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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老人长寿“肌”不可失

食品安全
360【 】15

一个普通大小的鸡蛋，大约含有 200 毫克胆
固醇，占了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三分之二。因此“一
天不能超过一个鸡蛋”和“吃鸡蛋容易得冠心病”
的言论在网上流传，认为吃超过一个鸡蛋甚至是
吃鸡蛋的行为本身都会造成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
超标，从而引发冠心病等症状。

近年来多项医学研究表明，血胆固醇水平
与摄入脂肪含量以及身体活动水平等因素的关
系更大一些，而与每日摄入的胆固醇总量关系
并不大。

那么从营养学的观点看，为了保证满足机体
需要，又不致营养过剩，在一般情况下：

老年人：每天吃1～2个比较好。
青年和中年人：从事脑力劳动或轻体力劳动

的，每天吃2个鸡蛋也比较合适；从事重体力劳
动，消耗营养多的每天可吃2～3个鸡蛋。

少 年 和 儿
童 ：由 于 长 身
体，代谢快，每
天也可吃 2～3
个。 （张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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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是支撑肢体运动和内脏功能发挥的重

要力量来源，如果人的肌肉量和肌力下降，许多

疾病会不请自来。近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骨与关节外科等在《内分泌学前沿》杂志发表文

章，通过研究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的汇总

统计数据，发现肌肉减少症（下称肌少症）与心血

管疾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老年人肌肉量

和肌力下降，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关；

增加老年人的四肢肌肉力量，可降低冠心病、脑

卒中和心肌梗死的发生风险。

在人们印象中，肌肉意味着体形美观、体

态年轻，其健康作用往往被忽视。事实上，肌

肉有“第二心脏”之称，可通过收缩、挤压的方

式使肢体静脉血液回流至心脏，促进血液循

环，减少心脏作为“抽水泵”的负担。同时，能

帮助人体控制血糖、保护并促进骨骼代谢、调

节体温等。因此，保持肌肉量对老年人维持健

康、延长寿命至关重要。

这项最新研究显示，肌少症的发生通常先

于心血管疾病，肌少症是心血管疾病进展的危

险因素；增加肌肉力量可降低冠心病、脑卒中

和心肌梗死的发生风险。因为肌肉数量和力

量下降提示人体许多病理机制已开始启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老年内科副主任医师

王征称，老人患肌少症受环境、遗传等因素影

响，其他因素还包括细胞凋亡、神经肌肉功能

下降等，其中慢性炎症累积、疾病和胰岛素抵

抗对肌肉组织的影响已得到多项研究证实。

有研究称，衰老本身就是慢性炎症因子累积的

过程，随着年龄增长，肌肉组织在慢性炎症的

累积下，会导致合成代谢失衡、分解代谢增强；

慢性阻塞性肺病、冠心病、心力衰竭等会让人

体长期处于慢性缺氧状态，导致肌肉组织由于

供氧量不足而萎缩；骨骼肌是人体葡萄糖的主

要储存和消耗器官，当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

时，葡萄糖利用率下降、血糖代谢异常，就会引

发肌少症。同时，慢性炎症和胰岛素抵抗机制

是导致冠心病、脑卒中等发病的重要原因，会

损害血管内皮功能，导致粥样硬化发生，甚至

诱发心肌梗死等不良心血管事件。可见，肌少

症和动脉粥样硬化存在相似的危险因素，因此

这项研究认为，预防、改善肌少症可预防恶性

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存肌肉”还能预防骨质疏松、降低死亡风

险。王征说，骨质疏松症往往和肌少症伴随出

现，有研究认为维生素D缺乏不仅会导致骨质

疏松，同样也是肌少症的重要成因。另外，

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

显示，每周只需进行30~60分钟的肌肉强化运

动，就足以降低死亡风险；当有氧运动与肌肉

强化运动结合时，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死亡风险

降低40%。 （虞晔）

本报讯 为强化疾病防控，提高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和早

治疗。11月12日上午，安徽省胸科医院

专家约10人到肥东县桥头集镇卫生院开

展义诊活动。

当天上午8时，省胸科医院专家早早

来到义诊场地，为每一位前来就诊的社区

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免费诊断等服务，耐心

询问居民身体状况，解答居民各种疾病问

题，对其健康状况进行相关的讲解并给予

建议，让他们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倡

导大家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据悉，活动共接诊100余人次，取得

了现场居民的一致好评。本次义诊，不

仅满足了辖区居民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

求，提升了居民的健康意识、安全感和满

意度，同时也提升了肥东县桥头集镇卫

生院的社会影响力。 （李加）

肥东县桥头集镇卫生院——

开展义诊活动 服务百姓健康

11月8日，岳西县天堂镇天仙河公园里，医务人员在为居民进行免费的口腔健康服务。当日，岳西县卫健委

联合县中医院口腔科开展“健康口腔暖民心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医务人员走到居民身边，通过测血压、口腔

