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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胶怎么吃更好？
市中医院研发的一款阿胶膏，医生们追着要

这两天，刘宏飞医生的电话有点
忙，不少医生朋友纷纷来电，询问人参
阿胶膏何时上市？

产品只出了个样品，几十份医生订单
已经纷至沓来，而且都是全额支付。眼见这
一幕，刘宏飞颇感欣慰：“大家对产品这么感
兴趣，说明我们的方向对了！”

刘宏飞是宁波市中医院治未
病中心主任，他说，很多宁波人秋
冬天喜欢吃阿胶，但经常听到有
人说起，吃阿胶似乎效果并不明
显。

前两年，他建议一位朋友熬
胶时加人参，一个多月后，朋友反
馈效果非常显著，冬天明显没有
以前怕冷了，疲劳感也有下降。
之后，刘宏飞将这个“秘诀”告诉
了不少病人或亲友，事后回访，都
有不错的效果。

刘宏飞说，阿胶补血属阴，性
滞腻，须有气的运化推动才能更
好吸收。单用阿胶会使消化不畅
反而呆滞一处，成为肥胖的累
赘。此外，中医认为，“气为血之
帅”，气能生血，气能行血，八珍汤
是补益气血名方，里面就有人参。

阿胶加人参
朋友吃出明显效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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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未病科室其中一个发展

方向是研发中医药预防保健产品，眼
前发生的一切，让刘宏飞想到，是不
是可以做一款人参阿胶膏？膏剂吸收
快，吃起来也方便。

得悉刘宏飞的想法后，《宁波晚
报》养生汇积极上门寻求合作，建议
医院出配方，养生汇负责生产。于是
乎，刘宏飞邀请了浙江省名中医周建

扬主任中医师拟方，又前后拜访了院
内10多位国家级、省级、市级名中医，
请他们审阅配方。

专家们对配方给予了一致好评，也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有的建议加茯
苓增加健脾功能，有的建议加陈皮理
气，也有的建议增加菊花用量，进一步
平衡配方。小小一份配方，十几味中药
材，凝聚了10多位名中医的集体智慧。

配方只是第一步，选料和炮制也
很重要。《宁波晚报》养生汇跟科室组
成了一个开发小团队考察多地，最终
选择了一家有二十多年膏方炮制经验
的浙江老字号。

当团队把配方交给厂家时，对方
吓了一跳：“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些料
光成本要多少？！”厂方透露，团队要求
的投料量是市场通行食品膏方的5
倍，这样的产品做出来，品质没话说，
但价格太贵，只适合小范围推荐，没有
市场价值。

产品开发团队却坚持己见，又提
出了一个要求，作为产品中的核心用
料，阿胶必须使用东阿阿胶公司的道
地产品，于是乎，一味阿胶的成本又增
加近三倍。

生产中，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要不

要加糖？加糖的好处是减少投料，节省
成本，口味讨喜。弊端是，要能让大家
尝到明显甜味，用糖量将超过任何单
味用料，势必稀释产品浓度。权衡利弊
后，团队还是冒险选择不加任何糖分，
而且也不用任何辅料，完全用药材收
膏，并将膏体高度浓缩到硬化前的临
界点，不掺杂一丁点“水份”。

样品出来后，《宁波晚报》养生汇
第一时间把人参阿胶膏送到医院，让
专家帮忙品鉴。药剂科的专家们认
为，膏方色泽乌黑油亮，膏体细腻，没
有明显颗粒感，工艺道地。

起先担心没加糖口味差，出人意
料的是，试吃的医生们普遍接受，好
几位女医生还追着要。几十位医生
更是直接付了全款，给自己和家人订
了一份。 周皓亮

10多位名医参与拟方，凝聚集体智慧

零糖零添加，被质疑没有市场价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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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鄞州区宠信小动物安防服

务中心负责人潘婷婷有些忙，每天接到
的咨询求助电话有二三十个。

11月13日上午，潘婷婷收到一条
求助信息。家住鄞州区百丈街道甬港
南路怡景花园小区的黄女士凌晨被集
中隔离，家里有两只猫无人照看。“猫粮
在粮桶里，猫砂在门口储物柜里，猫砂
盆在阳台，急需帮助！”

当天下午，潘婷婷与当地街道和社
区取得联系后，从小区保安处拿到了黄
女士家的钥匙。“面对陌生人，猫可能会
产生应激反应，我们一般采取上门投喂
的方式。两只猫目前都很健康，我给它
们准备了两周的食物和水，足够吃半个

