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对于广大学生
来说，学习了解疫情防护知识
尤为重要。

一、开学前，学生应密切关
注健康状况。

1.每日监测健康状况，如出
现可疑症状（发热、咳嗽、咽痛、

胸闷、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
吐、腹泻、结膜炎、肌肉酸痛
等），主动报告学校或由监护人
报告学校，并及时就医。

2.学生如有外地旅行情况，
归来后按照当地防疫要求，居家
或在指定场所医学观察14天。

二、乘坐公共交通，全程戴
好口罩。

1.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
全程佩戴口罩，注意与他人保
持距离。

2.随时保持手卫生，减少接
触交通工具上的公共物品。

3.妥善保存旅行票据信息，
以配合可能的相关密切接触者
调查。

三、勤洗手，避免用手接触
口、眼、鼻。

1.返校后，学生需每日监测
体温和健康状况，尽量减少外
出，尽量避免接触其他人员。

2.如需与其他师生发生近
距离接触，应正确佩戴口罩，尽

量缩小活动范围。安全起见，
上课期间也应佩戴口罩。

3.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
遮住口鼻，如无纸巾，可用手肘
或衣服遮挡。

4.尽量避免接触公共设施
或物品等，触摸后不要用手触
摸口、眼、鼻等部位。

四、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
应及时防控。

1.学校应避免组织大型集
体活动。公共场所，要加强通

风换气，配备洗手液，引导学生
正确洗手。

2.学校一旦发现疑似或确
诊的新冠肺炎病例，要严格按
照当地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
落实相关防控措施。同时加强
消毒工作，按相关要求部分班
级或全校暂停集中上课。

3.与学生家长配合，对与疑
似或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的教
师和学生，采取隔离观察措施。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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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健康

临近开学，这份学生防护指南请查收！风
向
标

风
向
标

食药物质又添“候选者”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

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对党参
等9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
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将对党参、肉苁蓉、
铁皮石斛、西洋参、黄芪、灵芝、山茱萸、
天麻、杜仲叶等9种按照传统既是食品
又是中药材的物质（以下简称食药物
质），开展生产经营试点工作。

专家表示，上述食药物质进入生
产经营试点，将会促进其食用健康或
保健功能产品的研发，增加中药材的
附加值。而在满足人们旺盛的保健需
求的同时，也可以规范市场行为。

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
为药物

中医自古以来就有“药食同源”的
理论，一些物品既是药品，又作为食
品具有相当长的食用历史，《黄帝内
经太素》曾有“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
食之为药物”的记录；《黄帝内经》也
有“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谷肉果菜，
食养尽之”的说法。

而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大
量中药材也被当做了日常食用的食
品。早在唐代，孟诜所著《食疗本草》
中，就收载有227条食疗品；而20世纪
70年代，中科院叶橘泉院士所著《食
物中药与便方》中，也收载食物中药
183种。

三七、五味子、草豆蔻、萝藦果实、
耳叶牛皮消根（药名白首乌）、珊瑚菜
根（药名北沙参）、桃胶等在部分地区
均有食用的历史和习惯。例如草豆蔻
可以做香料，在某些地区，它与十三
香一起作为调味品；北沙参有养清肺
的作用，可以用来调理肺阴虚；桃胶
“和血益气”、养颜，能缓解餐后高血
糖效应，与皂角米、枸杞、银耳、红枣
搭配，是很好的滋补品。这些药食同
源的药材，广泛用于饮食、调味，同时
又是饮片、成药等的常见原料。

此次列入管理试点的党参、肉苁

蓉、铁皮石斛等9种物质，在山西、甘肃、
内蒙古、云南、山东、安徽、山东等地，都
分别有作为食品原料食用的历史。

2014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公布了《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物质目录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定义“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为具有传统食用习
惯、且列入国家中药材标准中的动物
和植物可食用部分（包括食品原料、
香辛料和调味品）。

据了解，在党参等9种物质进入
食药物质管理试点之前，已经有百余
种食药物质进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
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以下简称《食
药物质目录》）名单。

2020年1月6日，国家卫健委和国
家药监局联合发布公告，将当归、山
柰、西红花、草果、姜黄、荜茇等6种物
质纳入《食药物质目录》。紧接着，党
参等9种物质又被列入食药物质管理
试点行列。

