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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儿童牛奶补充项目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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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是儿童重要的营养物质#含有优质蛋白质及大量的钙

等矿物质#不但营养全面#且易于消化吸收#对于维持儿童正常

生理功能和促进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力(预防成人和老年骨质

疏松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已将人均牛奶消费

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

!

牛奶的营养价值及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每
$""

D

牛奶含蛋白质
,

D

#钙
$"&<

D

#脂肪
&

D

#碳水化合

物
(

D

#对促进生长发育(预防慢性疾病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牛

奶中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消化率高达
'"+

以上#可以提供多

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能够促进儿童体格生长和智力发育'牛奶

中富含钙#容易被人体吸收#是膳食钙的最佳来源#能增加骨密

度#有利于儿童钙库中钙的储存#预防成年后的骨质疏松'近

年来研究表明#牛奶含一定量的卵磷脂(脑磷脂和神经鞘磷脂#

以及少量的二十碳五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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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

LJ4

&和

二十二碳六烯酸$

-.=.1>9:]>:2./=>=/-

#

KZ4

&等#有利于婴儿

神经系统的发育'此外#牛奶还含有一定量的生物活性蛋白#

如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能提高机体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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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儿童牛奶补充项目状况

为鼓励人们多饮奶#促进身体健康#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通

过各种措施倡导饮用牛奶#并在促进人群健康方面取得了

实效'

?%>

!

国内儿童牛奶补充项目现状
!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妇幼分

会和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儿童保健组推荐#不同年龄阶段饮奶

量如下!

"

!

$!

月龄摄入总奶量应达到
#""

!

)""<\

"

-

$包括

母乳或其婴儿配方奶粉等奶制品&#可满足其对优质蛋白质和

钙的需要%

$

!

#

岁应摄入牛奶或奶制品
(""<\

"

-

%

*

!

$*

岁学

龄儿童应饮奶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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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成年人饮奶
,""<\

"

-

'据
!""!

年中国居民奶及奶制品消费现状分析中指出#我国

居民鲜奶(奶粉(奶酪和酸奶的每人每天食用量分别为
!"%#

(

"%)

(

"%*

(

&%!<\

#折合成鲜牛奶为
!(%"<\

#城市为
('%*<\

#

农村为
$"%*<\

'与
$')!

年相比#城市居民奶及奶制品摄入

量增加了近
#

倍#农村居民在过去
!"

年间只增加了
&%$<\

#

幅度较小)

*

*

'但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的奶类食用量距

离推荐量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

现象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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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儿童奶类及其制品的消费量相当低#我国
!

!

#

岁儿

童钙摄入量不足推荐量的
&$+

#

(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和低

体质量率分别为
$&%,+

和
*%)+

'在对佛山市南海区
,))#

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

&,%&#+

的学生经常饮用牛奶#但

!'%#!+

的学生平均每周饮奶
$

!

!

次#

!!%(&+

每月饮用
$

!

!

次牛奶#其中有
,%"$+

的学生从来不喝奶)

$!

*

'对四川省城市

$"&"(

名青少年的调查发现#每天饮用一杯以上牛奶者仅为

&%*+

!

#%&+

)

$,

*

'同时#国内部分学者调查研究了补奶对儿

童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显示牛奶补充能提高儿童的身高和体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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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关部门曾先后推出过
,

项中小学生营养干预措施!

$

$

&学生营养餐#以城市为单位实行#先在北京试点#再逐步推

向全国%$

!

&东北三省学生豆奶计划#学生饮用的是以大豆为主

要原料的豆奶%$

,

&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由农业部等多个部

门联合组织实施#学生饮用的是鲜牛奶#目前在全国部分大中

城市推行)

$)

*

'

!"",

年部分省市发生的+豆奶中毒事件,#使一

些地区相关部门也紧急叫停了豆奶和学生奶计划#

!"")

年发

生的+三聚氰胺事件,等#也对目前的学生饮奶计划有很大的影

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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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饮奶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日奶

类制品摄入量为
!'%#<\

)折合年摄入量约为
$"%)

公斤"$人

0年&*#高收入组$年人均纯收入
*!,)

元以上#以沙坪坝和大

渡口为代表&摄入量为
&)%#<\

#中收入组$年人均纯收入
!

#)(

元以上#以永川区为代表&摄入量为
$,%*<\

#低收入组

$年人均纯收入
$()"

元以上#以黔江区为代表&摄入量为
&%)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李廷玉教授等对重庆市渝中

区中山小学等
#

所小学的
$$#&

名小学生的膳食调查结果显

示#目前重庆市主城区小学生饮用牛奶的状况并不乐观#

*

!

$$

岁儿童中经常饮用牛奶的比例为
&!%),+

'另有研究报道#重

庆市儿童目前营养元素中钙摄入量较低#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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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儿童牛奶补充项目现状

?%?%>

!

