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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D不光能补钙，还与女性生殖健康密切相关
■ 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主任医师

陈素文

维生素D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有维生素
D2和D3两种形式。除了调节钙磷代谢的经
典作用外，维生素D还具有调控免疫反应、调
节细胞增殖和分化等作用。

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维生素D缺乏不
仅导致佝偻病、软骨病和骨质疏松性骨折等骨
骼系统疾病，而且与女性生殖系统相关疾病，
如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妊娠期高血压等关系
密切。

维生素D缺乏会增加卵巢疾病风险。临床
常见的卵巢疾病有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卵
巢囊肿、卵巢癌等。研究显示，维生素D缺乏会
增加PCOS和卵巢癌的发病风险。

PCOS以排卵功能障碍或无排卵、雄激素
过多以及多囊样卵巢形态为主要特征。主要

临床表现有肥胖、胰岛素抵抗、代偿性高胰岛
素血症、稀发排卵和不孕等。维生素D缺乏是
导致PCOS患者代谢紊乱的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补充维生素D对改善PCOS患
者血糖水平、胰岛素敏感性、高脂血症有重要
意义。

维生素D缺乏与多种子宫疾病相关。子
宫常见疾病有子宫炎、子宫内膜异位症
（EMS）、子宫内膜癌、子宫肌瘤等。维生素D
在这些子宫相关疾病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研究表明，维生素D能够调节子宫内膜
异位细胞的炎症反应和生长增殖。而EMS
患者血清维生素D水平不足的情况也印证了
这一点。

维生素D具有抑制细胞增殖、促凋亡、
抗炎和分化诱导剂的作用。维生素D缺乏
可增加子宫内膜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风
险。而目前的研究也已经证实，维生素D缺

乏是子宫肌瘤致病机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维生素D缺乏的女性较正常女性患子宫肌
瘤的风险升高32%。

孕期维生素D水平不足可致多种妊娠相
关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全球五大地
区维生素D缺乏的孕妇均约占本地区妊娠总
数的50%，我国高达75%。

孕期维生素D水平不足或缺乏与多种妊
娠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会增加多种
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子痫前期、妊
娠糖尿病和宫内生长受限等。

此外，还有研究显示，维生素D缺乏会增
加首次剖宫产的风险，并与妊娠期细菌性阴道
炎也有一定关系。

尽管没有随机对照试验证明补充维生素
D能降低这些疾病的发病风险，但仍能提示补
充维生素D对预防妊娠期相关疾病发生具有
重要意义。

医药上新上新

国家药监局出手药品
说明书适老化改革

为优化药品说明书管理，解决药
品说明书“看不清”“看不懂”等问题，
近日，国家药监局就药品说明书的适
老化改革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对于药品说明书（简化版），国家
药监局要求，简化版应当原文引用说
明书完整版的部分项目和内容，只涉
及字体、格式的调整，不对内容进行修
改。简化版应当清晰易辨，方便老年
患者用药。征求意见稿还特别指出，
鼓励持有人提供药品说明书（完整版）
和药品说明书（简化版）的语音播报、
盲文服务，满足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
安全用药需求。

（药界）

医药观察观察

阿斯巴甜凭借其甜度高（是蔗糖的200倍左右）、无热量、口味好

等优点，已发展成为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甜味剂之一。世卫组织和联

合国粮农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建议的阿斯巴甜

日容许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40毫克以内。

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北京探索

“先诊疗后付费”

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中医局日
前发布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
实施方案，鼓励医疗机构再造门诊流
程，利用信息化技术，支持患者使用
虚拟就诊卡完成院内全流程就诊；压
缩门诊取号、缴费、取药、打印报告
等环节，缩短患者在门诊的等候时
间；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在确保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探索推行“先诊疗后
付费”“一次就诊一次付费”“移动线
上付费”。

根据方案，各医疗机构要持续
优化在线预约服务，提供多种途径
在线预约挂号服务，不同途径号源
与院内号池实时共享，结合专业特
点合理安排号源量，为医患沟通预
留充足时间。

（医界）

医药新知新知

■ 闻唱

最近几天，阿斯巴甜这种甜味剂一下子
成为关注焦点。有消息称，世界卫生组织下
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7月将宣布阿
斯巴甜为“可能致癌物”。消息一出，立即引
发网上热议：“喝了好几年的无糖饮料，里面
有阿斯巴甜，难道是喝了致癌物？”“我每天吃
完饭都会嚼一颗口香糖，里面可是含阿斯巴
甜呀！”不少网友对此的焦虑心态一览无余。

“致癌”向来是敏感词，一旦某种食品或
某个物质跟癌症联系起来，都会牵动消费者
的神经。于是，“阿斯巴甜可能致癌”的消息
一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吓得有些食品企
业赶紧发消息称自家产品不含阿斯巴甜，请
消费者放心。

