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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植物鸡蛋”宣称在营养、功
能和风味上都较传统鸡蛋毫不逊色，那
么，未来是否可以取代鸡蛋呢？

“现在看来为时尚早。”农绍庄说，
“植物鸡蛋”的好处是可以按照人的需

求自由组合一些营养成分，比如按照
一些配方添加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或
减少对人体无益的成分。但“植物鸡
蛋”和鸡蛋本身的营养成分还是有差
别 的 。“‘ 植 物 鸡 蛋 ’是 由 植 物 原 料 制
成，所含的蛋白质为植物蛋白，这种
蛋 白 的 人 体 吸 收 率 要 低 于 动 物 蛋 白 。
如 果 进 行 了 所 谓 的 改 良 和 性 质 改 变 ，
也只是提高了吸收率，不能完全等同
于动物蛋白。它只能是帮助补充人所
需要的一部分蛋白质，要完全替代鸡
蛋还不可能。”

农绍庄介绍，“植物鸡蛋”的另一个
重要优势是不含胆固醇，因为其主要成
分是豆类蛋白，这对“三高”人群来说
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并非所有的胆
固醇人类都不需要。“胆固醇在体内有着
广泛的生理作用，是合成胆汁酸、维生
素 D 等的原料，只是不能过多地摄入，
因此仅仅依靠植物蛋白未必能完全满足
不同人的营养需求。”

在农绍庄看来，所谓的“植物鸡蛋”，实

际上是一种商业炒作，其实质是仿生植物
蛋白粉的一种改良产品，在成分上模拟鸡
蛋的营养成分，有补充蛋白质的作用。

事 实 上 ， 早 在 多 年 前 市 场 上 已 有
“植物蛋白”的产品，比如豆浆粉等。
“其实，产品叫‘仿生蛋粉’或‘植物
蛋粉’更贴切，‘植物鸡蛋’只是个噱
头，随着仿生技术的发展，未来市场上
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造鸡蛋、人造
蛋黄酱，可能在口感、营养价值上与天
然鸡蛋更接近。”农绍庄表示。

对于人造鸡蛋与普通鸡蛋在中国的
PK 问题，国内不少网友认为，因为饮食
习惯不同，中国人更喜欢整个鸡蛋直接食
用，比如水煮蛋、茶叶蛋等，这些植物鸡
蛋目前还难以做到。此外，部分群众表
示，“鸡蛋价格在承受范围内，为何不选
择天然鸡蛋”。更有网友调侃，“此蛋一
出母鸡失业”等。

据了解，在美国，“植物鸡蛋”的
推广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美国鸡
蛋委员会发表声明称，鸡蛋绝不可能被
取代，许多人对蛋的代替品并不感兴
趣，只想吃到天然的真正的鸡蛋。声明
同时还指出，饲养业已经开始大力减
少用水及排放温室气体，以改善饲养
鸡的健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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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

食物。可是，如果有一款“人造鸡

蛋”，并宣称较普通鸡蛋营养多四

分之一，且价格仅约为其一半，你

会买账吗？如今，这件看起来不

太可能发生的事，已成为现实。

据报道，由李嘉诚基金会等

注资1.8亿港元支持生产的“人

造蛋黄酱”5月29日在香港百佳

超市首次“亮相”，预计明年有望

进入内地——

“植物鸡蛋”进超市 舌尖科技引投资
本报记者 沈 慧

提起人造鸡蛋，很多人很容易将它和
此 前 坊 间 流 传 的 假 鸡 蛋 联 系 在 一 起 。 不
过，李嘉诚投资生产的人造鸡蛋与假鸡蛋
可并非一码事。

假鸡蛋，其蛋黄和蛋清通常由海藻酸
钠、明矾、明胶、苯甲酸钠等化学品原料制
成，蛋壳则用石蜡、石膏粉、碳酸钙等制成，
外观上看，可以假乱真。“这些假鸡蛋中含
有的化学成分，对身体无益，如果采用工业
级的化工原料制作，对健康的危害更大。”
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农绍庄表示。

