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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体重管理
门诊”正式开诊。开诊现场，大量家长慕名而来，
为家中“小胖墩”寻求专业减重建议。

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岁至
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19%。肥胖给
孩子们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如何掌握儿童减重

“科学密码”？记者走访多地儿童医院。

肥胖导致的慢性病向儿童青少
年蔓延危害大

北京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黄鸿眉为
近期接诊的14岁患儿小明感到着急：“他身高
170cm，体重89kg，因高血压在心脏内科住院治
疗，还伴有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和糖耐量受损。”

黄鸿眉介绍，由于小明血压偏高，家长担心运
动风险，并不鼓励其参加运动。门诊中类似情况不
少，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体重超标，反而觉得孩子
胖些可爱，直到出现肥胖并发症才开始重视。

“儿童肥胖容易诱发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
等疾病，这些慢性病向少年儿童蔓延会带来极大
健康危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院长
傅君芬表示，肥胖还会影响儿童的运动能力及骨
骼发育，对行为、认知及智力产生不良影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
医师裴舟指出，儿童超重和肥胖的诊断标准和成人
有差别。成人主要依靠体重指数（BMI）来判断，但
儿童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诊断标准不一致。

调查研究发现，儿童期肥胖的产生主要是脂
肪细胞数量增多，而成人期主要是脂肪细胞体积
增大。6至 7岁肥胖儿童成年后肥胖率约为
50%，10至19岁肥胖青少年中，超70%会发展
为成年肥胖，并增加相关疾病风险。

“必须将肥胖扼杀在萌芽阶段。”裴舟呼吁。

掌握这些“科学密码”，帮助儿
童科学减重

国家疾控局发布《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技术
指南》、四部门联合制定《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公共

卫生综合防控技术导则》……这些国家级儿童青
少年体重管理文件中，不约而同提及“营养”“科
学减重”等关键词。

专家指出，“吃、动、减”是儿童减重的“科学
密码”。

“我为家长们推荐一个‘黄金餐盘法则’，即
1/2非淀粉类蔬菜、1/4优质蛋白（鱼/豆/瘦肉）、
1/4全谷物。”黄鸿眉强调，智慧饮食不是让儿童
青少年节食，而是重塑饮食结构。建议每日精制
糖摄入少于25克，减少加工食品及反式脂肪摄
入，每口咀嚼20次、单餐用时超20分钟。

在运动方面，建议每周运动5天，每天60分
钟，强度组合推荐“30分钟有氧+20分钟抗阻+
10分钟柔韧”。运动方式上，可选择孩子感兴趣

且能坚持的运动，如舞蹈、球类、障碍跑等。
黄鸿眉说，减重需遵循渐进原则，家长应建

立“营养—运动—监测”管理闭环，避免采取极端
节食等损害健康的减重方式，用科学方法帮助孩
子构建受益终生的健康生活方式。

何种情况可能需要寻求专业医疗帮助？裴
舟表示，家长们要正视肥胖问题，避免拖延到出
现严重并发症才来院就诊。需就诊的情况包括
孩子BMI达到肥胖或超重标准；出现颈部、腋下
等部位黑棘皮，腹部皮肤紫纹；出现多饮多尿、睡
眠打鼾等症状。

专家指出，不能将体重管理门诊当做“减肥
速成班”，体重控制是漫长过程，需长期坚持，生
活方式干预是减重核心，需要严格自律，其他医

疗手段都是辅助。

突破这些“瓶颈”“堵点”，有效
防控“小胖墩”

“在临床上常遇到，部分家长误将‘多吃’等
同于‘营养好’，忽视高糖零食、久坐行为对健康
的长期影响。”傅君芬表示，提升家庭健康素养、
推广科学喂养理念成当务之急。

也有家长在网上表达，部分减重措施落实起
来“有心无力”。比如课业压力导致家中学龄儿童
日均运动量不足1小时，睡眠不达标；电子屏幕使
用时间超2小时，久坐与过量碳酸饮料摄入等。

对此，北京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专家团队建

议，构建家庭、校园、医疗三方防护网，打破“致胖
闭环”。家庭端推行“健康加油站”，开展亲子烹
饪实践；校园端实施“五色营养餐盘”，创新课间
运动模式；医疗端建立多学科联合门诊，开展人
体成分分析、代谢指标监测。

