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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吞咽
)

适老功能食品的应用探讨

罗椅民

KK随着老龄化社会加剧#老年吞咽功能障碍患者数量也随之

激增#而由吞咽功能障碍所导致的营养不良将严重影响着老年

人身体健康甚至威胁其生命$ 适老功能食品可显著改善吞咽

功能障碍老年人营养健康状况
%,&

$ 本文通过回顾吞咽功能障

碍的成因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结合我国适老功能食品

极度匮乏的现状#提出了建立健全适老功能食品服务体系的若

干想法$

适老功能食品的概念

国际生命科学研究院欧洲分部中一个项目小组将功能食

品定义为!一种食品如可令人信服地证明对身体某种或多种机

能有益处#具有足够的营养效果并能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或减

少患病#即为功能食品$ 因此#适老功能食品即专门为老年吞

咽功能障碍患者研究生产的食品$

吞咽功能障碍的发病因素

吞咽包括一系列高度复杂"相互协调的肌肉运动#延髓内

的吞咽中心负责管理和协调吞咽运动的全过程$ 吞咽困难是

指食物进入口腔至贲门过程中受阻所产生的咽部或食管部位

梗阻$ 由于病理"心理等因素所造成老年人不愿或不能吞咽食

物和吞咽动作反应迟缓#以及只能吞咽细小流质食物#均属于

老年人吞咽困难$ 吞咽困难的发病因素主要包括以下 O

类
%(AH&

$

,:生理原因!

!

消化液分泌量减少#随着年龄增长#消化腺

的分泌量逐渐减少#尤其唾液分泌减少#影响食物分解*

"

牙齿

脱落#不能充分嚼碎大块食物*

#

吞咽动作障碍*吞咽无力#咽

下困难*

$

食管肌肉蠕动减慢#食管排空时间延缓*

*

反射迟

钝#吞咽反射"收缩"蠕动不同步$

(:病理原因!

!

脑血管病变导致球麻痹极易引起吞咽功能

障碍*

"

返流性食管炎#胃酸返流刺激致局部水肿"灼痛#影响

吞咽*

#

食管裂孔疾病#造成食物通过困难#压迫气道*

$

舌后

坠"咽喉水肿和炎症等临床疾病*

*

食管狭窄或肿瘤压迫*

+

口

腔出血#血块阻塞呼吸道$

F:心理因素!

!

精神过度紧张#抑制进食*

"

抑郁症导致思

维"精神异常#拒绝进食或吞咽*

#

情绪激动"躁动或过于悲伤$

O:其它因素!

!

进食速度过快#不咀嚼"大口吞咽*

"

进食

姿势不正确#如长期卧床导致进食困难$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突出特点

截至 (D,O 年底#我国老年人口' jGD 岁(已达(:,(亿#占总

人口的 ,E:Ef#其中 jGE 岁老年人口达,:FJ亿#占总人口的

,D:,f$ 预期到 (DED 年#我国每 F 人中就有 , 位 GD 岁以上的

老人$ 我国老龄化具有以下 H 个显著特征
%JAI&

$

,:绝对数量大!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全国人

口总数超过 ,F 亿#不仅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 ( 亿的国家#

而且也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国家#约占亚洲老年人总数

的 ,b(#占全球老年人总数的 ,bE$

(:增长速度快!,IJ( 年至 (DDD 年#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

型的一个重要时期#不到二十年即从成人型人口过渡到老年型

人口$ 其中 ,III 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b,D#当前为

,bH#(DFD 年预计将为 ,bO$ 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

家老龄化水平从 ,Df提高到 FDf#经历了 ,DD 年甚至更长时

间#而我国预计仅需 O, 年时间$ 我国人口老龄化平均增长率

超过同期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多#随着 (DOD 年至 (DED 年我

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届时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率比现

