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饿肚子挤公交，年轻人也吃不消

入入冬冬以以来来五五个个小小伙伙晕晕倒倒在在110022

老老年年人人冬冬天天坐坐公公交交多多留留神神

冬季气温低，车厢内开暖风的话，空气流通较差，赶在早晚高峰人多
时坐车，老人心理承受能力较差，遇事着急上火更易发病。另外，由于冬
季车内暖和，人很容易犯困，老年人千万不能睡觉。因为公交车行驶中，
人在睡觉时肌肉很容易疲劳，在车门开关中也容易着凉。

坐稳后，老年人不要在车内随意走动，否则遇到急刹车时很容易摔
倒。据驾驶员介绍，很多老人上车后发现自己的座位被阳光照射或者坐
着不够舒适，随意在车内换座位，很容易发生危险。

公交部门人士建议，如果老年人必须坐公交出行，最好有家人陪伴，
突发疾病时也容易判断病情。此外，老人出行还应自备常用的急救药品
和亲友的联系方式，并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坐车时尽量选择熟悉的线
路，以免迷失方向或久坐给身体带来不适。上车后，老年人最好处于车厢
前部，坐在前排比较稳定，也方便和驾驶员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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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小伙儿晕倒

“早上8点，102路车上特别拥
挤，一个20多岁的小伙儿突然就晕
倒了。”2日，同在102路上的微博网
友“杨小义xx”向记者描述，102路行
驶到饮虎池和趵突泉南门之间时，
车厢中部靠前的一个小伙子突然倒
地，怎么也喊不醒。

小伙儿晕倒后不久恢复了意
识，一名中年女性把座位让给了
他。“阿姨剥开了巧克力，塞到小伙
子嘴里，她还叮嘱小伙子可能是低
血糖，得按时吃早饭。”

无独有偶，就在上周六下午4时
许，102路车上同样有一名年轻男子
晕倒。当时的驾驶员韩师傅介绍，他
开车行至经七纬八站点时，突然听
到呼喊声，停稳车辆后，发现一名30
岁左右的男子倒在座位上，不时地
抽搐，正被周围几个乘客搀扶着。

“我和热心乘客一起将男青年
平放，打开车窗通气，并拨打了急救
电话。”韩师傅说，救护车来到时，男
子已经苏醒并称自己没事。“给他家
人打了电话，坚持让救护车带他去
医院诊断一下。”

熬夜和不吃早饭

挤公交体力不佳

济南公交五分公司二队负责
人周鹏说，自入冬以来，先后有五
名乘客晕倒在102路公交车上。“全

都是小伙子，最大的不超过35岁。
一看这结果，我也挺吃惊。”周鹏
说，以往在公交车上晕倒的多是体
弱的老年人或者苗条的女孩，没想
到现在的“主角”换成了小伙子。

“像老年人和女孩，这些以往
‘晕倒客’的防范意识强了。反而是
小伙子，觉得自己身体好，不注意
休息和饮食，不吃早饭，抑或长时
间熬夜，扛不住了。”周鹏解释，这
五个小伙子都是因为不吃早饭或
者长时间未进食处于饥饿状态，进
而导致晕厥的。

有十几年驾龄、处理过多次晕
厥事件的33路驾驶员徐琰表示，乘
客在公交车内晕倒主要有四种情
况。“最多的就是低血糖，本身有低
血糖，不吃早饭或者饿的。以前都
是瘦弱的女孩，现在小伙儿也挺
多。”徐琰总结，还有女性因生理期
导致的身体不适晕倒，或者在客流
集中的车厢，一些乘客会因人多、
心情急躁或纠纷吵架等导致晕厥。

“老年人自身患有突发疾病，
像高血压、心脏病等，这种晕厥最
危险，必须及时救治。”徐琰强调，
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一般都把公
交车直接变成“救护车”，把病人送
往医院。

“建议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
老年人在寒冷天气下最好不要单
独出门，更不要去挤早高峰。”徐
琰解释，上了年纪的人不少都患
有心脑血管病、哮喘、糖尿病等慢
性病，早晚高峰去挤公交车，身体
吃不消。

早晚交通高峰期，在拥挤的公交车内，有人晕倒的情况时有发生。以往晕倒的人多是体弱的老人或者
苗条的女士，眼下，入冬以来光是在102线路上就晕倒了五个小伙子。仗着身体好，不注意休息饮食，如今
的小伙也成了晕倒的“主角”。