“人造鸡蛋”，英文名称 Beyond·Eggs，
意为“超越鸡蛋”，更准确地说叫“植物鸡
蛋 ”。 它 由 美 国 汉 普 顿 克 里 克 食 品 公 司

（Hampton·Creek）通 过 在 黄 豆 、豌 豆 、高
粱、葵花籽等中提取蛋白质成分，然后适当
混合调配而成。

与假鸡蛋不同，“植物鸡蛋”并不追求
外形上的逼真，其外观是一种粉末，通常以
瓶装胶状物的形式销售。“它是一种替代鸡
蛋的食品原料，之所以称为‘植物鸡蛋’，是
因为它可以代替鸡蛋用于蛋糕、面包、蛋黄
酱之类的食品而已，其目标是模拟鸡蛋的
营养、功能甚至风味。”知名食品专家、科学
松鼠会成员云无心在文章中写道。

在云无心看来，鸡蛋的营养不外乎是
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用来自
于 植 物 的 原 料 并 不 难 模 拟 。 不 过 鸡 蛋 的

“加工功能”则不是那么容易模拟。比如，
制作蛋糕时，鸡蛋中的蛋白能够形成稳定
的 泡 沫 并 在 烘 烤 中 凝 固 以 保 持 蛋 糕 的 膨
松，若用植物成分来实现这种“功能”，就需
对植物蛋白进行“改性”，或用其他非蛋白
成分来弥补。

既然是模拟鸡蛋风味，那么实际味道如
何？汉普顿克里克食品公司首席执行官兼
创始人乔希·蒂特里克声称，比尔·盖茨和英
国前首相布莱尔都已品尝过植物鸡蛋，“他
们完全无法区分哪个是真鸡蛋，哪个是人造
的”。有厨师在品尝过之后，也评价说“味
道很接近”。

“植物鸡蛋”的创意，来自 33 岁的
乔 希·蒂 特 里 克 。“ 大 多 数 民 众 要 是 看
过拥挤的蛋鸡场都会觉得恶心，所以我
们希望能制造出鸡蛋的替代品，让每个
人 都 能 取 得 健 康 又 便 宜 的 食 物 。”乔
希·蒂特里克在公开受访中如是说。

据统计，目前全球每年生产 1.8 万
亿 颗 鸡 蛋 ， 其中鸡饲料占鸡蛋成本的
70% ， 同 时 ， 鸡 饲 料 大 多 为 大 豆 和 玉
米，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土地、水和矿
物质。蒂特里克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
方法是“省去饲养动物的环节，只使用

植物做原料，以更加环保的方式生产食
物”。于是，2012 年他成立了汉普顿·克
里克食品公司，用以研发人工鸡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蒂特里克起
初的尝试并不理想。他们的蛋黄酱没
有将油和蛋融为一体，看上去就像液
态糖浆，炒鸡蛋的情况更糟，它们不
仅不能凝成一块，而且味道很坏。

在先后研究了数百种植 物 ， 做 出
了 344 种 鸡 蛋 替 代 品 后 ， 汉 普 顿 克 里
克 食 品 公 司 最 终 用 12 种 植 物 的 提 取
物 制 作 成 了 “ 植 物 鸡 蛋 ”。 蒂 特 里 克

透 露 ， 他 们 现 在 已 能 用 “ 植 物 鸡 蛋 ”
制作很不错的蛋黄酱和饼干，而且其
营养价值比传统鸡蛋多四分之一，还
不 含 麸 质 与 胆 固 醇 ， 保 存 时 间 更 长 。

“和普通鸡蛋相比，‘植物鸡蛋’更便
宜 更 环 保 。 世 界 上 51%的 人 造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是 由 畜 牧 业 产 生 ， 用 植 物
蛋白合成的‘人造鸡蛋’食材的能量
转 换 率 为 2∶1， 大 大 高 于 畜 牧 业 的
39∶1。”他说。

据 了 解 ， 汉 普 顿 克 里 克 食 品 公 司
已与 6 家“世界 500 强”的公司签订了
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一些全球最大的
食 品 生 产 和 零 售 商 。 蒂 特 里 克 透 露 ，
公司正研究新方法，用高温和压力将
植物材料制造成外形和气味都像鸡蛋
的食物。

价格更加便宜

味道可以乱真

母鸡不会“失业”母鸡不会“失业”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即将到来的巴
西世界杯足球赛的体育场地将注入更多科技
元素。