具有“致癌性”，并不意味着吃一点
就致癌

近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
品卫生系马冠生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其微信公
众号“马博士健康团”发文，就“阿斯巴甜可能
致癌”这一敏感话题展开分析，并指出，阿斯
巴甜并非首次被传致癌，这些年来它时不时
就有一些有关致癌的消息传出。对此，专家
提出的意见是：食用了含阿斯巴甜食物或饮
料的消费者，也不必过于恐慌，一种物质即使
具有致癌性，也并不意味着吃一点就致癌。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博士范志红也表
示，被IARC列入可能致癌物的名单，并不一
定等于“吃了就要得癌症”。范志红在近日发
表的文章中，将IARC对各种物质的安全相关
研究进行了梳理，按照与癌症风险的联系，做
了致癌可能性的分级：1类是“确定的人类致
癌物”；2类包括2A类“对人类很可能致癌”和
2B类“对人类可能致癌”；3类是“不太可能致
癌”。

“实际上，很多种食物中含有IARC所列
出的1类致癌物，或者食物本身就被列入1类
或2A、2B类致癌物，但各国也不会禁止销售，
很多人还是会食用的。”范志红进一步举例说
明：酒精饮料中的酒精被列入第一类致癌物，
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人因此绝对戒酒呢？酒心
巧克力、朗姆酒蛋糕、酒酿甜食、糟鱼、糟蛋之
类含酒精食物，也仍然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又比如，烧烤食物、油炸食品中的苯并芘之类
的多环芳烃物质，它们也是确定的致癌物，炭
火烧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些有害物质，但
大家不是仍然兴致勃勃地吃着烤串吗？再比
如，丙烯酰胺被纳入了2A类，即人类很可能
的致癌物，而丙烯酰胺是美拉德反应的副产
物，只要把淀粉类食物烤到发黄，都会产生丙
烯酰胺，但谁不爱吃表面烤黄的面包、烧饼、
锅贴、煎饺之类美食？薯条、薯片、锅巴、油
条、饼干、烤制咖啡豆等，哪个不含有很多丙
烯酰胺呢？甚至在2018年，加工肉制品和红
肉也分别被列入了1类和2A类致癌物的名
单，而又有多少消费者因此远离了红肉以及
肉肠火腿之类的加工肉制品呢？

在此，专家并不是在告诉大家以上这些
食物可以放心吃，而只是说明一个道理：我们
平时经常接触食用的食物并非都是安全无害
的，因此也不必为多知道了一种“致癌性”物
质而无限焦虑。

人工合成甜味剂数十年来争议不断

阿斯巴甜是一种人工合成甜味剂，于
1974年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用作甜
味剂以及多种食品的添加剂。在欧洲，阿斯
巴甜1994年获准作为蔗糖的替代物添加到

食品中。阿斯巴甜凭借其甜度高（是蔗糖的
200倍左右）、无热量、口味好等优点，已发展
成为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甜味剂之一。世卫组
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
员会（JECFA）建议的阿斯巴甜日容许摄入量
为每公斤体重40毫克以内。

其他在食品中允许被使用的合成甜味剂
还包括三氯蔗糖、甜蜜素、安赛蜜等。除这些
人工合成的甜味剂外，专家将我们食物中常
见的甜味剂做了一个分类。其中，人们最熟
悉的是糖醇类甜味剂，包括几十种糖醇，如木
糖醇、麦芽糖醇、赤藓糖醇等，它们是天然存
在的甜味物质，通过发酵或氢化的方式来大
量生产。还有一类比较“天然”的甜味剂是甜
叶菊苷、甘草苷等天然草药中的甜味剂。

“阿斯巴甜名声不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
为关于它的研究比较多。”范志红表示，尽管
结果不太一致，研究质量也不够令人信服，但
的确有一部分负面结果。甚至曾有机构列出
阿斯巴甜的88种不良反应，也有不少西方的
大众健康读物把阿斯巴甜列为不健康的食品
配料。

“其实，阿斯巴甜也好，三氯蔗糖也好，大
部分甜味剂都有不利健康的负面研究报道。
有些甜味剂研究资料比较少，目前没有负面
新闻，不等于未来也不会发现其负面作用。”
范志红举例：比如曾经有健康安全光环、甜味
又很自然的赤藓糖醇，在几个月之前就爆出
新闻，《自然·医学》杂志刊登的研究结果发
现，大量摄入赤藓糖醇会促进血小板聚集和
血栓形成，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每天30克
的量就会产生不良效果，而这个量和一瓶甜
饮料所需要的增甜数量是基本相当的。