在还要快很多$

F:高龄化趋势明显!我国高龄老年人 ' jJD 岁(年平均增

长速度快于 jGE 岁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且我国高龄老年人年

平均增长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从

(D,D 年至 (DOI 年#我国 JD 岁以上高龄老人将由 (DDD 多万增

加到 , 亿人#年均增长人数为 (,D 万$ 到本世纪中叶#高龄老

年人总数将占世界 ,bO#相当于发达国家高龄老年人口的总和$

O:结构逐渐老化!未来 FE 年#我国 (D hOO 岁年轻劳动力

将比目前减少 ,:G 亿#随着劳动力数量减少#长期以来伴随我

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劳动力优势将逐步消失$

E:城乡差别大!城乡老龄化倒置#乡村人口老龄化比城市

更为严重$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到城市中寻求就业机会#一批

优秀的青年人到城市学习#减缓了城市的老龄化#使得农村老

年人口比例相对增加$ 目前#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 ,:(O

个百分点#预计到 (D(J 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将突破 FDf#高

于城市 ,, 个百分点#而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

(DOD 年$

G:未富先老"未备先老!西方发达国家基本是在人均 S;M

达到 , 万美元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各方面社会保障制度比较

完善#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比较缓慢#所经历时间长达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可很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 而我国在 ,III 年经济

发展水平尚不高时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人均 S;M仅 JOD 美

元#导致了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

H:社会保障水平低!我国尚未建立国家养老保障体系#没

有养老的法律法规"没有体系化的保险制度$ 养老机构建设滞

后#专业人才缺口巨大#没有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

我国老年吞咽困难患者现状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加剧#目前我国部分失能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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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失能老年人约 FHDD 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If#其中约 EDf

的失能老人存在吞咽功能障碍$ 随着脑卒中"帕金森病及老年

混合性痴呆患病率的不断上升#吞咽功能障碍也随之增加#有

调查报告#约 EDf的老年人存在进食困难$ 吞咽障碍的特点是

饮水呛咳"吞咽困难#常因误吸导致肺部感染#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命质量
%,DA,,&