尚未进入目录，仍按药品管理

哪些物质能进入食药物质管理试
点行列？专家介绍，需要根据《食品
安全法》、我国传统饮食习惯和《中国
药典》修订情况，综合考虑地方需求，
并参考相关国际管理经验，采用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的原则和方法，经系统
研究、综合论证确定。

“收入《中国药典》的中药材，如果
没有进入《食药物质目录》，需要按照
药品来管理，而如果作为食品产品使
用，就会违规。例如，上市流通的预
加工食品或药膳中，就不能添加铁皮
石斛、肉苁蓉等。”南京中医药大学卫
生经济管理学院药事管理与法律系主
任杨勇介绍。

“随着近年来人们的保健意识增
强，日常生活中对铁皮石斛、党参、西
洋参等中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再加
上部分地区传统饮食习惯中，经常食

用这些物品，所以将它们列入食药物
质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很有必要。”杨
勇说。

此次试点的 9种食药物质，《通
知》明确了其使用途径、方法和规
范。例如，作为食药物质时其标签、
说明书、广告、宣传信息等不得含有
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
功能。作为保健食品原料使用时，应
当按保健食品有关规定管理；作为中
药材使用时，应当按中药材有关规定
管理。

需满足食品质量要求，还要
符合药材标准

“这次试点，主要是围绕生产流通
实施管理，一方面划分清楚了饮食习
惯应用或是临床药用；另一方面，也
要求对试点食药物质的生产流通环节
进行质量风险控制。”杨勇说，进入管
理试点的中药材，既要满足作为食品
需要达到的要求，又必须符合作为药
材的质量标准。9种食药物质原来主
要涉及药品标准，以后将涉及保健食
品、餐饮等领域，要根据不同的用途，
满足相应的管理要求。

试点期间，这些中药材也不能按
照普通食品来食用。食用人群、食用
方法也都有限定。《通知》建议，对这
批中药材，按照传统方式适量食用，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
群不推荐食用。其中，过敏体质人群
不宜食用天麻，党参、西洋参不宜与
茶叶、咖啡同时食用。“这些中药材以
前大多在某些区域食用，现在扩展到
全国，不同的人群、体质可能食用起
来会有差异。”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陈建伟说。

“此外，进入管理试点的党参等9
种中药材，要进入《食药物质目录》，
还需经过检验。”陈建伟说，要符合
《食品安全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在
中医药典籍中有食用记载，未发现毒
性记录；具有传统食用习惯，正常食

用未发现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急性、
亚急性、慢性或者其他潜在性危害，
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符合中药材
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已经列
入国家中药材标准。

市场迎来利好，经营需要规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300
余种常用中药材依靠人工生产供给，
全国的药材种植面积近亿亩。

“党参等9种试点管理食药物质，
主产区种植规模很大，而且品质优
良，此前为临床常用中药。管理试
点，将其从药用向食用延伸，将会促
进其食用健康养生或保健功能产品的
研发，增加中药材的附加值。”陈建伟
表示，很多中成药都有配伍，9种食药
物质可以与其他药食同源的中药材搭
配做成产品销售，扩大应用范围，提
高附加值，例如党参配伍玉竹，可用
于脾胃气阴两虚病证；黄芪、西洋参
与枸杞、黄精搭配，可以清肝明目，又
益气养血。

“成为食药物质后，它们的市场需
求量将大增，对促进区域特色中药材
种植业的发展大有裨益，从而增加农
村人口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对于上
述食药物质，以前当地农民只知进行
中药材种植加工，不具备药用深度开
发的条件和能力，纳入国家食药物质
管理后，将有利于地方相关食用产品
的开发利用。”陈建伟说。

杨勇认为，新增食药物质，可以满
足保健市场旺盛的需求；同时，加强对
新增食药物质的管理，将更利于市场
行为的规范，有利于控制不良企业的
违规生产经营；对餐饮（药膳）领域也
是明显的利好。“因为要根据试点情况
来判断党参等9种物质是否纳入《食药
物质目录》管理，所以，无论是生产食
品还是药品的企业，都应该充分重视
质量、把握市场风险。”杨勇提醒说。

（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