日本儿童牛奶补充项目现状
!

日本在
!"

世纪
&"

!

("

年代#从极端困难的财政中拨出专款#为全体在校中小学生每

天免费提供
$

杯牛奶'在当时营养非常匮乏的情况下#这
$

杯

奶起到的营养作用#为保障儿童的生长发育奠定了重要基础#

也为该国日后抓住时机经济腾飞准备了劳动力基础'这就是

日后流传的+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的由来'其后#日本在学校

午餐中继续积极利用牛奶(奶制品#中小学生午餐中天天都

有奶'

日本和中国一样#传统上也是+植物性,膳食结构#许多孩

子开始喝不惯牛奶'为此#日本学校保健学会等配合政府采取

!

项措施!$

$

&结合营养教育#从小学开始逐步培养'不想喝牛

奶的学生也在教师的鼓励下#把喝牛奶作为一种快乐#逐步越

喝越多'作为长期坚持的结果#这些小学生长大后仍然每天喝

奶#并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喝奶'$

!

&申请政府补贴#将每月喝牛

奶的费用控制在工薪阶层月收入的
$

"

!""

#从而对民众观念的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转变---+喝牛奶是每天生活的必需,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

年#日本的牛奶消费量为
$"!

公斤"$人0年&#是我

国大陆地区的
$!

倍)

'%"

公斤"$人0年&#台湾省为
*!

公斤"

$人0年&*'

!"",

年在日本接受学生奶供应的学校有
,*(""

所#共有学生
$!)"

万#

'!%'+

的学校$其中
'*%!+

的小学(

)(%,+

的中学&提供学生奶#

'!+

的学生$包括
''%!+

的小学

生和
*'%(+

的中学生&饮用学生奶'与此相伴随的是日本学

龄儿童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的生长趋势'其中#在
$'#"

!

$')(

年
*

!

$*

岁身高的平均增幅达到每
$"

年
!%)=<

$男&和

!%(=<

$女&#其迅猛增长速度为世界各发达国家之最#因此而

被欧美专家称为+人类生长发育史的奇迹,'由此#日本
$)

岁

青年目前的平均身高#从
!"

世纪
,"

年代时的
$#$%)=<

$男&

和
$($%!=<

$女&增长到
!"""

年的男
$*"%)=<

$男&和
$(*%)

=<

$女&#分别增长了
'%"=<

和
#%#=<

'

?%?%?

!

其他国家儿童牛奶补充项目现状
!

借鉴日本的经验#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实施了以牛奶补充为核心的营养战略'至

!""(

年
)

月#世界上有
*"

余个国家先后启动了学生奶计划#

使儿童的体质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韩国的学生奶计划始于
$'*"

年#据
!"",

年资料#韩国中

小学生数为
**'%!

万人#饮奶人数占
("%"'+

#其中小学生

&$#%!

万人#饮用牛奶人数为
,!'%&

万人#占
*'%$+

#中学生

$)(%'

万人#饮奶人数为
,'%(

万人#占
!$%!+

'墨西哥从
$'#!

年起就致力于为儿童提供满足每天营养所需四分之一的午餐#

其中包括面包(水果和
!""<\

无菌砖型包装的牛奶'肯尼亚

从
$'*)

年开始向全国所有的学龄儿童实行免费的牛奶供应制

度'有超过
&,"

万以上的学龄儿童每周
!

次得到牛奶'美国

政府提出+全民喝奶终生喝奶,'捷克颁布了学生奶招标法规#

制定了严格的产品标准'英国规定了从托儿所到小学生和中

学生的午餐标准$包含牛奶&'泰国在
$')&

年学生奶计划实施

前#人均乳品消费只有
!O

D

#而在
$(

年后已经提升到了
!"O

D

#

!"",

年又增至
!,O

D

'国外有学者研究了补奶对儿童生长发

育的影 响#研 究 显 示 牛 奶 补 充 能 提 高 儿 童 的 身 高 和 体

质量)

!&3!*

*

'

@

!

结
!!

