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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由中国保健协会牵头立项并撰写的
《国民免疫力认知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日前正式发布。该《报告》旨在通过调
研国民对免疫力概念的认知程度以及存
在的认知误区，为各级政府、行业企业、社
会机构等提供决策性参考，同时也填补了
现阶段国民免疫力认知相关研究的空白。

康宝莱中国区总裁、全球高级副总
裁郭木表示：“能够支持中国保健协会开
展此次意义非凡的课题调研，我们感到
非常荣幸。康宝莱致力于面向公众倡导
‘营养+运动’的健康生活方式，这一理
念也是科学提升免疫力水平的重要途径
之一。我们将继续积极助力改善消费者
的营养和健康习惯，提高公众健康素养，
为‘健康中国’的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调查结果表明，95%的受访者认同
免疫力对健康的重要性。整体来看，大
部分受访者对什么是健康的饮食行为与
健康的运动方式有所了解。但同时，国
民对免疫力的具体概念和组成结构认知
较为模糊，对免疫力的具体内涵缺乏准
确的认识。另外，部分受访者对健康生
活习惯也存在一定误区，比如认为“免疫
力越高越好”“健康饮食就是减少碳水化
合物的摄入”“每日一定要做中高强度的
运动”“保健食品都是骗人的”等等。

免疫力并非越高越好
正确认知免疫力概念很重要
调研数据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

免疫力越高越好，还有16.8%的受访者对
此并不确定。这说明超过4/5的受访者
对免疫力的内涵缺少准确的认知，相关
知识的科普亟待加强。

对此，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

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马冠生教授表示：
“国民常说的免疫力，即抵御病原微生物
侵袭的能量。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
分子组成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三道防
线，负责清理衰老、变异的细胞以及抵御
外敌，来维护机体的健康。免疫力低下或
过高都会影响健康。免疫力低下易于被
细菌、病毒、真菌等感染或患癌症；免疫稳
定功能过高，可能患类风湿关节炎等；免
疫防御保护功能过高，会出现过敏反应。”

对于普遍存在的这一误区，他建议
在进行“如何提升免疫力”相关的知识科
普与信息传播前，传播的主体，无论是企
业还是媒体、行业，都应注意先科普免疫
力的科学定义，再谈怎么进行提升，让受
众对免疫力概念有更加正确的认知。

健康饮食方式不等于少吃碳水
均衡营养可参照“膳食宝塔”
调研数据显示，26.3%的受访者认为

“尽量少吃，尤其避免吃碳水化合物”是健
康的饮食方式，不了解科学合理的热量摄
入是维持免疫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针对这一误区，原武警总医院营养
科主任、第三届全军临床营养专委会副
主任委员吕利表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
维持生命活动所需热能的主要来源，长
时间不摄入碳水化合物会导致身体热能
代谢的不足，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及免疫
分子等的正常代谢同样会受到影响，表
现在免疫功能、免疫力水平的下降。”

她建议公众应尽量按照《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上膳食宝塔建议的热量要求摄
入必要的碳水化合物。如果是以减肥为
目的，也不宜盲目少吃或戒断碳水，而应
有意识地依据中国居民膳食平衡宝塔摄

入丰富多样的营养素来源，仅在摄入总量
上把控就好，即老百姓常说的7～8成。

并不是中高强度的运动才算运动
适合自己是关键

调研数据显示，约22.6%的受访者认
为必须每天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
才有利于身体健康，忽视了盲目进行高
强度运动导致的过度疲劳，对于自身免
疫力的负面作用。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乒乓球队运动
营养学专家尤春英表示：“适量运动是提
升免疫力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如果
不顾及自身的身体条件盲目地进行大运
动量、高强度的运动，很容易造成身体免
疫力下降。”

就科学运动来说，她建议普通人运
动健身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
的运动方式，要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
和强度。在运动一段时间（如一周后），
感觉身体对运动负荷适应以后，可以根
据自身需要再酌情增加运动量和强度，
避免超出自身对运动负荷所能承受的能
力，以免因运动不当使身体产生过度疲
劳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在大负荷运
动期间及之后，除了要及时补充水外，也
应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优质蛋白质、电
解质、矿物质与维生素等，以便及时补充
体力，快速消除身体疲劳感。

对保健食品需要树立
正确的认知观念

调研数据显示，为提升免疫力，国民
最倾向于购买营养素补充剂类、功能改
善类和调节身体指标类这三种类型的保

健食品。为自己购买是大部分受访者
（56%）的主要消费场景。再其次是为老
人孩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购买。

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部分受访者
对保健食品仍然持怀疑态度，不了解国
家对保健食品实行严格的注册、备案和
监督管理制度，具备“蓝帽子”保健食品
标志且注明相关保健功能声称的保健食
品的确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功能。

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
华锋表示：“国民对保健食品应当树立正
确的认知观念。在免疫力提升方面，也
不能忽略保健食品的营养保健功能。普
通人可以考虑通过咨询医生和专业营养
师等方式了解自身是否缺失某些营养，
进而有针对性地补充。”

