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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为了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每人每天差不多需要摄入3000毫升水。但关于喝水，
很多人其实存在困惑，我们下面就来聊聊关于喝水的
3个误区。

一、饮水机里的水就是安全的？
其实，饮水机的水同样存在细菌污染风险。我国

曾多次发生因为饮水机而导致的中毒案件。这是由于
饮水机在使用过程中，会混入空气中飘浮的细菌，并繁
殖增长。此外，饮水机基座和桶接触部位存在结构死
角，如果长期不清洗，也会成为细菌等微生物生长地
带，其中公共场合的饮水机尤其严重。因此，建议大家
每隔1个月至2个月对饮水机进行清理和消毒。

二、矿泉水比纯净水有营养？
答案是并不会。矿泉水的确含有一些矿物质，比

较常见的是钠钾钙镁的碳酸盐、偏硅酸盐，以及铁、锌、
锰、钼等。这些元素都是人体需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必须通过喝水来获得。实际上，人体摄取矿物质及微
量元素的主要来源是食物。以钙离子为例，我国成人
每天参考摄入量约在800毫克至1200毫克，如果仅靠
喝水补钙，每天要喝16升至20升水。

此外，水在人体内其实就是搬运工，它是体内各种
代谢反应和运输物质的载体，喝水主要是为了补水，而
不是获得矿物质，因此矿泉水也并不会更健康。

三、喝“硬水”，容易患结石病？
其实并不会。大家常说的“硬水”，其实是指钙、镁

离子含量较高的水，通常口感不太好。但目前没有证
据证明它会导致结石或其他健康问题。相反，如果喝
水少，吃肉又多，泌尿系统结石风险更高。

“硬水”其实对人体无害，钙和镁都是人体必需的
元素，且多数人的摄入量偏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硬度高”的水还能补充部分矿物质。当然，这也远远
不够日常所需，即使每天喝两升“硬水”，其中的钙含量
也不过150毫克，补充矿物质的正道还是均衡膳食。
（作者系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

远离这些饮水误区
阮光锋

区块链技术作为金融科技核心技术
之一，有着广泛应用场景，发展前途广
阔。而商业银行作为区块链技术的积极
参与者，区块链技术究竟改变了银行的哪
些业务？未来又将产生哪些改变？为此，
经济日报记者调研了浙商银行、邮储银行
等商业银行，寻求答案。

“区块链+供应链”：
高科技“账本”助力融资畅通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
布式数据库，是分布式数据存储、多中心
的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等多
种技术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应用模式。

通俗地说，可以把区块链比作一种
“账本”。传统账本由一方“集中记账”，而
这种新式“账本”可以在互联网上由多方
参与、共享，各参与方都可以“记账”并备
份，而每个备份就是一个“区块”。每个

“区块”按时间顺序线性相连，其结构特征
使记录无法被篡改和伪造。

作为无法篡改的高科技“账本”，区块
链技术在经济金融领域最直接的应用就
是纾解供应链上的应收账款沉淀难题。
一直以来，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大量采用赊
销模式延期结算，由此形成的应收账款滞
压导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凸显，制
约着企业发展。截至 2018 年末，我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总额14.3万亿
元，占主营收入13.99%，应收账款的平均
回收期47.4天。

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盘活应收账款
是关键。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
业的若干意见》指出，商业银行要依托产
业链核心企业信用、真实交易背景和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闭环，为上下游企业提
供无需抵押担保的订单融资、应收应付账
款融资。

为具化这一政策精神，浙商银行积极
打造应收款链平台，通过运用区块链技术
去中心化、公开透明、智能合约和不可篡
改的特性，来解决应收账款登记、确权等
难题，把应收账款改造成为区块链债权流
转工具，帮助上下游中小企业盘活滞压的
金融资产。

对应收款链平台上的核心企业来说，
其签发的区块链应收款可在供应链商圈
内流转，有利于构建健康稳定的供应链生
态圈；对上下游中小企业来说，其收到核
心企业签发的区块链应收款后，不仅可分
拆流转给上游供应商，还可随时转让给银
行进行融资，帮助企业乃至整体产业“去
杠杆、降成本”。

“区块链+商圈”：
拓展供应链“微笑曲线”

来自江苏苏州的吴江兴盛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就是浙商银行探索区块链技术
应用的受益者之一。

该公司主营纸箱辅料，为国内规模最
大的涤纶制造商恒力化纤供货，销售金额
占公司销售收入逾四成。此前，兴盛包装
与恒力化纤多以商票结算，结算周期长、
票据盘活难。“大企业给的订单资金占压
公司流动资金，拖久了，企业受不了。”企
业负责人回忆说。

对此，浙商银行运用应收款链平台为

恒力化纤搭建了供应链商圈。在平台商
圈上，恒力化纤采用“付款人签发、承兑”
模式向兴盛包装等其他供应商签发应收
款，并利用自己“闲置”的授信额度，向银
行申请保兑。与不易盘活周转的商票不
同，供应商们在这一平台上收到区块链应
收款后，可以在浙商银行直接变现或提用
短期贷款，在线即可完成。

