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粮安天下”，我国是生猪
生产和消费大国，生猪的饲养量
约占全球一半，猪肉在居民肉类
消费结构中的占比高达62.7%。
稳定生猪生产发展，对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活、稳定物价、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都
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生猪生产和消费大
国，然而，近期生猪供应出现紧
张，猪肉价格明显上涨。

国家储备肉的进入会给市
场带来哪些变化？非洲猪瘟疫
苗的进展如何？针对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储备肉保证市场供应

近日，杭州不少消费者发现
身边的超市中多了这样一个展
台——储备肉销售点。记者了
解到，近期，浙江省一批政府储
备的平价猪肉开始在杭州多家
超市投放，其价格比菜场的猪肉
至少便宜了三成。此外，山东济
南、青岛等地均有储备肉的销售
网点。

可能有人要问，何为储备
肉？与冷鲜猪肉相比，有何不
一样？

实际上，国家储备肉是指国
家用于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公共
卫生事件、动物疫情或者其他突
发事件引发市场异常波动和市
场调控而储备的肉类产品。储
备肉包括两部分，一是储备的活

畜（含活猪、活牛、活羊），二是储
备的冻肉（含冻猪肉、冻牛肉、冻
羊肉）。

“虽然名叫储备肉，但不代
表储藏了很久。”中国农科院北
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动物
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
主任张宏福介绍，储备肉与人们
日常在超市所买的冷鲜肉并无
二样。

通常情况下，中央储备肉冷
库处在常年-18℃的环境下，存
放的猪肉保质期是6个月。不
过，储备冻肉并不是冻了6个月
的肉，而是在进货和销售过程中
不停更换的流动冻鲜肉。

“经国务院同意，今年3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大力推动开展
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同时
还印发通知指导地方开展冻猪
肉收储工作，督促各地将储备任
务落实到位。目前，中央和地方
层面冻猪肉收储量已经达到了
一定规模。”国家发展改革委价
格司负责人彭绍宗介绍。

有人说，冷冻肉没有新鲜
肉好吃。对此，张宏福回答：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人
们日常所吃的大多数肉都是经
过屠宰、冷链后才到达餐桌上
的。虽然在口感上会存在一些
差别，但经过冷冻的肉不会因
为储藏条件不佳等因素发生腐
败，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因
此，冷冻肉的安全性更高一
些。欧美等发达国家人们所食

用的肉类都经过冷冻。”
由此看来，所谓的储备肉

其实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这些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层层
把关，安全可靠，大家大可放心
食用。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
升，对肉类的需求也更加多样
化。牛羊肉、鸡鸭鱼肉等给人们
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间。“我特
别推荐鸭肉和兔肉。”张宏福说，
鸭肉的营养含量很高，肉感介于
鸡肉和猪肉之间。兔子繁殖能
力强，易于饲养，在我国有很大
发展空间。

此外，张宏福建议，要多食
用大豆蛋白，比如豆浆、豆腐、植
物性人造肉等，这些可以为人类
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动物吃豆
粕饲料，由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
蛋白，其转化率只有百分之二十
多。中国有近14亿人口，如果
都像欧美人那样吃肉，得需要多
少动物？多少饲料？这是不太
现实的。中国传统的素食结构
理念，还是要提倡的。”

疫苗研制取得突破

今年以来，虽然非洲猪瘟疫
情的数量比去年同期明显减少，
但疫情发生的隐患、风险仍非常
高，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
医研究所研究员仇华吉表示，非
洲猪瘟是一个高度接触性的传

染病，致死性很高。但这并不代
表非洲猪瘟无法预防。首先，在
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非洲猪
瘟的传播速度很慢，是一个“坐
在轮椅上的杀手”。其次，病毒
并不导致生猪百分之百死亡，如
果防控得当，存活率可达到20%
到30%。

“非洲猪瘟是可防可控的。
虽然很难根除，但在一个猪场净
化它并不困难。”仇华吉说，病毒
也有强项和短板。非洲猪瘟耐
低温、耐有机物、耐高盐的环境，
但怕高热、怕干燥、怕强酸强碱。

记者了解到，为积极应对疫
情对我国生猪产业的冲击，中国
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联合
大北农集团，基于对非洲猪瘟的
科学认知，结合实践经验共同研
究建立全流程复养技术体系并
推广应用，形成了规模化猪场生
物安全防控技术体系，制定了
《猪场复养技术要点》，指导猪场
开展复养工作。

该技术已在黑龙江大北农
所有猪场推广，在大北农辽宁北
镇二场成功复产，极大提高了企
业信心，10月中旬将实现满负荷
运转。

猪场复养是指猪场发生疫
情后，通过清洗消毒等方法清除
场内已有病毒，并采取综合措施
有效阻止病毒再次入场，重新引
进生猪开始生产的过程。复养
是一项基于生物安全措施的系
统工程，涉及条件保障、饲养管