裴舟表示，与部分欧美国家已批准多款儿童
减肥药相比，我国尚未有药物获批。临床治疗依
赖基础性干预，对中重度肥胖患儿缺乏有效医疗
支持，本土化药物研发及治疗指南更新亟待加速。

专家呼吁，儿童肥胖防控需从“治病”转向
“治未病”，构建家校医协同治理体系是打破儿童
“胖循环”的核心路径。让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
重塑健康轨迹，为下一代筑牢健康体重的防
线。 （据新华社）

儿童肥胖危害多 专家为“小胖墩”减重支招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龚雯 黄筱

AI 热潮中，
哪类人才最紧缺？

●新华社记者 姜琳 黄浩苑

2025年春招中，人工智能领域招聘需求大幅增长，算法、
机器学习等方面的人才成为企业高薪争抢的“香饽饽”，人工智
能讲师岗位招聘量也在激增。

随着AI技术加快应用，未来还会缺哪些方面的人才？如
何捕捉到其中的就业新机遇？

企业高薪招聘AI人才

近期，“百万英才汇南粤”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
办，现场人头攒动。5万多个招聘岗位中，电子信息、先进制造
行业招聘数量排名前列，特别是人工智能相关岗位需求旺盛。

“新华视点”记者看到，比亚迪、小马智行、优必选等一批企
业高薪招聘自动驾驶算法工程师、AI引擎研发工程师等岗位，
吸引了诸多求职者投递简历。一些在读研究生专程前来寻找
AI方向的实习机会。

从事脑机接口产品研发生产的广东神舞科技有限公司，正
在招募高级嵌入式工程师、神经科学家、算法工程师等。“招聘
人数没有上限，待遇从优，比如算法工程师，可提供两室一厅免
费住房外加40万至70万元年薪。”公司创始人郑辉说。

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刘思蕾专程从德国回来参加招聘会，她
的专业方向是机器人、认知与智能。她说，国内正在大力发展
人工智能，机会多，能让自己快速成长。

不久前杭州举办的春季首场大规模线下人才招聘会上，
830家企业推出2.1万个岗位，其中半数聚焦AI算法、大模型
开发。宇树科技推出了AI算法工程师、深度强化学习算法、机
器人运动控制算法等10个岗位，月薪最高达7万元。

“DeepSeek的爆发加速了AI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渗透。
由于AI人才市场需求加剧，企业纷纷提高了招聘薪资水平。”
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说。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月份，算法工程师、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岗位招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46.8%、40.1%、5.1%；平均招
聘月薪均突破2万元，分别为23510元、21534元、24015元。
作为训练AI模型的基础工作，数据标注岗位招聘需求同比增
长超50%。

此外，市场对AI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的需求也在急剧提
升。据智联招聘数据，今年春节后一个月，人工智能讲师招聘
职位数同比增长112.4%，平均招聘月薪为15792元。

市场急缺哪方面AI人才？

高薪之下，越来越多求职者希望投身人工智能行业。智
联招聘数据显示，2月份，AI领域求职人数同比增幅达200%
以上。

当前企业最青睐哪类AI人才？
猎聘近日发布的《2025AI技术人才供需洞察报告》显示，

去年2月至今年1月间，在猎聘平台上招聘的AI职位中，约
47%要求硕博学历。

由于人工智能自2019年才被正式纳入本科专业目录，目
前AI领域多数从业者来自其他相关专业。从猎聘数据看，人
数最多的前四个专业分别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
子信息以及机械工程。

“企业主要看是否具备相关专业能力。”猎聘大数据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涉及复杂的数学、统
计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知识；深度学习则涉及复杂的神经

网络模型和算法优化，从业者在掌握线性代数、概率论、统计学
等知识的同时，还需具备编程技能。

多家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AI人才持续保持供不应求
的态势。未来随着AI技术加快应用，还会缺哪些方面的人才？