截至9月末，已有近60家来自上海、
江苏、浙江的上下游企业加入恒力化纤的
商圈，累计签发金额4.5亿元，提用小企业
短期贷款余额约2.3亿元；恒力化纤在携
手浙商银行帮助一批中小供应商获取较
低成本融资、共享金融科技红利的同时，
也进一步梳理和巩固了自身供应链关系，

拓展了自身供应链“微笑曲线”。截至 6
月末，类似这样的平台，浙商银行共落地
1800多个，帮助8000多家企业融通资金
1700 多亿元，切实疏通了各类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的资金“堵点”。

实际上，作为国内商业银行应用区块
链技术的先行者之一，浙商银行早在
2016年就推出基于区块链的移动数字汇
票平台，成为业内首家将区块链技术应用
于核心业务的银行；2017年，他们又开发
了应收款链平台、仓单通等“区块链+供应
链金融”产品，并相继建设“财易云”个人
理财交易平台、同业资产交易平台等，实
现了区块链技术在公司业务、零售业务和
金融市场业务的全覆盖。

日前，浙商银行的“一种区块链密钥
管理系统及方法”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
发明专利，成为为数不多在区块链技术领
域具有专利的商业银行之一。目前，该行
还有多项区块链相关专利正在实审中。

“区块链+福费廷”：
缓解交互低效等多个痛点

同样是先行者之一的邮储银行，在
2015年10月成立了区块链技术专项研究
组，开展区块链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创新工
作；2016 年初，经过研究评估后，该行选
定了两个业务场景应用区块链技术；他们
还给行内的区块链系统取了个系列名称
叫“U 链”，这是“邮链”的谐音，代表邮储
银行区块链。

2016年10月，邮储银行U链托管业
务系统成功投产上线，将原有业务环节缩
短了60%至80%，令信用交换更为高效。
2018年6月，邮储银行U链福费廷系统成
功投产上线，实现了跨行国内信用证全流
程链上交易、国内信用证项下贸易金融资
产信息撮合、资产交易和业务全流程管理
四大核心功能，并于2018年9月完成首笔
区块链福费廷跨行交易。

福费廷业务是在远期国内信用证项
下，开证行/承兑行做出付款承诺后，包买
银行无追索权地买入信用证项下未到期
款项的业务。该业务规则复杂、材料多、
时效性要求较高，传统业务模式下需线下
交单、审单等流程，并存在规则不同、交互
低效、流程复杂、信息不对称等“痛点”。

邮储银行 U 链福费廷业务系统采用
了基于超级账本的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
链的分布账本、智能合约、共识机制等技
术特性，推动实现福费廷业务的信息共
享，提升跨行业务的处理效率，以及提高
业务处理安全性。

具体来看，区块链技术对于福费廷业
务上的应用帮助在于：第一，资产持有行
可以在线与信用证开证行、包买银行达成
三方共识，完成债权让渡，提升了业务的
处理效率。第二，在债权让渡、单据凭证
等智能合约的帮助下，能够支持多方就数
据一致性的理解，有效增强交易主体互
信，降低信用风险。第三，交易撮合功能
可提高机构之间的询报价和交易达成效
率。第四，通过区块链技术共享账本可实
现交易平等、信息透明及协同共赢。第
五，支持API接口接入方式、Web页面访
问多模式，接入平台方便快捷。该系统上
线以来，业务累计金额超过100亿元。

邮储银行有关人士表示，目前，该行
正在开展U链福费廷业务系统2.0版本升
级改造工作，包括与其他联盟链的跨链组
网功能，跨链完成后，将会继续扩大邮储
银行福费廷交易规模，完善系统生态。“邮
储银行要进一步拓展区块链基础服务平
台，将行内优势业务能力产品化，聚焦细
分市场，做大业务规模，建立支持多种部
署方式的邮储银行区块链服务平台级业
务模式。”该人士说。

商业银行这样探路“区块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近年来逐渐走向大众视

野的区块链技术，已经悄然延

伸到众多领域，逐渐显现出

“区块链+”的巨大潜能。特别

是在经济金融领域，区块链技

术凭借安全、信任度高等特

点，可以帮助金融活动的参与

者防范风险、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从而衍生出了多种应用

模式。

2019算数健康大会上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即将过去的一年，今日头条平台
上健康类资讯阅读量高达540亿；“失眠”
首次上榜“十大最受关注疾病”；“医生”以
55.5 亿的阅读量成为今日头条健康领域
最受关注的热词和群体。

2019年，每天约有3500万人在今日
头条上浏览健康内容，健康类资讯阅读量
高达 540 亿，是 2015 年的近 11.5 倍。最
新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提升 17.06%，其中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
提升最多，达30.52%。可见，健康科普知
识关注与健康素养提升呈正相关。

