牛奶并非奢侈
品，人造牛奶首先在成本上不占
优势，况且，很多消费者对人造
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排斥感，这
种排斥感来源于对未知的恐惧，
虽然科技进步很快，但人造奶在
技术上是否成熟、人造奶是否对
人体健康无害等等问题，都需要
时间的检验。

“人造奶在科学上有探索的
价值，要说取代牛奶，日子还远
着呢！”顾佳升表示，喝奶首选更
加营养健康的巴氏鲜奶，因为巴
氏鲜奶真正做到了纯天然和零
添加，对奶源质量要求高，还最
大限度地保留了牛奶中的生物
活性物质。

张养东则将人造奶视为概
念和噱头。他认为，这么多年
了，人造肉依然无法取代畜禽
肉，反而是健康生态的畜禽肉越
来越受欢迎，这说明，天然健康
才是主流的消费观。“因此，人造
奶成不了气候。”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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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持续上涨势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人造奶走向市场取代牛奶路有多远？

近期，多家媒体刊发报道
称，市场上猪肉、蔬菜等农产品
价格不仅未像往年一样在春
节后出现下跌，反而持续走
高。其中，猪价“领涨”态势尤
其明显。

4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数据显示，因猪肉、蔬菜等农产
品价格因素影响，3月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较上月涨幅明
显，CPI时隔3个月后重回“2时
代”，达2.3%。其中，猪价为同
比连降25个月后首次转涨，对
CPI的拉动作用明显。

4月17日，农业农村部举行
新闻发布会，市场与信息化司
司长唐珂表示，今年3月，因产
能调减影响，一季度猪价涨幅
明显，初步预计二季度猪价有
望保持波动上行走势，下半年
猪价同比涨幅可能超过70%，创
历史新高。

猪价上涨助推3月CPI反
弹、下半年猪价涨幅或超70%等
消息迅速引起舆论关注，主流
媒体纷纷就此次猪肉等农产品
价格上涨展开报道，资本市场
不断有人发言表态，猪价持续
上涨势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
点。有网民调侃称，“猪肉自
由”接棒“香椿自由”，趁现在赶
紧多吃点猪肉，下半年只能吃
鸡了。

据统计，2019年4月8日至
4月21日，共监测到与此次猪价
上 涨 事 件 相 关 的 舆 情 信 息
37087条，以新闻报道为主（含
数字报刊、网络媒体、资讯），微
信、客户端、微博的传播量分别
位列第二、三、四位。

监测周期内，舆情走势大致
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传播周期。

4月8日-4月14日是第一
个传播周期。4月8日-4月10
日，猪价上涨话题已经引发舆论
较多关注；4月11日，国家统计
局发布3月CPI指数，多家媒体
参与报道，旋即达到此次事件的
舆情峰值，当日舆情声量为3688
条；4月12日，媒体持续聚焦该
事件，当日舆情声量为3351条，
成为此次事件舆情次峰值；之
后，舆情热度明显走低。

4月15日-4月21日是第二
个传播周期。4月15日，猪价上
涨话题热度开始回升；4月 17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通报称猪
价下半年可能大幅上涨，引发
舆论高度关注，当日舆情声量
为3122条，成为此次事件第二
个传播周期的舆情峰值；之后，
舆情热度开始下降，但是整体
走势较为和缓；迟至4月21日，
舆情热度方才渐趋散去，但是
传播量相对较高，仍然存在热
度再度回升的可能性。

从报道内容的地域分布图
来看，该话题在上海、北京、广
东、山东的传播量最高，在江
苏、湖北、浙江、河南、四川等地
区传播量同样较高。整体而
言，该话题的主要分布区域多
是发展程度较高、人口数量较
多、消费能力较强的省份。

根据词频分析，媒体关注
集中在农业农村部、市场、一季
度、价格、3月份、猪价、数据等
热词，相关内容多与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数据情况、农业农村
部发布的新闻通报等报道有直
接关系。网民关注主要集中在
农业农村部、市场、猪价、生猪、
板块、猪肉价格、历史新高等热

词，相关内容多与公众日常消
费和生活理财等密切相关。

整体而言，媒体和网民均
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市场、猪
价等热词，反映了舆论对“农业
农村部表示下半年猪价同比涨
幅可能超过70%”的高关注，猪
肉市场价格变动或将成为之后
舆论持续关注的焦点话题。

此次猪价上涨，在4月中旬
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发布
相关数据之前，已经成为热点
话题，主要源于公众日常生活
消费的直观感受以及资本市场
对猪肉加工企业的看好态度，
后者主要表现为今年3月以来
猪肉股全线拉升、持续走强。

目前来看，因非洲猪瘟等多重
因素叠加影响，猪价大幅上涨
几成必然，舆论对此也已基本
达成共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
围广或将成为此次猪价上涨的
主要特点。

关于此次猪价上涨事件的
新闻报道，多有来自资本市场
如中信证券、长江证券、海通证
券、新时代证券的分析师或经
济学家对之展开具体分析。非
洲猪瘟带给相关企业的负面影
响正在转化为它们的经营优
势。主流媒体多跟踪报道国家
统计局、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相
关信息，关注其具体影响范
围。预计猪价大幅上涨之后带
给公众的日常消费烦恼，将会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猪
肉自由”等调侃类词汇或将再
度登顶舆论场，猪价上涨可能
会因此成为民生领域的主要难
题，保民生、稳消费或将成为政
府施政的主要考量因素。

整体而言，在非洲猪瘟影
响一时难以完全祛除，如何促
进猪肉替代品发展，保证蔬
菜价格稳定均衡，不至于衍
生成为食品价格整体上涨或
者依次上涨形势，或将成为
考验相关部门具体施政能力
和相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
要现实依据。 （畜牧报）

如果有人端上一杯牛奶，并告诉您，这和奶牛无关，是实验室“造”出来的，您会是什么反应？没错，继人造肉之后，人造奶
也闪亮登场了。这不，最近都上了热搜。据说，除了成本高之外，人造奶在口味上和普通牛奶无异，而且更加健康。不过，乳
业专家说，人造奶在科学上有探索的价值，但要真正走向市场取代牛奶，还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