$

据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的-老年疾病医学营养研讨

会.报告显示#老年人患病种类越多#营养不良的发病率越高#

营养状况越差#生活自理能力也越差
%,(&

#即营养不良与疾病发

生率呈正比#形成恶性循环$ 有资料表明在有独立生活能力的

社区老年人中#营养不良发病率为 Ef h,Df*国外研究表明#

在住院病人中#营养不良的发病率为 ,,f hOOf#而住院老人

的发病率则更高达 (If hG,f

%,F&

$ 有研究显示营养不良可以

延长老年人的住院时间"增加死亡率
%,O&

$

口腔机能衰退可直接导致营养供给障碍#致使其他身体脏

器发生病变$ 长期卧床"肿瘤术后"患有脑卒中或阿尔兹海默

病的高龄老年人都易发生吞咽功能障碍#而进食障碍可导致他

们营养不良"脱水"吸入性肺炎等并发症#并伴随着高死亡率$

有研究表明住院老年病人的营养不良现患率为 (D:If#营养不

良可使机体免疫功能进一步降低#感染机会增加#生活质量降

低等$ 因此#坚持口腔进食#发挥牙齿咀嚼功能#对维持其生命

至关重要$ 显然#研发适老功能食品显得十分重要而急

迫
%,OA,G&

$

适老功能食品在我国食品市场的情况

我国食品制造企业达到 EDDD 多家#市场针对失能老人方

便的营养食品只有麦片"核桃粉"芝麻糊等粉糊状食品#与市场

上琳琅满目的各类人群食品相比种类极少$ 这些粉糊状的老

年食品#不能满足失能老年人的个体化需求#所提供的营养十

分有限$ 同时这些食品不同程度地存在高脂肪"高盐"高糖等

缺陷#并普遍含有麦芽糖和反式脂肪酸等添加剂#不适合老年

人食用$ 适老功能食品在我国食品市场存在以下三大缺陷$

,:老年食品品种单一!绝大多数超市和商店里#老年食品

大多都是些核桃粉"豆奶粉等冲调"稠糊类的食品$ 这些食品

虽均按照儿童"青少年"中老年进行年龄层次区分#但实际上真

正适合老年人口味和营养食品类别并不多$

(:老年食品包装不适合老年人!很多适合老年人饮用的牛

奶"酸奶"罐头等食品包装繁琐#不具有适老开封$ 老年人由于

身体的弱化促使他们希望食用更为便利即可饮食的食品$ 目

前#市场上的老年食品难以满足老年消费者便利性需求$

F:老年人专用餐厅和专用食品缺乏!我国现有各类有餐厅

( 万多家#但老年餐厅比较少见#而养老院中老年餐厅的营养搭

配也并不完全不合理$ 随着空巢家庭的出现#老年人行动不

便#渴望出现真正的老年餐饮服务#即方便"符合自己口味和身

体状况#且能营养搭配合理$ 我国现行的饮食行业中#面向大

众市场#易消化"能滋补"有疗效的特色食物较少#老年餐饮业

在全国尚属空白$ 目前#根据老年人特点而生产的真正适合老

年人食用的专用食品远远达不到老年消费需求$

综上可见#针对老年人的适老功能食品在我国食品市场上

几近空白$

我国适老功能食品的发展建议

在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老年

便利性营养食品研究与开发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在美国#今

后 ,D 年重点开发的 (D 种食品中#有 ,F 种与老年食品有关
%,H&

$

目前美国市场上#针对老人的护心食品"壮骨食品和肠道保健

类食品备受欢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于这些食品的监管也

非常严格$ 此外#针对老人味觉功能衰退的特点#国外许多食

品生产和加工企业在开发老年食品时加入肉桂"胡椒"薄荷等

天然香料#而不是靠多加糖和盐来提高口感
%,HA,J&

$

预计 (, 世纪中叶#我国吞咽功能障碍老年人将接近 EDDD

万$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老龄化和高龄化系数相同的条件

下#我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明显偏低$ -民以食为天#老以

食为命.#关注老年人生命质量#应建立健全的适老功能食品市

场#并成为国家今后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 具体建议如下!

!

建立适老功能食品保险制度#以医生诊断吞咽功能障碍为准#

现阶段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可以按年龄给予优惠#如 ,DD

岁"IE 岁"ID 岁"JE 岁"JD 岁按比例给予补贴*

"

制定 -适老功

能食品.标准体系#根据标准满足各类老年吞咽功能障碍患者

的需求*

#

发展-适老功能食品.科研机构与专业生产机构#研

发系列化吞咽食品生产加工机械#采用总部基地集约化食品原

材料总加工为成品原料#采用裸包装直接食用'减去包装环节

可降低 GDf的成本(#全程保鲜运输#并通过全程智能控制#按

预定食谱配料#终端为居家或养老机构#无需专门的营养师*

$

建立适老功能食品服务体系#包括建立绿色副食蔬菜基地和运

输专用通道*

*

建立适老功能食品服务网络#开展适老功能食

品研究#培养专业化人才$

参"考"文"献

%,& 李敏#王峥#韩维嘉#等:糊状饮食对中度吞咽障碍老年患者营养

状态及吞咽功能的影响%C&:护理学报#(D,O#(,'I( !OHAE,:

%(& 柏慧华#姚秋近#祝晓娟#等:脑出血患者术后早期吞咽障碍筛查

及康复护理%C&:中华护理杂志#(D,F#OJ'O( !(IIAFD,:

%F& 夏文广: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评价及康复治疗%;&:武汉!华中科

技大学# (D,,:

%O& 窦祖林# 兰月# 万桂芳:神经性吞咽障碍的康复治疗及其进展

%C&: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DDG#(J',,( !HJJAHI,:

%E& 孟艳秋#吕晓丽#倪静:高龄吞咽障碍患者不同体位留置胃管的应

用探讨%C&:西南军医# (D,E# ,H'E( !EEOAEEE:

%G& 赵名娟#张金涛:脑血管疾病吞咽障碍研究进展%C&:中国康复理

论与实践# (DDI#,E'(( !,OFA,OE:

%H& !"'@8%<10 \Y#Y$".4<.#8 Y2#+1<.Y:口咽癌患者调强放化疗后

选择性颈淋巴清扫术对长期吞咽障碍的影响%C&:(D,E#E!(DJ:

%J& 郭晖艳#韩俊江: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应对措施%C&:养老保

险#(D,(#(!FOAFG:

%I& 马春文: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吉林!吉林

大学#(D,O:

%,D& 齐明:针炙治疗 ,(J 例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研究%;&: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D,F:

%,,& 支淑华:早期吞咽功能康复训练对改善脑卒中后吞咽 障碍的效

果观察%C&:临床护理杂志#(DDI#J'O( !(HA(I:

%,(& 王拥军#赵性泉#王少石: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和营养管理的中国

)DEI)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D,E 年 ,( 月第 FH 卷第 ,( 期KL8/0 CM85<-%B 2%8.$/4# ;%@%#$%&(D,E# N14:FH# 61:,(



专家共识%C&:中国卒中杂志# (D,F# J',(( !IHFAIJF:

%,F& 闫国良#李越华#杨兴才# 等:老年营养不良的评估与治疗进展

%C&: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D,D#(O!,HA(D:

%,O& 失俊平#牛文玉:老年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与对策分析%C&:钦州

学院学报#(D,O# (I 'E( ! HFAHG:

%,E& 吴媛#陈树娣#梁腊梅:早期带管摄食管理对老年吞咽障碍患者拔

管成功率及并发症的影响 %C&:中国当代医药#(D,E#(( ' (H ( !