除了当前市场紧缺的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工程师、机器学
习工程师等，从全产业链看，AI领域在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
都存在人才缺口，比如高性能计算工程师、芯片架构师等，也是
企业竞相争夺的对象。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亮表示，由于人工智能
涉及多领域，所需人才也覆盖多种类型——既有致力于前沿算
法与核心理论创新的基础研究型人才，也有将理论与算法模型
开发相结合、形成可落地产品的技术开发型人才，还包括既懂
人工智能技术又懂所在行业业务的应用复合型人才。此外，
AI训练师、数据标注工程师、AI伦理与安全专家等数据治理
和支撑人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目前最急需的还是基础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复合型人才，
一方面解决高端AI芯片国产化率不足和算法原创性不足问
题，另一方面推动AI加速赋能各领域各行业。”王亮认为。

据麦肯锡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对AI专业人才的需
求预计将达600万人，而人才缺口可能高达400万人。

如何捕捉AI发展中的就业机遇？

面对AI带来的岗位替代和新的岗位需求，普通人如何适
应产业变化，提高就业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教育，无疑是其中关键一环。新一轮科技浪潮下，中国高
校也迎来史上最大规模专业调整。短短几年间，已有超500所
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或成立专门学院，考生的报考热度持续
升高。2025年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扩招计划里均
包含人工智能专业。

“人才数量提升的同时，优化培养结构、提升质量显得更为
关键。”王亮认为，未来不同层次和领域的AI人才需求会更加
细分，高校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上应更加注重人才的差异化
培养。

2024年，南开大学全面启动“人工智能赋能人才培养行动
计划”，打造了130余门人工智能系列课程群。

“人工智能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这就要求高校超前
布局、主动调整，在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中，
形成学科集群，为推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提供坚实基础。”南开
大学校长陈雨露说。

为培养更多实用型、复合型和紧缺型人工智能应用人才，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面向企事业单位和行业
协会征集一批“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

“行业从业者也需要保持持续学习的习惯。”王亮表示，从人
工智能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反馈来看，职业发展过程中，除了技术
能力外，设计思维、跨学科协作、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样至关
重要。

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看来，AI技能应成为未来公民
必备能力，需加强AI新职业的规划与管理及相关技能培训，尤
其要为低收入和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培训机会。

“年轻人无论从事哪个专业，都可以每周花点时间，关注全
球AI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发展，这是未来最大的机会源泉。”宇
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说。

（据新华社）

在北京儿童医院“体重管理门诊”，医
生为前来就诊的儿童做人体成分分析。

（北京儿童医院供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院长傅君芬在该院内分泌科为儿童看诊。
（受访者供图）

告别“小胖墩”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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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低卡、无糖、营养、瘦身”，近来一些网红食品打着
健康卖点，迎合消费者心理，吸引了不少人跟风购买。但记
者调查发现，一些网红食品虚标成分、配料表玩文字游戏，甚
至非法添加药物成分实现所谓“减肥瘦身”等功效。消费者
需擦亮眼睛，识别这些营销噱头和文字游戏，保护自身权益。

真营养还是造噱头？

进入春天，不少爱美人士追求减肥瘦
身，而有些食品就宣称是低脂肪，吃了也不
用担心长胖，那么一些宣传低脂低卡的网
红食品，是否真的有效呢？

最近，一种名为“干噎酸奶”的奶制品风
靡网络，号称有较高营养价值，且低热量。经
第三方实验室检测6款销量较高的“干噎酸
奶”，结果显示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低热
量。其中一款产品标注热量407kj/100g，
实测 778kj/100g；另一款产品标注脂肪
1.4g/100g，实测12.8g/100g。检测结果远
超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允许的误差范围，涉
嫌营养成分表虚标，此外也不符合低能量低
脂肪的标准。

记者了解到，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低能量要求为
能量≤170kj/100g 固体或≤80kj/100ml
液体；低脂肪要求为脂肪含量≤3g/100g
固体或≤1.5g/100ml液体。

某品牌一款名为“乳清蛋白面包棒”的
面包，声称“和牛奶一样营养，比苹果还低
的热量”。仔细查看配料表，实际添加的乳
清蛋白含量只有0.4%。

某品牌一款“松茸酱油”的调味料，整
个产品的标签和营销话术都在突出“松茸”
加酿造酱油，让消费者觉得松茸才是主角，
酱油是点缀。然而细看配料表，松茸的排
位非常靠后，实际添加量很少。