事实上，自人工合成甜味剂出现以来，科
学界始终对其保持警惕，数十年来争议从未
停止过。“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相信甜味剂
可以解决人类热爱甜食，又害怕发胖和升血
糖的矛盾，也相信脂肪替代物能解决既喜欢
脂肪，又不想发胖的纠结。但30年过去了，
人类不得不承认，糖和脂肪的替代物并没有
解决肥胖和糖尿病的问题。”范志红由此发出
感慨：想靠欺骗身体的感官来解决健康问题，
终究是希望渺茫的。

摄入甜味剂于健康无益，那么人们
是否该放弃？

根据我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可使用阿
斯巴甜的食品种类很多，包括调制乳、风味发
酵乳、冷冻饮品、水果干、水果罐头、加工坚
果、巧克力、面包、饼干、碳酸饮料、风味饮料、
果冻等等，其中无糖甜饮料可能是最常见的
一类。

早在今年5月，世卫组织建议人们不要使
用非糖甜味剂来控制体重，或以此降低非传
染性疾病的风险。有证据表明，使用非糖甜
味剂对减少成人或儿童的体脂没有任何长期
益处。此外，长期使用非糖甜味剂可能会产
生潜在的不良影响，例如导致成人患2型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的风险增加。

“甜味剂有问题，不等于大量吃糖更安
全。”范志红在看待甜味剂和糖哪个更安全的
问题上做出上述判断。“花钱买各种无糖饮
品，买各种无糖甜食，无非就是迷恋其中的香
精和甜味剂罢了。既想用甜味和香精满足自
己的舌头，又没有让身体实际得到糖的能量
和水果的营养，这本身就是给身体制造一种
混乱。”

在人们是否该放弃甜味剂这个问题上，
专家给出如下指导意见：

1.如果你的目标是减少摄入糖分或控制

体重，非糖甜味剂可能是一个选择。
2.对于某些人群，如糖尿病患者或有牙齿

问题的人，非糖甜味剂可能是一种可替代的
选择，因为它们不会引起血糖飙升或腐蚀牙
齿。

3.非糖甜味剂可能无法提供与真正的糖
相同的口感和满足感。因此，个人的偏好和
满足感也是决定是否放弃甜味剂的因素之
一。

范志红表示，如果“偶尔为之”，比如一两
周才喝一瓶无糖甜饮料，那也不必担心，因为
甜味剂的危害也需要量的积累，这点量再平
均到每天就很少了。或者，如果每次吃的量
很小，也不用担心，比如每天才吃一粒话梅，
甜味剂的摄入量也是非常小的。

若真想吃无糖的碳水化合物，不如提高
主食的营养素密度，吃够不加糖和油的各种
全谷、薯类、杂豆主食，让自己的身体充分得
到碳水化合物的满足感。

阿斯巴甜到底是什么？

阿斯巴甜是两种氨基酸，即L-苯丙氨酸与L-
天冬氨酸，催化制成的一个二肽，并含有一个甲酯。
它在体内迅速代谢为天冬氨酸、苯丙氨酸和甲醇这
三种成分。

甲醇本身是有毒的，但因为阿斯巴甜的甜度非
常高，它在食品中的实际用量很小，所以在体内产生
甲醇的量也很小。相比而言，很多人家用水果加糖
来制作“水果酵素”，或者自制果酒，产生的甲醇量要
高得多。

苯丙氨酸和天冬氨酸是很多食物蛋白质中都含
有的氨基酸。其中天冬氨酸是竹笋等食物中鲜味的
重要来源。一般来说，从甜味食物中吃进去的阿斯
巴甜，在体内分解成的苯丙氨酸和天冬氨酸数量并
不多，通常不至于明显干扰到身体的氨基酸平衡。

（范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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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针对市面
上常见的养老辅助器具及适老化产
品，开展质量评价与消费监督，主要
针对市场上宣传力度较大的电动轮
椅、爬楼机等9个养老辅具品类开展
了测评，并整理出选购要点。选购要
点提示，养老辅具并不是越贵越好，
产品的功能并非“越多越好”，更不要
盲目轻信进口、代购产品就是唯一选
择。有些养老辅具为抬高定价，会添
加一些老年人根本用不到的鸡肋功
能（如影音娱乐、蓝牙功能等），这类
功能按钮出现在主操控区，不仅影响
产品的正常操作，还会造成使用上的
安全隐患。

（欣闻）

医疗前沿前沿

据相关媒体报道，美国研究人员
发现，给老龄猕猴注射低剂量的“抗衰
老激素”——克洛素，可改善其认知水
平。如果进一步研究证实对人类有
效，该方法有望帮助老年人对抗记忆
力衰退等问题。克洛素是一种由肾脏
制造的蛋白质，参与多种生理过程，在
体内的含量会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此
前研究显示，缺乏克洛素的小鼠会出
现类似人类早衰的症状，而体内克洛
素水平较高的小鼠寿命更长，记忆力
也更好。

（学界）

中消协提出养老
辅具选购要点

“抗衰老激素”可改善
老龄猕猴认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