“保质期短”的牛奶是不
是比“保质期长”的好？“保
质期长”的牛奶是不是添加了
防腐剂？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
广大消费者。1月31日，在北京
召开的乳品营养与健康研讨会
上，来自国家食品与营养咨询委
员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奶业
协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
国农业大学等机构的近二十位国
内权威的营养专家、医学专家给
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作了澄
清和深度普及。专家们一致认
为：不同加工工艺对牛奶健康功
效无影响，常温奶和巴氏奶健康
功效无差异。

谈到不同工艺处理过的牛
奶在营养上是否有差异？“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奶牛
产业技术体系乳制品加工实验
室主任张和平讲，他曾联合内
蒙古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等 多 个 权 威 院 校 专 门 进 行 试
验。试验证明，不同加工工艺
的牛奶，在人体从中所摄取的
最主要的营养物质——— 蛋白质
和钙的吸收及健康功效上没有
差异。维生素B虽略有差别，但
人体摄取维生素的主要渠道是
水果和蔬菜，不同生产工艺的
牛奶中所含维生素对饮用者的
影响都微乎其微。

针对某些“国外都饮用巴
氏奶，只有中国大规模发展常
温奶”的传言，总部位于英国
的著名市调机构E u r om o n i t o r
(欧睿 )公司代表张毅表示事实
不是这样。张毅介绍说，世界

乳 品 市 场 常 温 奶 和 巴 氏 奶 并
存，很多国家以常温奶为主，
如比利时常温奶的市场占有率
为96 . 7%，西班牙为95 . 7%，葡
萄牙为92 . 9%，德国和意大利均
接近60%，即使在巴氏奶及其加
工工艺——— 巴氏灭菌法的发源
地法国，常温奶的市场份额更
高达95 . 5%，而在现阶段以巴氏
奶 为 主 的 英 国 ， 政 府 也 计 划
2020年使常温奶市场份额提升
至90%。

“各国选择常温奶还是巴氏
奶，主要是自己国家的消费习
惯、地理、气候、人口分布等
多重因素决定的，跟营养成分
没有关系。”张毅表示。

“外国根本不存在关于常
温奶和巴氏奶的认知差异，而
是推广饮奶计划。在中国，与
其去讨论常温奶和巴氏奶的差
异，不如研究怎样让中国人多
喝奶，喝好奶。”武警后勤学
院特需营养研究中心副主任程
志说。

“随着中国乳业国际化步
伐的加快，不同乳品都在扮演
着自己的角色。”高级乳业研
究员宋亮表示，中国需要更加
丰富的产品品类，常温奶能与
多种食品搭配，可以给消费者
提供更为丰富的选择，增加中
国乳业的国际竞争力。

“奶及奶制品对人的健康
非常重要，”中国奶业协会副
秘书长刘琳认为，我国目前的
乳制品消费量相对世界平均水
平来说依然较低，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我们应该积极培育
奶及奶制品消费市场，尤其是
从儿童开始，使奶及奶制品也
成为中国人的终身食品。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名誉
理事长宋昆冈表示，中国乳制
品消费虽然增长很快，但中国
人均消费量与世界平均水平还
有很大差距，与世界发达国家
的人均消费量相比就更为悬殊
了，乳品行业应将力量用在提
高中国乳品消费水平、促进国

人健康之上。
我国具体国情决定了常温

奶占据市场主流的局面。我国
跨越的纬度大，地形复杂，牛
奶主产区位于北方，而大量消
费市场在南方，只能通过发展
运输半径大的常温奶进行“北
奶南运”，才能解决全民饮奶
的 问 题 。 如 果 “ 北 奶 ” 无 法
“南运”，大量北方地区的原
奶会面临无人收购或减少收购
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无论

从 土 地 资 源 还 是 气 候 条 件 来
讲，南方发展奶牛养殖的空间
是非常有限的，巴氏奶根本无
法解决其运输半径小和产能低
的致命不足，那么全体国人都
喝上牛奶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更不利于整个乳品行业的发展
和奶农利益的深层次保护。

这次研讨会是由卫计委主
管的《健康报》主办的，全国
十余个权威营养健康机构的近
二十位专家到会。

多多位位权权威威专专家家：：
不不同同加加工工工工艺艺对对牛牛奶奶健健康康功功效效无无影影响响

▲众多专家在会上就乳品营养与健康话题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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