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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海洋食品有限公司主席罗伯特加拿大海洋食品有限公司主席罗伯特··奥尔（左）、奥尔（左）、GOEDGOED的执行理事亚的执行理事亚
当当··伊斯梅尔（右）和陈波在颁奖仪式。伊斯梅尔（右）和陈波在颁奖仪式。

随着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联
席会议于2008年首次设定DHA和EPA的膳食参
考摄入量，DHA+EPA降低慢性病风险、促进婴幼
儿大脑发育等功能得到国外营养学界的一致认
可。与此同时，国内营养学专家也将充分认识到
DHA和EPA的健康效应。这充分佐证了营养学
界对包括DHA、EPA等膳食脂肪酸摄取的重视。

热量到质量
营养新标准打造健康新定义
现行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

Chinese DRIs》形成于 10年前，其所关注的方
向主要是营养与热量的缺失。而此次修订，营
养学家更多地关注到过去 10年来中国居民的
膳食变化以及包括EPA和DHA在内的营养素
健康效应及摄入量方面的新进展。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苏宜香教授表示，
“相关研究已证实了DHA和 EPA对人类的健
康有更多益处”。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委员
会联合会商提出的报告显示，每日摄取
250~2000毫克的EPA与DHA是构成人类健康
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还指出，“成年男
性和非孕期或哺乳期女性每天食用 250毫克
DHA+EPA，能够降低冠心病、中风及慢性病的
风险；孕期和哺乳期女性每日摄取 DHA+
EPA300毫克，是保证母亲和婴儿最佳健康发

育水平的最低标准”。
但苏宜香教授表示，“自然食物中DHA的

含量较低，除了鱼类外，还有诸如蛋黄等来源，
DHA的来源会受到一些限制。由于我国目前
还没有推荐值，与其他靠海国家相比，摄入量
较低。”因此，DHA、EPA等有益健康的膳食脂
肪酸理论的深化和普及，有利于国人实现从满
足热量到满足质量的全新营养价值理念跨越。

摄取难、合成难
脂肪酸健康需引他山之石

很多成年人日平均摄取 DHA+EPA仅为
37.6毫克，远远无法达到最佳健康水平所需要
的最低摄取量。虽然传统食用油中可能含有
的不饱和脂肪酸ALA，能够合成DHA和EPA，
但合成的效率极低。苏宜香教授介绍说：“加
拿大亚麻协会会刊的数据显示，ALA到EPA的
转化率为 0.2%~8%，但ALA到DHA的转化在

人体中似乎有限，研究表明其转化率大约只
有 0.05%。”换言之，即使传统食用油中 ALA
的含量超过 50%，成年人每天至少摄取 812.5
克食用油，才能满足转化所需。而《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的日烹调食用油摄取量推荐不
超过 30 克。所以 DHA 和 EPA 摄取，只能依
赖外来补充。

根据营养学界的共识，鱼油是自然条件
下较好的DHA和 EPA来源，虽然普通鱼类也
含有一定的DHA和 EPA，但只有深海鱼才具
有较高的含量，深海鱼油与传统的健康食用
油合理配比，就可以提供日常饮食中这两种
营养成分。

技术突破
金龙鱼添加深海鱼油调和油挑战成功

食品工业如何克服鱼油添加工艺难题对
于 DHA+EPA 能够走上国民的餐桌至关重

要。中国食用油行业的优秀代表成功推出了
第一桶 DHA+EPA合理配比的金龙鱼深海鱼
油调和油。

在工艺方面，金龙鱼首先要面对口味关，
深海鱼油的海洋气味并不适用于中餐。但是
金龙鱼有挑选优质的深海鱼油原材料的便利，
在初始阶段就将杂味尽可能减少，再通过国际
先进的加工和包装工艺，深海鱼油便可以与优
选中国传统植物油融为一体。

另外，“大火快翻”的中式烹饪方法，也考
验了DHA、EPA等不耐氧化的不饱和脂肪酸的
保持问题。根据2011年中国油脂行业第20届
年会学术专家发布的报告显示，高温实验、煎
炸实验以及持续10次的反复煎炸测试中，DHA
和EPA的保留率高达 95.8%，这足以证明金龙
鱼添加深海鱼油调和油适合中式烹饪。

在金龙鱼添加深海鱼油调和油的成分配
比中，按照中国营养学会每日 25~30克食用油
的推荐使用量，金龙鱼不仅实现了帮助人体膳
食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
肪酸达到1∶1∶1的建议值，同时30克金龙鱼
添加深海鱼油调和油中的DHA+EPA含量也满
足了人体所需，这些都让金龙鱼成为国民健康
质量提高的助力。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亦
因此赢取了由全球EPA和DHA组织GOED颁
发的“最佳创新应用奖”，以及全球深海鱼油供
应组织（ONC）“人类健康杰出贡献”两项殊荣
的肯定。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对于
DHA、EPA健康功效的发掘，使DHA+EPA健康
摄取的理念在消费者中推广。而金龙鱼添加
深海鱼油调和油等营养食品工业的创新，也将
会成为国民健康质量提升的重要组成。