据美国江森自控公司建筑设施效益业务总
裁梅尔介绍，江森自控负责三个体育馆内楼宇
系统的集成，设计、安装和集成了数十个系
统，包括监控摄像头、消防报警、门禁控制、
远程通讯、音响和楼宇管理控制等。当紧急状
况发生时，安防和消防系统将激活监控摄像
头、群发通知系统、关闭风阀和解除门禁。这
些系统将协同工作，提升球迷的体验。米内罗
球场的音响和远程通讯系统被连接至一个 100
平方米大小的 LED 屏幕上，为球迷呈现精彩
的现场视听效果。世界杯足球赛是全球最盛大
的单项体育赛事，观众多达 700 多万。届时，
将有超过 60 万名游客和 300 多万巴西人参加
这场体育盛事，将有 200 多个国家近 250 个频
道对赛事进行直播。

巴 西 世 界 杯 赛 场 添 科 技 元 素

浩如烟海的国内外专利文献记载了

100 多年来人类技术进步中接近 95%的创新

技术，也就是说，世界上大约 95%的技术创

新都是用专利法进行保护的。专利制度作为

市场经济中最为成熟的法律制度在技术成

果保护、技术许可贸易以及维权诉讼等方面

承担着极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要申请专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利用专利法来保护自己的发明创造，自己研发

出来的创新技术，包括产品、生产工艺或机器

设备等等，害怕在实施过程中被他人模仿甚

至盗用，所以在技术实施或产品上市之前进

行专利申请，如果遭遇他人侵权，可以通过侵

权诉讼来维护

自己的专利权。

这很重要，但并

不全面。

有 学 者 认

为，发明创造和

专利制度之间

没有绝对的直

接关系，因为在

没有专利制度以前，人类就从事着发明创造

的活动，发明创造是人类的天性。根据一项

调查显示，在对发明者的激励因素中，为在

竞争中获胜占 23%，对学问感兴趣占 17%，

为取得专利权占 12%，为完成工作定额占

11%，为提高地位占 11%，还有其他因素，所

以发明人会因为多种因素进行发明创造，而

不仅仅从专利因素来考虑。

成熟市场的发明人会出于什么考虑申请

专利呢？答案是投资，专利制度的实质是吸引

对天才的投资。林肯总统有句名言，“专利制

度是给天才之火加上利益之油”。这个“油”就

是鼓励私人或机构向专利投资。专利制度—

发明创造—投资获利，这是引导资本流向的

路径，搞发明创造的人不一定要申请专利，因

为在他没有获利预期的时候，专利申请、审查

和维持的费用将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是投

资人要求有专利，因为这是投资的前提，作为

一部经济范畴内的立法，《专利法》赋予专利

权人对专利技术拥有独占性、地域性、时间性

的特殊权利，加强了投资人对专利权的渴望

和重视，所以更多发明人在谋求与投资者的

合作，以便进一步推进技术的研发和实施。

近年来，我们通过媒体更多地看到技术

成果通过专利许可、专利转让、专利质押融

资、专利资本化等多种方式使得专利权人获

得经济利益，同时我们也更多地看到在企业

股权分配、融资、投资、并购、上市等经济活动

中，专利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成熟市场中，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专利作

为武器，作为刺向对手的矛而不仅仅是保护自

己的盾，专利已经作为谈判桌上最举足轻重的

砝码成为企业领导人首要考虑的问题。

在我国专利申请量已经突破 200 万件

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合理地利用我们的专利

资源，而不仅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

首先，2008 年我国职务发明专利申请

达到 51%，标志着我国专利申请人主体已经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自然人为主转变