语

从营养学的角度#建议终生饮奶'牛奶属于食物而非药

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长远的#并非较短时间就能见效果'

在儿童时期更具特别意义#建议儿童各年龄段均补充牛奶#最

好每天坚持饮奶'对于乳糖酶缺乏的人群#可以少量多次饮用

牛奶或随餐摄入牛奶而改变乳糖不耐受的症状%也可以饮用酸

奶或食用奶酪#因为酸奶和奶酪中的乳糖大多已经被分解为更

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的半乳糖(葡萄糖和乳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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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治疗肝病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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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

EbER&

#肝病#间充质干细胞#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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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干细胞移植在治疗肝硬化(肝衰竭等肝病中逐渐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晚期肝病患者带来了福音'在临床上

干细胞的移植途径包括肝动脉移植途径(门静脉移植途径(外

周静脉移植途径等#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那么不同移植方式

的干细胞是如何进入并定植在肝脏这个微环境中的呢2 大量

研究证实#在干细胞向器官或组织损伤部位迁移的过程中#干

细胞表面分布的众多受体及其相关配体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

特别是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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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H3$

&

及
EbE

家族趋化因子受体
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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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R&

&组成的
SKH3$

"

EbER&

生物轴在干细胞向损伤部位

迁移并定植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为了提高干细胞移植

治疗疾病的效率#进一步认识干细胞移植治疗各种疾病的机

制#现就
SKH3$

"

EbER&

轴在干细胞移植治疗肝病中发挥的作

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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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RA

的生物学特性

SKH3$

来源于骨髓基质细胞#又称为
EbE\$!

#是
EbE

趋

化因子家族成员#在器官或组织受损的情况下表达'

EbER&

是一个
*

次跨膜的
V

蛋白偶联受体#属于
EbE

家族趋化因子

受体#可以在淋巴细胞(造血干细胞(单核细胞(多种基质细胞

上表达'过去的研究一直认为
EbER&

是
SKH3$

的惟一受体'

近年研究发现
EbER*

也可以与
SKH3$

结合#并发挥一定的生

物学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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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学者认为#

SKH3$

与
EbER&

具有很强的

亲和力#它们构成的生物轴参与了细胞间信息的传递#在促进

新生血管形成#调控干细胞的迁移和归巢#介导免疫及炎症反

应#调节恶性肿瘤的生长(浸润及转移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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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
EbER&

的骨髓干细胞在受损组织表达的
SKH3$

趋

化作用下#能够向着
SKH3$

进行定向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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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培养间充质干细胞$

XSE1

&时#在第
!

代
XSE1

中发现了

独特的趋化因子受体!

EE

趋化因子受体 $

EER$

#

EER*

#

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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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

趋化因子受体$

EbER&

#

EbER(

#

EbER#

&以及趋

化 因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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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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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

#

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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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中多种趋化因子和受体均可以诱导骨髓
XSE1

的迁移#特别是
SKH3$

可以促使骨髓
XSE1

张力丝的形成#符

合骨髓
XSE1

向骨髓归巢和定植的理论'

R71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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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分

析发现
XSE1

表面仅有少量
EbER&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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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

发现在脐血
XSE1

中约有
$)+

的
XSE1

表达
EbER&

'学者们

发现在体外培养的
XSE1

中#不到
$+

的
XSE1

表面表达
Eb3

ER&

#而
),+

!

')+

的
XSE1

在细胞内表达
EbER&

#仅有

$!%!+

的
EK,&

h细胞内表达了
EbER&

#学者们认为就是表达

于
XSE1

表面的这些极少量的
EbER&

促使了
XSE1

的迁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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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SKH3$

对表达
EbER&

的骨髓
XSE1

具有

强大的趋化作用#其与
EbER&

的特异结合有利于骨髓
XSE1

的定向迁移'在组织"器官损伤的情况下#

SKH3$

能促进

XSE1

募集并定植于损伤部位#发挥
XSE1

对损伤组织"器官

的修复作用'

?

!

SKH3>

$

EbERA

轴在
XSE1

治疗肝病中的作用

XSE1

是一个多潜能分化的细胞#在体外加入诱导剂培

养#可以分化为脂肪细胞(骨细胞(软骨细胞(肝样细胞等'当

XSE1

进入到损伤肝脏后#通过转分化为肝样细胞(与肝细胞

融合或者分泌细胞因子等机制#促进肝脏的恢复#改善肝脏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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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脐血
XSE1

移植到四氯化碳引起的肝硬化

大鼠模型体内#大鼠肝硬化程度降低#进入大鼠体内的
XSE1

能够表达清蛋白和甲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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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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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体外扩增的大鼠

脂肪
XSE1

移植到四氯化碳引起的急性肝损伤大鼠模型体内

后#大鼠的血清转氨酶降低#清蛋白增加#移植后
!

周定植于肝

内
XSE1

数量和肝功能的改善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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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门静脉或者外周静脉移植途径#对
)

例肝硬化晚期患者进行

自体骨髓
XSE1

移植#移植后半年#患者肝功能得到好转#血清

清蛋白增加#胆红素降低#肌酐降低#患者未出现不良反应'

与其他损伤器官"组织的干细胞移植治疗相比#

XSE1

移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