转自《生命时报》

车牌上卡个光盘
高速上飙到190

本报讯 一位轿车司机，为躲避高速
公路上的电子眼，用光盘将车牌号码遮
挡，还是被高速交警查获。

昨天 9点 30分许，省高速交警八支
队监控室通过监控发现，一辆黑色别克
轿车在京港澳高速 635公里处时速达到
190公里。

5分钟后，该车被巡逻民警发现后靠
边停车。

据驾驶员李先生说，他从安阳出发到
郑州签一份合同。电话里双方约定下午4
点见面，后来他才知道，是自己听错了，应
该是上午 10点见面。为了准时到达约定
地点，又担心超速被拍照，李先生在牌照
上动了手脚。

李先生因超速行驶、故意遮挡机动车
号牌两项违法行为，被处扣 12 分，罚款
2200元。

郑州晚报 王译博 通讯员 布安景

新闻追踪>>>
小伙寻车坠入电梯井
一审获赔21万家人要上诉

今年 2月 17日（农历元宵节）晚，24岁
的市民小韩为寻车，和朋友走进一家建筑
工地，却不慎坠入“盛润·美丽源”(华亚广
场)小区深达5米的电梯井，抢救无效身亡。

后小韩家人将开发商和施工方一并告
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5万余元。（本
报10月21日曾作报道）

昨天，法院认为，华亚广场是华亚公司
开发的在建项目，从证据中看出，华亚公司
对其在建工程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应承
担小韩死亡50%的赔偿责任。小韩自己担
责50%。

中原区法院一审判决，华亚公司赔偿
小韩家人 21万余元。小韩父母表示他们
将会上诉。 晚报记者 鲁燕

线索提供 若禺 江虹 庆远

“亲密暴力”亟须制度约束
亲情犯罪导致各种诸如孩子无人抚

养、父母无人赡养等社会问题，还严重冲
击、震撼社会大众的家庭伦理观，其对大
众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隐形
的、无法估量的。

审理过多起类似案件的郑州市中原
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翟红斌认为，要减
少此类案件发生，需通过电视、报纸等主
流大众媒体加强大众的婚姻爱情道德教
育。他提出，多数案发家庭往往缺乏关
爱、真诚和沟通，所以加强家庭伦理道德
教育，营造家庭成员之间互让、互爱的道
德体系十分重要。

“家庭悲剧发生后，我们都在问，婚姻
已经死亡，行为人为什么不选择离婚而选
择杀人？”新密市检察院检察官李鹏飞、
贾阳阳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反家暴
机制、矛盾疏导的化解机制，建立对离婚
的弱势群体生活安居保障机制。

此外，新密市法院法官王海强提出，
针对亲情犯罪中某些加害人存在的心理
病态问题，应建立并完善心理辅导机构和
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网络，使存在心理问题
的不健康人群都能得到及时的援助和救
治；让紧张、压抑心理得到宣泄和化解，避
免心理失衡，走向极端。

“儿子刀砍父母致母亡父伤”、“父亲踢死3岁女儿”、“90后儿子弑父”……近日，国内发生了多起
“亲情犯罪”案件。

所谓“亲情犯罪”，指的是在直系亲属、夫妻或姻亲关系中的家庭成员或亲属之间发生的犯罪。
据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最新的一份统计显示，近年来，“亲情犯罪”案件不断增多。
新密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魏春霞介绍，仅今年，该院就受理了5起“亲情犯罪”案件，而在此

之前，几年间顶多发生1~2起此类案件。 晚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胜利 李莉

市检察院近期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仅
2009年至今，该院就起诉了26起无期徒刑以上
的亲情犯罪案件。

分析发现，26起案件中，夫妻关系14件，血亲
关系6件，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2件，姻亲关系4
件。男性犯罪占了21起。犯罪嫌疑人大都文化
程度较低，有22人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从犯罪性质上看，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致死）为主，有些犯罪手段残忍，不计后果。”市

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张东举例说，犯罪嫌疑人
随某，因怀疑妻子有外遇，于某日凌晨，持钢管
将岳父母打死，并放火烧了内侄家。

犯罪心理方面，据郑州市检察院研究室主
任魏颖华分析，此类案件多为激情杀人：“家庭
成员之间感情受到伤害，大都为了家庭苦忍，容
易形成较大的恶性心理积累。一旦超过忍耐的
底线，行为人就可能在激情冲动中实施犯罪行
为。”

统计中，发生在夫妻之间的亲情犯罪比例
最高。

而在这类案件中，因配偶有婚外情或怀疑
对方有婚外情而导致矛盾激化、引发命案的，
在26件杀亲案中占了8件。

因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反抗情绪爆发而酿

成家庭悲剧的案例，在 26起命案中占了 4件，
成为此类案件发生的第二大诱因。

除此之外,家庭内部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父
母强烈干涉婚恋自由、长期虐待继（养）子女或
者怀疑是非亲生子女、精神病人或者精神异常等
原因，也是亲情犯罪案件发生的几大主要原因。

出生于1984年的李文，自幼上学，2005年
大专毕业。

毕业后，他进过医院，开过诊所，做过酒吧，
都不成功。用他的话说：“我妈经常开导我，让
我找个工作好好干。我妈工作太累，我不忍心
让她干。”

后来他做药品生意失败，欠下大笔债务。
母子间虽有争执，但母亲最终卖了家里房产替
儿还账。

据新密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王玲玲介绍，
2011年8月26日凌晨3时许，李文因家庭矛盾在家
中与母亲李慈发生争吵，后杀母焚尸并逃离现场。

大专生争吵中掐死母亲

杀亲者多为“激情杀人”

婚姻家暴成主要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