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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计划执行情况 

本项目在经费到位后的 2009年 1月启动，同时开展了媒体内容调查和内容

循证分析等工作。按照项目书的计划，本项目已基本按期完成计划书中的主要研

究内容，包括： 

1. 收集餐饮健康有关媒体传播内容，并进行了初步统计和分析，筛选出6组30

余个话题作进一步的循证内容分析。 

2. 按照循证医学研究方法收集、筛选、综合和系统评价餐饮健康有关热点话题

所依据的科学证据，并就证据内容及其可信度水平做出分类分级。 

3. 对比科学证据，分析所收集有关话题的科学性，对其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做出

评价。 

4. 对中央电视台有关餐饮健康的新闻进行回顾性调查，重点针对近五年肥胖和

餐饮与营养的新闻类节目进行了内容分析。 

项目执行过程中，对一些具体的研究内容作了微调。 

媒体餐饮健康有关内容的调查，根据资料的可及性和课题组工作能力，调

查分析主要集中在中央电视台 1982 年以来的电视新闻内容；根据课题时间计划

和课题组的能力，有关餐饮与健康热点话题的选择限于参考小范围受众和专家的

意见。 

限于某些领域科学研究的缺乏，餐饮健康有关热点话题的科学证据的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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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以利用目前最好的科学证据为原则，针对具体情况，分别参照了有关循证

综述、近期的临床试验、有较高共识的医学生物学研究结论和风险评估报告。 

由于很多科学证据本身的局限性，餐饮健康有关热点话题的循证评价部分

话题能够做到定性分析、部分话题能够做到半定量分析，仅有少数话题能做到分

级较细的定量分析。 

由于时间限制，原计划进行的外部评价尚未完成。 

本项目的主要创新性贡献是为科学分析评价媒体餐饮健康内容作出了独到

的探索。 

 

二、主要研究结果 

1．中央电视台餐饮健康信息调查 

利用现有数据库资源，针对1982年到200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涉及餐

饮与健康的内容进行检索和调查，根据栏目和内容进行标准分类，进一步进行了

分类和数量分布的描述。为了比较社会重大事件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根据有

关重大新闻的排行榜等信息，对2003年至2008年餐饮与健康新闻播出的数量、时

间和内容分布和变化进行了分析。针对餐饮与健康的有关主题，对体重、膳食结

构、食物选择和营养等的报道数量、时间和内容的分布及变化进行了分析。 

结果可见，中央电视台各频道播出的涉及餐饮与健康的新闻节目的数量和

占总播出新闻节目的比例在进入2000年代以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而在八九十

年代的数量和比例均较低。从内容上看，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如食品非法添加

事件，报道量和比例高，而需要强调的与公众健康有关的餐饮与营养信息的报道

量和比例相对低。有关体重的新闻报道，2000年以前每年的数量不足20条，而2000

年以后的报道量快速增加，2007年达到800余条。到2008年，受冰灾、地震、奥

运会、金融危机和三聚氰胺等重大公共事件的影响，报道量减至200余条。对比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中国人体重的增加，涉及体重的新闻报道事件的变化趋势有

所不同。1989年到2000年，我国人均GDP从413美元增加到956美元，中国人的

BMI从21.5上升到22.5，而中央电视台涉及体重与健康的新闻报道量平均每年仅

为3.5条；对比2001年到2005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047美元增加到1785美元，

中国人的BMI从22.5上升到23.2，而中央电视台涉及体重与健康的新闻报量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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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62.6条。有关餐饮与健康报道内容的科学性，尚有待进一步评价。 

 

2．含糖饮料与肥胖 

媒体报道，泡沫饮料含有大量的糖分，并能被人体快速吸收，进入人体血

液。如果儿童不能充分地消耗掉这些糖分，这些糖分便会以脂肪的形式贮存在体

内。孩子喝 1 瓶饮料，等于吃了 4 两米饭或 2 两馒头；喝 8 瓶饮料，就能达到学

龄前儿童一天所需要的总能量了。可乐饮料一般含有 14%的糖分，人体每天正常

的补水量为 1500 毫升，如果完全通过喝可乐饮料来达到补水的目的，肯定会导

致人体过多的糖摄入量，最终造成肥胖。每个孩子平均每天喝一听软饮料，肥胖

的发生率就会增加 60％。只需减少汽水类饮料的饮用量，就能不同程度地防止

他们肥胖或超重。 

针对有关媒体内容的科学背景，通过多个数据库的检索，得到 2009 年 7 月

以前二次文献研究发表的系统综述或 meta 分析 5 篇，2008 年 7 月到 2009 年 7

月发表的 5 篇有关含糖饮料摄入的干预试验，综合这些研究工作的结论，有关含

糖饮料与体重的关联可以总结为：作为总能量摄入的一部分，通过含糖饮料摄入

的能量是机体能量平衡的一个影响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与体重增加有关联，目前

尚没有证据说明含糖饮料摄入与体重增加存在因果逻辑关系；证实含糖饮料中的

糖能够与其所含能量不成比例地影响能量平衡的假设，也还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

证据。 

对比现有的科学证据，有关的媒体报道不当地解读科学研究结果，误判含

糖饮料与体重增加的因果关系；片面强调含糖饮料的作用，忽略了导致肥胖的其

他原因；错误的引用科学数值，导出错误的计算结果。 

 