他建议公众在选用保健食品时要认
清认准产品包装上的“蓝帽子”保健食品
标志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依据其功能
及适宜人群有针对性地选择，并按标签
说明书的要求食用，同时也要积极调整
改善自身饮食、运动等生活习惯。

此次调研历时3个月，通过线上发
布与线下走访的方式共收集6800份有
效数据，调研范围涵盖北京、上海、广州、
南京、武汉等16个超一线和一、二、三线
城市，以及部分农村地区。调研问卷的
内容涵盖了免疫力内涵认知、免疫力相
关疾病认知、影响免疫力水平的生活习
惯认知等多个维度。在调研报告的最后
部分，项目调研组围绕针对提升免疫力
健康意识、完善免疫力知识科普内容、改
进科普方式的具体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多
项建议，呼吁媒体、行业协会、政府和相
关企业携手并进，共同推动国民免疫力
认知的提升。 （中新网）

免疫力并非越高越好
《国民免疫力认知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本报讯 近日，“不忘初心?传颂经典
——2020年北京老字号工匠认定发布仪
式”举办，新一批北京老字号工匠正式公
布。活动现场，花丝镶嵌技艺传承人赵
春明、龙顺成京作家具传承人刘更生等
20名工匠接过了奖牌和证书，正式成为
北京老字号工匠。

据了解，2020年度认定工作各老字号
企业积极参与，经过专家初评、复评、社会
公示，最终确定了20名北京老字号工匠。
从所属行业看，本次评选出的20名工匠分
布在七个行业，餐饮业6人，工艺美术5人，
食品加工、中医药、商业零售、工业各2人，
文化类1人。从年龄和性别看，平均年龄
56岁，比首届降低3岁，最年长的66岁，最
年轻的37岁，女性工匠3人。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刘梅英介绍，
近年来，北京市高度重视老字号守正、传
承工作，要求持续加强传承人才队伍建
设，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和传统文化。根据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
发展的意见》“五年内认定100名北京老
字号工匠”的要求，从2019年开始，北京
市开展了北京老字号工匠认定工作。

在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人才工作局、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指导下，北京老字号协会组织实施认定工
作，旨在弘扬工匠精神，激励传承人带徒传
艺，引导更多年轻人学习、钻研各项“绝活
绝技”。北京老字号协会会长陈文表示，老
字号工匠认定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未来
将会进一步拓宽范围，支持更多的中坚力
量和年轻技师出现在这一荣誉队列中，引
导更多年轻人学习、钻研、发展各项“绝活
绝技”，使得老字号与时俱进、基业长青。

2020年北京老字号工匠名单（排名
不分先后）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仁堂药店副经理兼同仁堂医馆馆长、
国家级非遗项目同仁堂中医药文化代表
性传承人、中医药大师关庆维

北京聚元号弓箭店经理、国家级非
遗项目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弓箭制作大师杨福喜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国家级非遗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市级代
表性传承人，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衣福成

北京鹤年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国家级非遗项目鹤年堂中医药养生
文化、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曹希久

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国家级非遗项目“金漆镶嵌髹饰技

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柏群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二锅头
酒传统酿造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白
酒酿酒大师艾金忠

北京龙顺成中式家具有限公司副经
理、国家级非遗项目龙顺成京作硬木家
具技艺、第五代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北京
工艺大师刘更生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关
总监、国家级非遗项目东来顺涮羊肉制
作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北京特级服务
大师、中国烹饪大师杨景山

北京东方艺珍花丝镶嵌厂传承研究
室主任、国家级非遗项目花丝镶嵌制作
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工艺美
术大师赵春明

北京仁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国家级非遗项目菊花白酒传统酿造
技艺、第七代传承代表人王晓伟

北京戴月轩湖笔徽墨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市级非遗项目戴月轩湖笔制作
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培新

北京小肠陈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市级非遗项目小肠陈卤煮火烧制作
技艺、第四代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秀芳

北京正兴德茶叶有限公司经理、市
级非遗项目正兴德清真茉莉花茶制作技
艺、第五代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高级评茶
大师王会明

北京市丰泽园饭店行政总厨师长、
市级非遗项目鲁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中国烹饪大师安万国

北京郎悦大通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
区级非遗项目鹿胶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中国药膳大师、中国烹饪大师宋子刚

北京二商京华茶叶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区级非遗项目北京茉莉花茶拼配工艺
第六代传承人、国家高级评茶大师吕贤军

北京天兴居餐饮有限公司经理、区
级非遗项目天兴居炒肝制作技艺第四代
传承人郑建华

北京同和居饭店有限责任公司行政
总厨、区级非遗项目同和居鲁菜烹饪技
艺第五代传承人、中国烹饪大师于晓波

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主
任、区级非遗项目京式月饼手工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北京稻香村第六代技
艺传承人、中式面点大师邢景翠

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天源酱园
食品厂副经理、区级非遗项目天源酱菜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酱腌菜大师张启增

20位老字号传承人荣获“北京老字号工匠”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