,JDA,JE:

%,G& 陈建设#吕治宏:老年饮食障碍与老年食品!食品工业的挑战与机

遇%C&:食品科学#(D,E# FG'(,( !F,DAF,E:

%,H& 吴佳#青木#孙秀萍:中国缺少真正的老年食品%C&:晚晴#(D,D#J!

,(A,F:

%,J& 罗椅民: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师实务培训 %-&:北京!北京大学医

学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D,O:

'修回日期!(D,EA,,A(D(

'本文编辑!阮仕衡(

)外刊撷英)

T,.(/, (+2+/.)&,+,))%&,)),(%3&-)*')%&7(%/00&.)&-1*-

H7>?I=9JKL7KL9HMN>$OPN [0 "̀&5'1'8%>.<@/.@&"&/<.''8%.''.@8#%0''1'8%Y@8/44%</<01'1>'%0 @10</B%&%B '1$%.@."<%

1>.@8/441B50/.:X8/<=.=%&B%<@&/$%<.@.<%<%&/%<1>.'84%'%<V/'8 =./0 /0 '8%Y@8/44%<&%9/10 .0B '%.&<1>'8%>.<@/.@&"&/<:

<N$Q9LRX8/<&%'&1<=%@'/Z%&%Z/%VB%<@&/$%<.<%&/%<1>0/0%=.'/%0'<=&%<%0'/09V/'8 =./0 /0 '8%Y@8/44%<# .44<%%0 /0 .</094%<=1&'<

/0 "̀&5@4/0/@$%'V%%0 (DDJ .0B (D,(:Y44<"$ %̀@'<V%&%/B%0'/>/%B $5"4'&.<1"0B .<8.Z/09'%.&</0 '8%>.<@/.@&"&/<.''8%.''.@8#%0''1'8%YA

@8/44%<'%0B10:

=NRJS$RX8%=.'/%0'<=&%<%0'%B .'.#%.0 1>O:E V%%?<.>'%&<5#='1#10<%':X8%=.'/%0'<'5=/@.445&%=1&'%B .<%0<.'/10 1>@.4>'/98'A

0%<<1Z%&'8%=&%@%B/09B.5<1&V%%?<# .0B '8%0 .&.=/B 10<%'1>=./0 /0 '8%Y@8/44%<&%9/10 B"&/09.@'/Z/'5:X8%=./0 .0B '%0B%&0%<<V%&%41A

@.4/]%B 1Z%&'8%#%B/.41&4.'%&.4$1&B%&1>'8%Y@8/44%<.0B V%&%.<<1@/.'%B V/'8 <V%44/09:L4/0/@.445# #/4B <V%44/09V.<<%%0 1Z%&'8%#/BA

"==%&=1&'/10 1>'8%Y@8/44%<'%0B10# V8/@8 V.<'%0B%&'1'8%'1"@8:;/.901<'/@"4'&.<1"0B /B%0'/>/%B >/0B/09<@1#=.'/$4%V/'8 .'%.&1>'8%

>.<@/.@&"&/<.''8%.''.@8#%0''1Y@8/44%<'%0B10:X&%.'#%0'/0Z14Z%B .@1#$/0.'/10 1>@10<%&Z.'/Z%#%.<"&%<# &%<"4'/09/0 .&%'"&0 '1>"44.@A

'/Z/'/%<.'.0 .Z%&.9%1>E:( V%%?<:

>9K>SJRO9K X8/<@.<%<%&/%<B%<@&/$%<=.'/%0'<V/'8 .'%.&'1'8%>.<@/.@&"&/<.'/'<.''.@8#%0''1'8%Y@8/44%<'%0B10# '81"98''1$%

&%4.'%B '1'8%=.'/%0'<mY@8/441B50/.:

+摘自!W%$$1&0 6# -1&&/<<%5;# +.&Z.0.0'8.0 \# %'.4:Y@"'%'%.&1>'8%>.<@/.@&"&/<.''8%.''.@8#%0''1'8%.@8/44%<'%0B10! .0%V