为以企业法人、科研院校、机构团体为主，表

明我国的企业和研究单位更加重视专利申

请，技术创新积极性和技术创新水平均大幅

提高，到 2013 年我国职务发明专利申请达

到 81%，说明发展之迅猛，成绩之显著。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专利技术

的转化率低下，非职务发明技术的转化率不

足 5%，职务发明又多被专利权人自己使用，

并未通过专利许可、转让等技术交易手段获

取更多的利益。

专利的申请、审查、维持以及授权以后

持续增长的年费，对专利权人来讲都是不小

的负担，如果大量的专利存放在企业的资料

库而没有为企业创造应有的价值，那么企业

在未来一定会慎重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什

么要申请专利？

摆在申请人面前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站

在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回答，那就是，企业

的专利申请策略服务于企业的专利战略，专

利战略一定是走在企业发展战略的前端，专

利申请策略就是提前在企业的未来市场中排

兵布阵，而且是以体现企业发展战略布局的

专利组合形式出现，即为核心技术打造一个

严密的保护网，为的是更为有效地占据未来

的市场份额，同时居于技术领先的企业会积

极参与标准的制定和专利池的建立，最大限

度地增强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植物鸡蛋由

从植物中提取的

蛋白质制成，可

以替代鸡蛋用于

制造面包、蛋糕

等食品。

（资料图片）

许 滔画

本报北京６月３日讯 记者吴佳佳、通讯
员胡洋报道：3 日上午，一位有脑出血史、晕厥
史，还伴有呼吸衰竭的 82 岁患者在阜外心血管
病医院成功接受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当天
下午患者就开始吃饭。这是我国第一个经导管
瓣膜病临床试验项目的最后一例手术。而该临
床项目的完成开启了我国老年瓣膜性心脏病

“不开胸”治疗的新时代。
这一临床试验于 2011 年 9 月 7 日开始实

施，是在 863 项目和“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支
持下，采用国内自主研发的 VENUS-A 经导管
主动脉瓣置入装置，主要用于严重主动脉瓣狭
窄外科不能手术和高危患者。

该临床实验项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
心内科专家高润霖院士组织实施。项目共入选
80 例患者，年龄最大的 92 岁，20%以上超过 85
岁。目前已全部完成手术，其中成功 77 例，在
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高润霖介绍说，心脏中有四个瓣膜，就像一
道道门户，保证血液的正常流动。主动脉瓣就
是血液通向全身的“大门”，一旦它出现严重狭
窄，血液就无法被顺利输送到全身，从而引发一
系列健康问题。患者会出现乏力、反复的胸痛
或胸闷，严重时会发生晕厥，最终导致心力衰
竭甚至是猝死。

20年前，我国心脏瓣膜病绝大部分患者是风
湿性心脏病，但随着我国老龄化加速，心脏瓣膜
退行性改变成为瓣膜病的主要原因。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
永健说，瓣膜病的治疗通常是传统药物治疗和心
外科换瓣手术两种方法。而老年患者又常因年龄
大、体质弱、病变重、合并疾病等禁忌，部分无法耐
受心外科手术。临床流行病调查显示，约三分之
一以上的高龄患者因合并症多未能接受手术治
疗。对于这些患者，新的介入心脏瓣膜置入术可
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治疗手段。

据悉，临床试验预计 2015 年 6 月完成全部
患者一年随访，由我国自主研发的瓣膜有望在
明后年上市。

我 国 开 启 老 年 瓣 膜 性 心 脏 病

“ 不 开 胸 ”治 疗 新 时 代

据 新 华 社 日 内 瓦 6 月 2 日 电 （记 者 王

昭 张淼） 目前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飞机“太阳
驱动”2 号在瑞士西部城市帕耶讷成功首飞。
明年 3 月，两名瑞士探险家将驾驶“太阳驱动”2
号从海湾地区出发，开启环球飞行之旅。

“太阳驱动”项目发起人、瑞士探险家贝特
朗·皮卡尔及其团队2日发表声明称，当天清晨，

“太阳驱动”2号在帕耶讷机场成功实现首飞，飞
行持续 1 小时 45 分钟，最高飞行高度为 2400
米，在飞行过程中飞机各项技术指标正常。

今年 4 月 9 日正式亮相的“太阳驱动”2 号
是“太阳驱动”号的升级版，它超越“太阳驱动”
号成为目前全球体积最大的太阳能飞机。它的
翼展达 72 米，堪比波音 747-800 型客机，重 2.3
吨，最大飞行高度可达 8500 米，最高时速为
140公里。

“太阳驱动”2 号的机身和机翼均采用极轻
的碳纤维材料，机翼上安装有 17248 块超薄、高
效太阳能电池板。与“太阳驱动”号一样，“太阳
驱动”2 号在飞行中无需一滴燃料，仅依靠阳光
就能实现昼夜飞行。

全球最大太阳能飞机在瑞士首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