月的。”潘婷婷一边给猫投喂，一边拍视
频给黄女士看。看到镜头里的猫咪，黄
女士放心了。

因为主人被集中隔离，家里的宠物
无人照看。这两天，这样的动物救助不
在少数。另外两户怡景花园小区居民，
一户家中养了兔子，一户家中养了仓鼠。
因为集中隔离比较仓促，她们来不及将宠
物送到朋友家里，只能向社区求助。

“两户居民把兔子和仓鼠放在门口，
这给我们省了很多麻烦，不用找物业开
门。我们暂时把小宠物带回来养几天，
等主人结束隔离，就可以领走了！”潘婷
婷说，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采取上门投
喂的方式，尽量不把宠物带走。

主人被隔离
“留守”宠物
怎么办？
宁波有个公益组织
三年来，救助了
500多只涉疫动物

如果主人集中隔离，家里“留守”
的宠物该怎么办？专业人士提供了
几点建议：

一、食物
1.将所有宠粮和水，分散放置于

客厅四周（准备14天以上）。
2.宠粮不足的，同时把家里所有

食物，如大米、面粉、面条、蔬菜、粉条
及各类熟食（馒头掰开，防止霉变）
等，放置于角落阴凉处摊开。

二、水源
1.家里所有容器装满水（勿用深

桶装水、小型宠物容易溺水），务必分
散放置，集中摆放容易踩翻。

2.卫生间的门和马桶盖不要关，
水龙头打开细流，确保宠物不断水；
马桶有洁厕灵的，一定记得取出来。

三、情绪安抚
1.家里有摄像头的，主人可以经

常跟宠物讲话，宠物听到主人的声音
会很开心。

2. 不要过多限制宠物的活动空
间，让它们自由进出主人的房间，感
受主人的气味可以抚慰其焦虑情绪。

四、场所
1. 关闭厨房门、高层关窗，打开

卫生间门和其他房门。
2.关闭所有电源和燃气开关。
3.将家具推至客厅中间，空出客

厅四角及角落。
4. 离开前，最好留下备用钥匙，

放置在隐蔽处，或做好标记交给物
业，方便后续志愿者上门提供援助。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李睿清
通讯员 倪馨怡

“我们来集中隔离点
了，家里的猫怎么办？”

“家里的狗估计两天
没吃东西了，求好心人上
门投喂！”

“我家里的小仓鼠，
能不能送去你们那里寄
养？”

……
这轮疫情突然来袭，

有些居民被隔离了，“留
守”家中的宠物该怎么
办？在宁波，有这样一个
特别的公益组织，他们关
注的就是疫情下的小动
物。

2017年，潘婷婷和小伙伴组建了
鄞州区宠信小动物安防服务中心，志愿
者从最初的2个人壮大到现在的1800
多人，遍布鄞州、海曙、江北、镇海和北
仑等地，每处都有一支志愿者队伍，免
费提供救助服务。疫情发生三年来，她
和小伙伴们用爱心接力的方式，救助需
要帮助的涉疫“留守”动物。

潘婷婷印象最深的是2020年。疫
情突如其来，很多人返乡过年，却因为
疫情迟迟没能如期回到宁波，“留守”在
家的宠物急需救助。

“短短几天时间，我们接到了400
多个求助电话，我记得有几天我们几乎
24小时都没有睡，一直在接收信息、发
布信息。对我们来说，晚几分钟，可能
就会耽误一个小动物的救助，我们宁可

自己少睡一些。”潘婷婷说，他们组建了
许多志愿者团队，每收到宠物主人的求
助信息，就第一时间在群里发布，志愿
者采取就近原则“接单”，上门提供帮
助。“我们上门施救的时候，会全程录
像，或者与求助人视频连线，好让对方
安心。”

但上门救助并不简单，短的，跑一
趟要几分钟；长的，要照顾好几天。如
果需要救助的动物位于管控区域，还需
要多部门协调，开辟“绿色通道”。如果
主人没有在物业留下备用钥匙，光开门
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潘婷婷记得，
2020年，有600多名志愿者参与了这项
救助工作，涉及金鱼、鹦鹉、乌龟、猫狗
等200多只小动物。三年来，他们已经
累计救助涉疫动物500余只。

三年救助涉疫动物500多只

一天接到二三十个求助电话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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