3．牛奶与肿瘤 

媒体报道，研究人员发现女性罹患卵巢癌与全脂奶制品、低脂牛奶和乳糖

高摄入量之间存在明显联系，女性吃太多奶制品可能会诱发卵巢癌。美国癌症研

究所的科学家对15种牛奶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竟含有15种雌性激素：雌性激素

酮（estrone）、雌二醇（estradiol）以及其他13种雌性激素的代谢衍生物。雌

性激素会促进肿瘤生长，可以导致乳腺癌和前列腺癌。 



 4 

欧美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现在还没有证明乳制品绝对安全的数据，我们

必须去思考：牛奶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除了处于发育期的儿童以及营养不

良的成年人，其他人都不需要牛奶。 

有关奶制品与肿瘤，共检索到2009年9月以前发表的系统综述或meta分析

17篇，综合分析已发表的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自1993年到2007年发表

的有关奶制品与乳腺癌的7篇系统综述文章均没有确定二者间的关联。有关卵巢

癌的4篇系统综述的结论不尽相同，其中一篇合成18个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没有

发现二者的显著关联，而3个队列研究的数据合成结果显示二者间的显著关联，

作者的结论认为确切地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涉及奶制品与前列腺癌关联

的3篇排尿系统综述最终也没有对二者的关联做出结论。2007年世界癌症基金

会专家组的系统综述提示了奶制品对结肠癌的保护作用，2009年对此更新的一

篇系统综述的结论肯定了奶制品可以降低发生结肠癌的风险。 

对比现有科学证据，有关媒体报道片面强调了个别研究的结果，从牛奶中

从检测到微量雌激素成分和有关肿瘤的发生机制推测其风险，同时又忽略了中国

人饮奶量和历史与西方的差别，不必要的造成了大众认知上的混乱。 

 

4．膳食脂肪与健康 

媒体报道，由于脂肪含有比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更多的热量，通过膳食摄

入过多的脂肪的话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甚至导致很多疾病。减少脂肪的摄入能直

接减少身体内脂肪的储存。如果通过饮食摄入过剩的脂肪的话，代谢只需百分之

三左右脂肪热量来把摄入的脂肪转换成身体存储人体脂肪。另一方面，碳水化合

物通常立即被消耗，而不是用于储存，即使摄入过量被转化为脂肪时，代谢也需

要约百分之二十七碳水化合物的卡路里。膳食脂肪摄入过多，还可导致心血管病、

肿瘤、糖尿病、肥胖等疾病。 

针对膳食脂肪与健康检索，得到2009年7月前发表的系统综述共34篇。分别

就膳食脂肪供能比例、食物来源、膳食结构、脂肪酸成分进行分析。队列研究数

据合成分析的结论较为一致，认为膳食脂肪供能比例的增加伴随心血管病、多种

肿瘤、糖尿病和肥胖症风险的增加，特别是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健康危害更加

明确。干预试验的结果不尽一致，高脂肪供能比例膳食与高碳水化合物供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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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比较，同样可以有效降低体重或避免体重增加，而受试者的依从性更高，有

关心血管病代谢指标随着体重的降低也多数得到改善。有关脂肪酸成分，独立于

膳食功能比例，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改善血脂，n3系列脂肪酸还与血液稳态、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胰岛素抵抗、认识功能等改善有关。但是有关膳食脂肪与健康

的认识，国际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议，对膳食脂肪供能比例的看法不同，一派学者

认为，脂肪酸成分的影响大于供能比例；另一派学者认为，不论脂肪酸成分，脂

肪供能比例本身对健康的影响是独立的。 

对比现有科学证据，媒体报道的信息难于有效的区分不同脂肪酸成分，在

定量描述模糊的基础上，单纯强调脂肪摄入量，忽略了膳食结构中不同食物类别

和营养成分的搭配与平衡。另一方面，一些报道还夸大了某些脂肪酸的保健、甚

至治疗功效。针对体重，强调脂肪的摄入量，而忽略总能量的摄入量，不能从能

量代谢平衡关系及各有关影响因素客观阐释体重的变化。 

 

