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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日销千余册，现在一本也难卖

养生书从香饽饽变鸡肋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爽 实习生 牟春静

想饮食保健，医院难找营养科
要么没有正式门诊，要么变成了“配餐科”

想要咨询营养饮食保健去哪？
市民徐小姐遇到了难题。“我想
去医院营养科看看，但是没想到
转了一圈都没挂上号。”记者采
访了解到，济南绝大多数医院的
营养科都被“边缘化”了，或者没
有独立门诊咨询服务，或者连挂
号都挂不上。

医院的挂号处

不知有营养科

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张悟
本”事件之后，市民徐小姐不再相
信“野专家”，想去医院找真专家针
对她体弱的特点开点食谱。但是没
想到转了一圈她都没挂上号。

记者从省立医院、齐鲁医院等
医院的网站上看到，这些医院都设
有营养科。但是现场采访了解到，
这些医院营养科都没有独立门诊
室，甚至连门诊挂号系统内都找不
到“营养科”的信息。

3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了省
立医院。在门诊楼一楼的门诊病人
服务中心，记者向一位女医务人员
询问这里有没有营养科时，她说没
有，挂号处的医务人员也表示没有

营养科。记者拨打了省立医院网站
上公布的营养科电话，一位医务人
员告诉记者营养科在营养食堂的
二楼，目前主要是为住院的病人提
供营养咨询等服务，还没有正式的
对外开放的营养咨询门诊。

4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当记者向门诊楼病
人服务中心的一位医务人员询问
这里有没有营养科时，她说没有，
只有对内服务的营养食堂。记者又
拨打了千佛山医院营养科的电话，
一位姓杜的主任告诉记者，营养科
地址在老门诊楼的保管室，目前还
没有正式挂牌的科室。

4日下午3点，在齐鲁医院内，
记者看到这里的营养科和营养食
堂挨着。一位姓丰的营养师告诉记
者，这里主要是为住院的病人提供
营养咨询和配餐服务。

多种原因导致

营养科边缘化

营养科咋这么难找？营养科怎
么成了“配餐科”？

山东省营养学会理事、省中医
营养食疗科营养咨询师田艳梅女

士表示，出现这种情况是多方面原
因促成的。
“现在我省的大部分医院营养

科未设单独的门诊咨询服务。”她
介绍，导致有些医院存在营养科难
找、难挂号、没有独立科室的问题，
以及来进行营养咨询的人较少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人传
统观念所致，对合理饮食、营养
食疗重视不够，重药疗、轻食
疗；二是大多数医院尚未设立独
立的营养科咨询门诊；三是营养师
职称考评尚未规范化，营养科从业
人员力量不足。

田艳梅解释，营养师分为很多
种，面对公共人群的是公共营养
师，在医院内从事营养工作的营养
师要获得临床营养执业医师资格，
不仅要通过国家统一的营养师考
试，具备深厚的营养学知识，还要
有专业的医学知识和疾病知识以
及一定的临床工作基础。
“由于近年与饮食有关的如肥

胖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发
生率和病死率都呈渐增趋势，使人
们越来越重视营养保健的问题，不
断扩大的社会需求将促进营养工
作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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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养生书籍

遭遇退货

4日上午，记者在济南英雄山文化
市场走访了十几家书店，发现养生类
图书自五月“张悟本事件”爆出以来，
销量大幅度降低。大部分书店已将
养生类图书从显眼位置撤下，一些
店主称已将卖不出去的养生类图书
退货，且现阶段进货不会再考虑此
类图书。

在英雄山文化市场的济南鑫鑫
书刊部，记者看到书店靠里一侧的
书架上摆放了十几种养生类的图
书，但是少有读者前去选购。

店主王先生告诉记者，“在张悟
本事件爆出以前，养生书非常好卖，
是我们书店的主打书，平时一天批
发出一千多册不是问题，零卖也能
卖七八十本，但是现在这些书连问
都没人问。”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的书主要
是批发给济南周边县市区的书店，