B/.901</<:7&C+=1&'-%B# (D,E# OI',,(!,FIJA,ODF:,

Q*+3*-&+&E0,(&3&-))%&+,E@ ,-1,+)%+*E0,.)@ .2+;/;,0

H7>?I=9JKL7KL9HMN>$OPN Y<'8%&%/<01?01V0 @"&%>1&1<'%1.&'8&/'/<'_Y(# '1'.4̀1/0'.&'8&1=4.<'5&%#./0<'8%#1<'%>A

>%@'/Z%'&%.'#%0'>1&<%Z%&%?0%%.0B 8/= _Y:X8%#./0 @."<%<>1&>./4"&%/0 '8%>/&<'5%.&.>'%&<"&9%&5.&%1<'%145</<.0B .<%='/@411<%0/09#

.@@1"0'/09>1&HEf .0B ODf 1>&%Z/</10 <"&9%&/%<.>'%&'1'.48/= .&'8&1=4.<'5.0B '1'.4?0%%.&'8&1=4.<'5# &%<=%@'/Z%45:Y<81&#10%&%=4.@%A

#%0''8%&.=5'!2X( 8.<.0'/A&%<1&='/Z%%>>%@'<# '8/<<'"B5&%Z/%V%B '8%%>>%@'<1>'8/<'&%.'#%0'10 /#=4.0'<"&Z/Z.4>1441V/09?0%%1&8/= .&A

'8&1=4.<'5

<N$Q9LRX8/<=1="4.'/10 $.<%B# &%'&1<=%@'/Z%@181&'<'"B5/0@4"B%B =.'/%0'<V/'8 B.'.&%@1&B%B /0 '8%S%0%&.4M&.@'/@%2%<%.&@8

;.'.$.<%1>'8%)0/'%B \/09B1## V81V%&%<%%0 $%'V%%0 ,IJG .0B (DDG >1&'1'.48/= .&'8&1=4.<'51&'1'.4?0%%.&'8&1=4.<'5:W1#%0 V/'8 .'

4%.<'</U#10'8<1>!2XV%&%/B%0'/>/%B .<"<%&<:Y'1'.41>(#HDD !2X"<%&<V%&%@1#=.&%B V/'8 J#,DD 010"<%&<# V/'8 B.'.>1441V%B >1&.

#%B/.0 1>F:F 5%.&<.>'%&<"&9%&5'1.<<%<<'8%<"&Z/Z.41>'8%/#=4.0'<:

=NRJS$RX8%1Z%&.44@"#"4.'/Z%&%Z/</10 &.'%<.''8&%%5%.&<V%&%D:IHf >1&'1'.48/= .&'8&1=4.<'5.0B D:HGf >1&'1'.4?0%%.&'8&1A

=4.<'5:!2X"<%>1&4%.<'</U#10'8<V.<.<<1@/.'%B V/'8 .&%B"@'/10 /0 &/<? 1>>./4"&%# V/'8 .@1&&%<=10B/098.].&B &.'/11>D:G( '!d

D:D(F(:X8%"<%1>!2X>1&.5%.&1&#1&%V.<&%4.'%B '1.>"&'8%&&%B"@'/10 /0 >./4"&%&/<?# V/'8 .8.].&B &.'/11>D:OJ '!dD:DDF(:

>9K>SJRO9K X8/<<'"B51>=.'/%0'<"0B%&91/09'1'.48/= 1&'1'.4?0%%.&'8&1=4.<'5>1&1<'%1.&'8&/'/<1>'8%̀1/0'>1"0B '8.'81&#10%&%A

=4.@%#%0''8%&.=5>1&.'4%.<'</U#10'8<V.<&%4.'%B '1.</90/>/@.0'/0@&%.<%/0 /#=4.0'<"&Z/Z.4:

+摘自!M&/%'1AY48.#$&.;# C.Z./B -\# C"B9%Y# %'.4:!1&#10%&%=4.@%#%0''8%&.=5.0B #/BA'%&#/#=4.0'<"&Z/Z.4>1441V/09?0%%1&

8/= .&'8&1=4.<'5>1&1<'%1.&'8&/'/<! .=1="4.'/10 $.<%B @181&'<'"B5:Y00.4<1>28%"#.'/@;/<# (D,E# HO'F(!EEHAEGF:,

),EI)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D,E 年 ,( 月第 FH 卷第 ,( 期KL8/0 CM85<-%B 2%8.$/4# ;%@%#$%&(D,E# N14:FH# 61:,(


	949.pdf
	950.pdf
	95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