5．饮水与健康 

媒体报道的每天适宜饮水量有很大差异，从 1200-3000 毫升/日，如（1）从

事轻体力活动的健康成人每天需要水 2500 毫升左右，喝水占 50%，约 6 杯，1200

毫升，就能保证体内水的平衡。（2）扣除食物中已含有大量的水分，一天喝 1500

毫升的水就足够了。（3）正常成年人水生理需要量为 3000 毫升，通过饭、菜、

汤、水果摄取水分约 1000 毫升．为此应补充白开水 2000 毫升。（4）美国国

家科学院最新报告建议，19 到 30 岁的女性，平均一天要喝 11 杯水才够，同年

龄男性甚至得补充 15 杯水。媒体报道还声称多饮水可以防治肾结石和泌尿系感

染，可降低血液粘稠度，具有清涤胃肠道的功用，防治便秘，减肥，提高认识功

能等等。 

针对每日推荐饮水量，没有检索到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检索到各国有

关饮水的每日推荐量，范围在 1500-3000 毫升。检索有关水代谢的文献，综合

目前对于饮水量的科学认识，由于可用的科研数据如此之少，而环境条件和运动

水平的差异造成个体内和个体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制定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饮水

推荐量的实际意义非常有限。 

针对饮水与健康，检索到 2009 年 9 月以前的系统综述 4 篇。综合现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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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一些心衰、终末期肾病、低白蛋白血症等情况下需要限制饮水量，轻度脱

水也是泌尿系结石和感染、便秘、血栓、糖尿病酮症、痛风等疾病的可能致病危

险因素，但是目前仅有部分干预试验证据支持增加饮水量有助于预防泌尿系结石

的复发，尚没有足够的干预试验证据证实多饮水可以降低发生其它疾病的风险。 

对比现有的科学证据，有关媒体对每日推荐饮水量的报道，说法混乱，没

有科学地阐明影响饮水量与个体和环境条件的关系，不当地夸大了饮水治疗和与

有关疾病的作用。虽然多饮水可能有助于防治某些疾病的研究证据还有限，但目

前多饮水有益于健康的建议一般不会造成危害健康的不利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可

能有益。 

 

6．苯甲酸钠与健康 

媒体报道，科学家最新研究表明，一些汽水产品含有防腐剂苯甲酸钠，对

人体细胞产生严重损害，有可能最终导致肝硬化和帕金森综合征等疾病。长期以

来，科学家就怀疑苯甲酸钠可能诱发癌症，因为在与碳酸饮料里的添加剂维生素

C 混合之后，苯甲酸钠可能生成一种致癌物——苯。 

针对苯甲酸钠的健康危害，依据检索到的欧盟和 WHO 的风险评估报告，

同时参照香港针对上述媒体报道的问题、有关中学生食用预包装饮料苯甲酸钠暴

露的风险评估报告，综合这些报告的结论，WHO/FAO 联合专家组风险评估报告

中苯甲酸的 ADI 为 0-5mg/kg，经口摄入的苯甲酸在肝脏快速代谢，与甘氨酸结

合形成马尿酸，经尿排出，4 小时排出量可达总摄入量的 97%，10-14 小时可排

出绝大部分马尿酸，不在体内蓄积。苯甲酸的急性毒性、遗传毒性和慢性毒性极

低。有关苯的毒性，不宜将可产生健康危害的环境和职业暴露量，与正常食品和

饮料生产可能产生的暴露量相提并论，目前 WHO/FAO 联合专家组尚未制定食品

和饮料中苯的限量，仅提出一个指导限量，10ppm。美国和香港的调查结果显示，

苯甲酸在食品和饮料中与维生素 C 形成的苯数量极少，均小于 10ppm。 

对比现有科学证据，媒体的报道一定程度上渲染了国外个别研究的结果，

没有结合我国食品和饮料中实际苯甲酸的暴露情况，产生了夸大苯甲酸危害健康

的效应。 

 



 7 

7．婴儿喂养 

解放军某医院营养科研究员在央视健康大讲堂说：六个月的早产儿，喂什

么都拉肚子，最后就是把小米熬成浓米汤，上面有一层膜，就这样把孩子养大的，

所以李时珍说米油是穷人的人参汤，婴儿食米油，百日则肥白，我们把这些祖宗

说的话全忘了，光听洋人的能行吗。 

现代营养学的系统研究认为婴儿的营养需要包括各种宏量和微量营养素，

而对于小米及其制品的化学成分分析说明其各种营养素的成分和含量并不能提

供这些营养素的供给。 

对比现有科学证据，媒体的报道严重歪曲了婴儿营养需要的知识，特别是

利用了中国人民朴素的民族感情，用一些短期的表面现象否定现代科学的结论，

更把营养科学及其规律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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