以往进货时主要参考媒体推荐的养
生类图书，或是读者来找得较多的
图书，所以销量一直不错。但是“现
在许多市民对养生类图书有一些抵
制，很多读者都跟我说‘原来这些都
是骗人的’。其实有些书的内容还是
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许多人都觉
得我是为了卖货才说这些书有用，
大部分人都不信我。”“要恢复到原
来热销的水平，至少要等上一两
年”，王先生说。山东布克图书有限
公司的销售人员表示，公司里不少
卖不出去的养生类图书已经退货
了。而济南大众书店的店主也称：“店
里的养生书都准备近期下架了。”

诵读嗡、嘛、吽

就能养生？

为什么庞大的养生书籍市场因
为一个张悟本就受到如此重创？记
者走访发现，不少养生书籍内容之
千奇百怪也是令读者觉得不可相信
的主要原因。

在一本养生书中，写有“只要不
断诵读嗡、嘛、吽三个字就能养生”、
“嗡、嘛、吽是梵语音译，据说是一切
咒语之王，无论念什么咒语，开头加
上嗡、嘛、吽，一切不能办成的事情
都能办成”等内容。读者董女士表
示：“这样违心的言论如果成为日常
养生的指导，我们不生病才怪。”

另一本养生书，则抛出了“生吃
泥鳅”的偏方，并举例表示生吃泥鳅

可以“打虚火”、“润泽皮肤”、“治疗
红眼病”等。记者从中国新闻网了解
到，不少市民看到书中“生吃泥鳅能
治病”的内容后纷纷尝试，结果很多读
者在生吃了泥鳅后出现了寄生虫感
染的症状。

“要辩证地看

养生书的内容”

泉城路新华书店一楼的图书销
售人员告诉记者：“养生类书籍有几
个名家系列卖得还可以，不过现在
这些书籍前的读者的确少了许多。”

新华书店业务部副总李先生
称，自张悟本事件以来，市民在
对养生类图书的选择上也更趋于
理性了。“张悟本事件爆出以来，
出版总署对养生类图书的把关越
来越严了，同时，我们经销商也

养生书摊前现在是少人问津。

部分
医院的营
养科紧挨
营养食堂。

4日，记者采访省城书市了解到，

“张悟本事件”后不少书店的养生书籍

早已从显眼的热门图书推荐处撤下，以

前每天能批发出千余册养生书的书店，

现在每天连一本都卖不出去，有店主称

要恢复到前段时间大热的水平至少要

等上一两年。

虽然“张悟本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但省城养生书籍市场仍然没有恢复
元气。而如果想去医院营养科看看，却不是一件容易事，有的市民表示：“转了一圈
都没挂上号。”记者采访了解到，济南绝大多数医院的营养科都被“边缘化”了，或
者没有独立门诊服务，或者连挂号处都不知有营养科，想挂号挂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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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重 视 图 书 质 量 的 甄 别 工
作。”李先生表示，读者应该辩
证地看目前市面上的养生类图
书，“不少养生类图书是有一个
针对范围的，有些内容也是作者
自己得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可
能是因人而异的。读者应该针对
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和接受，
不能因为一件事情就将养生类书
籍的内容全盘否定。”

市民呼吁

完善营养科室

普及养生知识
面对市场上满天飞的健康

养生书籍、媒体上大肆宣传的各
种养生理论，一时间让普通老百
姓挑花了眼。

而对医院营养科的功用和
效果，济南市民赵先生表示还是
头一次听说医院有营养科这么个
科室，对此半信半疑，担心花钱咨
询也不会有太大作用。市民王女士
却认为，相比于电视上某些不可信
的养生专家，医院的营养科还是更
加正规可信的，她希望营养科室在
人员配置、宣传推广等方面进一步
健全完善，真正起到为群众提供营
养咨询服务的作用。同时，她也希
望医院、政府等相关部门可以在
社区、媒体上开展更多正规的养
生保健讲座，给群众提供正确
的、科学的营养保健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