连酵母都“卷”起来了。某品牌一款藜
麦吐司面包外包装上描述“使用鲜酵母，活
性高、风味足”。记者走访超市发现，不少
品牌的面包外包装上都突出标明使用鲜酵
母，售价也随之提高了。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
凯告诉记者，其实鲜酵母、半干酵母和普通
的干酵母都已经有商品化产品，各有优缺
点，不能说没差别，但是差别不大。

专家提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需仔
细查看食品标签以及电商的商品详情页，
深入了解商家主打的产品卖点，辨别其真
伪，不要被其营销噱头牵着鼻子走，影响自
己的选择。

“配料干净”是文字游戏？

记者走访商超、搜索电商平台页面发
现，大量食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0反式脂
肪酸”，配料表里用“食用油脂制品”等措
辞，回避使用“植脂末”“起酥油”。

“0蔗糖”“0添加糖”“0添加蔗糖”等话术让消费者晕头转
向，比如有的“0蔗糖”产品配料表里，海藻糖、果葡糖浆、麦芽
糖浆、浓缩苹果汁等其他形式的糖赫然在列。

一些食品标榜配料干净，实际却可能隐藏了某些食品添
加剂成分，对于消费者来说迷惑性很强。

某品牌一款速溶咖啡外包装用醒目字体标明“0奶精、0
植脂末、0氢化油、0反脂”，配料表只标明了椰子油粉（玉米

淀粉、植物油、含乳固体饮料）、食用葡萄糖、白砂糖、速溶咖
啡，看上去“配料干净”。

钟凯说，“含乳固体饮料”是复合配料，其中可能包含多种
速溶咖啡必要的食品添加剂，比如酸度调节剂、乳化剂、食用
香精等，但企业故意不展开其中成分，使配料表看上去很短。
此外，椰子油粉就是植脂末的一种，无非是换个说法罢了。实
际上，这款速溶咖啡就是“咖啡粉+植脂末+糖”，只是跟消费
者玩了一个排列组合的文字游戏。

“0反式脂肪酸”这一标签本意是用在使用了氢化植物
油，但反式脂肪酸含量可忽略不计的产品。
然而现在无论是否使用氢化植物油，很多产
品都会使用这个标签，导致消费者很容易被
虚假的安全感误导。

专家提示消费者，看懂配料表的“潜规
则”很重要。配料表的顺序反映了添加量大
小，有助于揭示食品的真实成分。比如，全麦
面包的配料表，要看全麦粉在配料表的第几
位；如果白砂糖位于配料表的前3位，则说明
面包的含糖量较高，需要引起注意。

去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标签
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强化食品名
称标注要求，不得使人误解。征求意见稿提
出，食品标签标注内容不得以欺骗、虚假、夸
大、误导方式描述或者介绍食品，不得明示、
暗示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非保健食品不得明
示、暗示具有保健功能。

真能减肥还是非法添加？

“黛梅噗噗梅”“西梅SOSO果冻”“酵素
软糖”……江苏省苏州市市场监管局在一起
案件中查获40多种网红食品，均伪装成零食
的面目出现。

江苏省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检验二
部部长刘岑告诉记者，该案当事人使用包含
双环己甲酰酚丁、双丙酚丁等物质的“酵素
粉”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比如一种名为“黛
梅噗噗梅”的蜜饯食品，有消费者食用后出现
严重腹泻。

近年来，打着“减肥、降压、降糖”等卖点
的代用茶、压片糖果、固体饮料等网红食品兴
起，消费者食用后可能会出现食欲减退、失
眠、口渴、便秘等不适症状，危害健康。

记者了解到，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
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的《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要求
在标签专门区域醒目标示“保健食品不是药
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内容。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
秘书长陈音江说，市面上一些酵素类网红食
品，部分可能申请到了保健食品，部分仍然属
于食品。这些网红食品无资质难把关，给黑
作坊入市提供了便利。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食品中非法添加
违法行为发布通知，明确非法添加的新型衍
生物等认定执法检验方法、组织专家出具有
毒有害认定意见。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非法添加的网红食
品违法形式隐蔽、手段花哨、涉及地域人群广泛，关键是进一
步落实监管职责，强化企业责任，不能执法“雷声大、雨点
小”、处罚不痛不痒，要利剑高悬、形成震慑。

同时，消费者也应当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选择正规渠道
购买食品，购买正规食品，一旦食用后出现不适症状，要怀疑
食品中是否含有违禁成分，及时就医。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