实际上，上升的不仅是阅读量，还有
网友累计 11 亿人次的高频互动。其中，
健康类内容的收藏数超7.2亿，比2018年
增长了50%；点赞数超3.2亿，增幅461%。

今日头条平台健康关注度数据还显

示，“95 后”对于健康的兴趣度上升最明
显，达46.9%，涨幅高于50岁以上人群的
44.5%。“热衷蹦迪的年纪，就开始为冻龄
努力”的行为被戏称为“朋克养生”，但已
是当下主流消费方式之一。

此外，在今日头条此次公布的“十大
最受关注疾病”中，“失眠”以3.5亿阅读量
位列第七，前三位仍被癌症、糖尿病、高血
压 3 张“老面孔”占据，其余为痛风、艾滋
病、胃病、高血脂、冠心病、肝病。

“熬最深的夜”，成为当下不少年轻人
的生活写照。数据显示，我国超2亿人存
在睡眠问题或睡眠障碍症，其中失眠最常
见，而“90 后”成为购买助眠类产品主力
军——中国睡眠研究会2018年发布的报
告发现，失眠重度患者超六成为“90后”。

“年轻人普遍不太重视睡眠，如果一
周大于4天，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就属于

频繁熬夜了，可能让人‘变傻变丑’，最严
重的后果是免疫系统衰退，人体抗肿瘤能
力也会随之降低。”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分
会主任委员叶京英教授表示。

出乎意料的是，控烟成为 2019 年网
友最爱一吐为快的话题。我国烟民数量
巨大，控烟是重要的健康促进手段。中国
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
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其
中，男性中吸烟者占比为 50.5%。这与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控烟目
标——“2030 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下
降至 20%”仍有较大差距。即将过去的
2019年，关于成人是否有吸烟自由、抽烟
的危害等成为热议焦点。

今年的“十大最受关注健康热词”榜
上，“医生”位居第一，阅读量高达55.5亿，
紧随其后的分别为食物、癌症、患者、血

管、糖尿病、营养、肝脏、血糖、中医。
那么，带来海量阅读的内容创作者有

多少呢？今日头条内容生态总经理洪绯
表示，“今日头条上的健康类账号增长快
速，2019 年达 6.3 万个，分别是 2018 年、
2015 年的 1.3 倍、15.3 倍，累计生产了
394.9万条内容”。

为打造健康内容精品化，今日头条推
出了清风计划，目前已覆盖上万名创作
者，话题阅读量超63.9亿；通过全力打造
100位健康真相官，2019年，共有1.4万多
篇辟谣相关内容问世。

日前，今日头条还与科普中国新媒体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充分发挥中国科
协权威科普资源优势与今日头条智能推
荐引擎优势，裂变出1+1>2的健康传播效
果，为健康科普知识高质量传播保驾
护航。

大数据告诉你，民众对于健康关注度日益提升——

失眠重度患者逾六成为“90 后”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在日前举行的粤港澳三地港口岸电合作推进会
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广州
供电局、深圳供电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加大港口岸
电建设及发展协同推进力度。

港口岸电，就是把岸上电力提供到靠港船舶使用
的整体设备上，以替代船上自带的燃油辅机，满足船上
生产作业、生活设施等电气设备的用电需求，减少噪音
和环境污染。过去，船舶靠港期间主要利用燃油发电
满足船上的通讯、照明、生活等电力需求，这也成为城
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交通运输部长江航
务管理局的研究报告，目前，船用柴油机发电的燃油消
耗一般为220克至250克每千瓦时。而1立方米柴油
燃烧会产生 2616.6 公斤二氧化碳、8.57 公斤二氧化
氮、10公斤二氧化硫、1.8公斤烟尘。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天然良港，航运优势明显，区域
港口吞吐量位居世界各湾区之首。然而，船舶燃油发
电机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影响着港
口及所在城市空气质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要“绿色发展，保护生态”，作为港航领域
最具前景的节能减排新技术之一，港口岸电备受关注。

今年3月，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广东省全面
推进港口岸电建设和使用工作方案》，全面推动“绿色
港口”建设。截至今年10月，广东省已实现内河港口
岸电基本全覆盖。

在珠海高栏港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记者看
到，蓝天碧波间，电缆桥架沿着码头廊道铺设，两台岸
电接口箱并列。该项目是全国最大规模的散货煤炭港
口岸电项目，投运后，每年用电量约78万千瓦时，折合
减少标准煤312吨，减排二氧化碳777.66吨。当地工
作人员反映，以前这里噪音大、污染严重，正是港口岸
电擎起了碧水蓝天。目前，汕头广澳港、广州港等多个
港口码头也积极投入岸电的设施建设和推广使用。

粤港澳三地合作推进岸电建设——

港口岸电助力绿色港湾
本报记者 喻 剑

图为珠海高栏港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

图为港口岸电的船岸连接系统。
周志旺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