健康检查，科普口腔保健知识。 冯润青 摄

为有效推动皖西大别山地区中医药产业

振兴发展，提升安徽中医药健康产业影响力，

促进中医药区域合作与创新，11月8-10日，由

皖西学院、六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六安市科

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安徽省大别山中医药研

究院、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皖西综合试验

站等单位共同承办的首届“大别山中医药健康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皖西学院召开。中国工

程院院士袁亮、中国科学院院士顾宁以及来自

省内外中医药健康领域的近200名专家学者、

企业代表相聚一堂，共襄盛会。

皖西学院党委书记袁维海，安徽中医药大

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彭代银，六安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一级巡视员孙学龙，安徽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勇，中国产学研合

作促进会党委书记、会长王建华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开幕式由皖西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黄

友锐主持。

袁维海在致辞中对参加本次论坛的各位

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他简要

介绍了学校建设发展取得的成绩以及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他表示，本次

论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推动皖西学院以中医

学领域为主的相关学科协同创新与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难得机遇。他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和

企业代表广交学术人才、广聚学界资源，不断

开阔视野、激励创新，在以药兴业、以文促药的

融合发展新征程上贡献智慧和力量。

彭代银表示，皖西学院长期致力于大别山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安徽

中医药大学将继续与皖西学院紧密合作，携手为

安徽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孙学龙

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了论坛举办的重要意义，希望

皖西学院以论坛召开为契机，深入推进政产学研

用融合，服务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创新发展。马

勇认为首届“大别山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的举办给安徽及全国中医药健康产业搭建了

深化交流、共谋合作的平台。王建华指出，皖西

学院作为地方应用型高校，在以中医药健康产业

为代表的产学研合作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

成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顾宁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袁

亮分别作了题为《血管信息与健康工程》和《煤矿

‘空气革命’与职业健康战略及实践》的主旨报

告。特邀专家杭州师范大学谢恬教授、昆明理工

大学崔秀明研究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杨莉研究员

和中国药科大学杨华教授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分

享了在中医药大健康领域的研究成果。

会上，校地共建“安徽省大别山中医药研

究院金寨分院”和省部共建“安徽道地中药材

品质提升协同创新中心皖西学院分中心”举行

了揭牌仪式。

论坛期间，与会专家领导及企业代表围绕

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高峰学科建设、国家

中药材产业体系服务金寨县域经济发展和

“‘十四五’石斛单品种联合攻关”三个主题进

行广泛深入交流，为“中药学”高峰学科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及石斛品种保护、品种选育和品

质提升等提出了诸多意见建议。

首届“大别山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成功举办，有力推动了大别山中医药健康产业

创新升级，对赋能皖西学院高水平学科建设、助力

革命老区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刘传伯）

首届“大别山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举办

为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同时进一步加强对集体资产的

管理，近日，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松竹社区开展固定

资产清查工作。清查中，社区纪检委员、监督委员会成员

通过对照固定资产台账比对以及现场清查的方式，全面了

解资产存放地点、资产状况以及具体使用情况，做到资产

不遗漏、不重复。 阮文丽 摄

规范资产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