理、饲料营养、环境控制、疫病防
控等。该技术体系以多重阻断
与杀灭、建立标准操作规程为生
物防控核心，涵盖清场消毒、人
物猪车流动等环节。

实际上，非洲猪瘟出现至
今，已经近百年。但是，由于其
感染机制复杂，世界范围内迄今
尚无有效预防用疫苗。中国农
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所长步
志高长期从事我国动物疫病防
治工作，他认为，非洲猪瘟疫苗
至今仍未研制成功，主要因为其
病毒宿主“非常狭窄”，只感染野
猪和家猪。细胞宿主“也非常
窄”，主要是猪的原代巨噬细胞；
非洲猪瘟病毒是个“孤家寡人”，
没有其他近亲病毒可供借鉴使
用。

令人振奋的是，步志高及团
队经过多年探索，研制出国际上
没人尝试过的“双基因缺失技术
方案”，目前已完成有效性、安全
性的实验室研究，并突破了一直
制约疫苗规模化生产的最大瓶
颈——以原代巨噬细胞实现工
业化生产。

“近几年，随着生物技术的
突破，对非洲猪瘟感染的机制、
独立的分支机制和免疫保护机
制也在不断认识深入。加上我
们具备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还有
标准化的生物质材料和科研投
入，非洲猪瘟疫苗取得重大突
破，应该说具备一定条件了。”步
志高说。 （中经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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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院在线

储备肉大可放心食用！

■ 生活指南

外出旅游，很多人都会
放开肠胃，尽情享受当地美
食，但医生提醒大家，要多
多留意饮食卫生和肠胃健
康。那么，我们出门在外该
如何保护肠胃呢？

对于“吃货”而言，旅行
的意义在于品尝当地的特
色美食，在一些热门旅游目
的地，辛辣或是“重口味”的
美食甚至已经成为打卡标
志，总能让人欲罢不能。不
过，饮食结构的突然改变对
肠胃可是不小的负担，一旦
在旅途中出现了消化不良、
急性胃肠炎等症状，身体和
心情都难免受到影响。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ICU主治中医师张爱萍
介绍：“在出游的时候尽量
做到营养的均衡，不要吃一
些过分油腻的实物，荤素搭
配，饮食尽量清淡一些。由
于出去游玩要长时间坐车，
所以我们不建议吃得过分

饱，基本上吃个七八分饱就
可以了，因为长时间坐车的
话，胃肠道功能、消化功能
不是很好。”

市民们外出旅游时，由
于行程制约，可能无法正常
吃饭，造成营养摄入不足。
所以在外就餐时尽量以粗
粮、蔬果等食物为主，及时
补充水分。另外，长时间乘
坐交通工具也会导致食物
的消化时间变长，也建议大
家适当减少每餐食物的摄
入量。

张爱萍建议，可以自己
带一些干粮、新鲜的蔬果，
或者是带一些饱腹感比较
强一点的食物，比如酸奶、
小面包、还有真空包装的豆
制品。自己携带的食物要
注意避免长时间存放，以免
变质，平日里消化功能不好
的游客，还可以准备一些乳
酸菌素片、健胃消食片，以
及应对腹泻的药物。

出游少吃“重口味”
营养均衡肠胃少遭罪

记者从北京市石景山法院
了解到，该院审结的湖北周黑鸭
诉北京市某酒家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一审认定某酒家擅自使
用与涉案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
识，侵害了周黑鸭公司的注册商
标专用权，判令赔偿各项损失共
4万余元。

周黑鸭公司诉称：该公司是
一家专门从事卤制品深加工的
企业，在国内开设“周黑鸭”系列
休闲食品直营门店已超过1000
家。在第29类“死家禽、豆腐制
品”等商品上取得“周黑鸭”注册
商标，且经过长期使用和大力宣
传，该商标已具有极高知名度。
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开设的
熟食卤制品店铺的招牌、支付方
式上使用与原告相同或近似的
标识，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
用权，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10万元。

某酒家经本院合法传唤，未
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
辩意见。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涉

案商标为依法注册且处于注册
有效期内，周黑鸭公司依法受让
取得该商标，其作为商标权利人
有权针对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根据
在案证据证实，某酒家的涉案店
铺招牌、柜台围挡、收款凭证中
的商品描述使用了“周黑鸭”标
识，能够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
用，构成商标性使用。涉案店铺
销售的商品为涉案商标核准使
用的商品类别，涉案店铺上述使
用方式容易导致相关公众以为
其所销售商品来源于周黑鸭公
司或者涉案店铺与周黑鸭公司
之间存在特定联系，故认定涉案

店铺经营者的上述商标使用行
为侵害了周黑鸭对涉案商标享
有的商标专用权，依法应当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于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
鉴于周黑鸭公司未举证证明因
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或
者行为人的侵权获利，法院综合
考虑涉案商标知名度、本案具体
侵权情节、被告主观过错、涉案
店铺的经营规模等因素酌情确
定。最终，法院一审判令某酒家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
支出共计4万余元。

目前，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
上诉。 （北青报）

““周黑鸭周黑鸭””打假打假 侵权方被判赔偿侵权方被判赔偿44万余元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