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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咳嗽声就能判断
是否“阳了”？
专利公布引发关注 呼吸科医学专家：
病毒感染引发咳嗽声音差距不大

蛋白质也有优劣之分，你吃对了吗？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

参与者，在人体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正常成年人每日应摄入
一定量的蛋白质，维持机体正
氮平衡，特殊人群更应注重蛋
白质的摄入以维系健康。事实
上，蛋白质也有优劣之分的，在
选择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也有一
些小细节是值得注意的，今天，
咱们就来聊一聊。

大豆蛋白
大豆蛋白质含量在36%至

40%之间，每100克大豆蛋白
质含量在35.0克左右，其氨基
酸组成也比较合理，在体内的
利用率较高，是植物蛋白质中
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豆腐
干、豆腐脑、豆浆都是大豆蛋白
来源的不错选择之一。

蛋类蛋白
蛋类含蛋白质1 1%至

14%，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
源。蛋类卵清和卵黄蛋白质含
量差异较大，但一般来说，其总
体氨基酸组成比较均衡，因其
烹饪较为简单，蒸、煮、煎、炒、
炖均可，老少皆宜，是日常膳食
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之一，
常作为参考蛋白质，来评价其

他食物蛋白质含量及氨基酸构
成情况。

奶类蛋白
奶类（牛奶）蛋白质含量在

3.0%至3.5%，每升牛乳蛋白质
含量在30克左右。因其氨基酸
组成较为均衡，是机体优质蛋
白质的重要来源，同鸡蛋蛋白，
常被作为参考蛋白质。

肉类蛋白
肉类蛋白主要是指禽、畜

和鱼的肌肉部分。新鲜鸡肉含
蛋白质含量约15%至22%不
等。鸡肉蛋白质人体吸收、利
用率更高，营养价值优于植物
蛋白质，常见的肉类蛋白包括
猪瘦肉、牛瘦肉、羊瘦肉、鸭肉、

鸡肉、各种鱼肉等，同样也是人
体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
都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

尽管蛋白质对每个人都很
重要，但是这几类人都需要格
外注意补充优质蛋白。

婴幼儿、儿童青少年处于
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补充优质
蛋白质，促进其正常的生长发
育，减少营养不良、贫血等因蛋
白质缺乏导致的营养相关性疾
病的发生率。

孕妇、乳母同样蛋白质需
要量大，有利于母体内胎儿器

官和组织的正常发育分化，使
乳母维持正常的泌乳量，提高
乳母和婴幼儿的免疫力。

老年人消化系统功能减
弱，对蛋白质的吸收率下降，每
日充足的蛋白质摄入，有利于
维持机体正氮平衡，对预防消
瘦、肌少症、贫血、骨质疏松症
等疾病也有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患有肾脏
疾病、肝功能异常人群以及苯
丙酮尿症患儿在选择蛋白质
食物时，应在专业的内科医生
和临床营养师指导下合理
选择。

据《北京青年报》

“听咳嗽声音就能判断新冠感染”，近日，这一话题引发不少网友关注。有人认为新技术的开发有助于疫
情防控甚至AI诊疗，也有人对此技术检测准确度及应用场景等存疑。

12月2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发布了一则“基于人体表征判别新冠感染的方法、系统”专利公布信息。
该专利申请方系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南京）有限公司。记者注意到，该公司官网有“通过咳嗽声判断感染新
冠的可能性”相关内容，并有场景体验。

目前，该专利处于公布阶段，尚未授权。不过，对于“听咳嗽声判断新冠”说法，记者采访了多名呼吸科医
学专家，他们并不认为这项技术适用于临床，在他们看来，因不同病毒感染引发的咳嗽声音差距不会很大，临
床主要采用CT及听诊器等手段判断诊治。

听咳嗽声判断新冠
专利公布引发热议

据公示的发明专利申请信
息显示，这项名称为“基于人体
表征判别新冠感染的方法、系
统”的发明，由图灵人工智能研
究院（南京）有限公司于2022
年11月7日申请，并已在国家知
识产权局官网进行专利公布
公告。

“生活中听到的咳嗽声音
有轻重之分，这项技术真的能
识别是否由新冠引发的咳嗽
吗，原理又是什么？如果专利
通过，这项技术又应用在哪些
领域和场景?”网友在感慨科技
进步的同时，也不禁对这项
技术的可靠性提出疑问。

对此，记者联系到该公司
一工作人员，其称“公司不少人
员已经感染新冠，暂时联系不
到相关人员。”该工作人员还留
下记者联系方式。截至发稿
时，记者并未收到任何回复。

不过，根据此项专利摘要
显示，该发明包括根据获取的
目标人员音频集，生成目标人
员音频模态特征向量；对待识
别的特征向量进行梅尔倒谱变
换；基于采样比例对咳嗽音频
频谱特征向量进行分割获得表
征咳嗽音频的分割特征向量后
将其映射为嵌入向量；输出判
别目标人员新冠感染的概率结
果。本发明在实际的防疫场景
中提出了在多头注意力机制中
双向计算的方式，在新冠感染
判别的过程中保留了音频特征
的位置信息，使得模型能够在

不同的角度上学习咳嗽音频的
内在联系。

个体差异影响测试结果
研发方提示结果仅供参考

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官网
显示，该公司重点打造“AI交
叉领域重大科技创新、AI领域
人才培养、AI+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技术服务、AI产业发展聚
集、AI领域股权投资机构集
聚”五大平台。2021年，研究
院项目入选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应急防治专项项目。

在该网站AI开放平台中，
声纹识别一栏显示，通过语音
AI技术分析隔离人员咳嗽声，
识别Covid-19感染症状，输出
诊断概率辅助医护人员。在相
关场景方案中，新冠风险监测
可用于防疫系统，流行病学调
查，医疗决策，医学科研。相关
网页上还提供了新冠风险检测
体验，即上传一段大小不超过
2M的音频。

记者对该体验进行了尝
试。在未感染新冠病毒的前提
下，记者多次模仿咳嗽音，根据
AI模型推理认为感染新冠的
风险数值最高的一次65%。随
后，记者又收集了正处于新冠
感染期的多名患者咳嗽音，数
值最高的为54%。不过，新黄
河记者注意到，该网页上有两
个案例，数值分别为86%和
98%，并给出进行核酸检测进
一步核实是否感染的建议。

此外，记者还发现，此前网
上已有一款“新冠病毒咳嗽声

检测”小程序。一名确诊阳性
的患者进入该小程序点击“新
冠肺炎检测”选项，根据提示在
安静环境下，不佩戴口罩，正对
手机麦克风大约10厘米录制咳
嗽音，结果为“疑似新冠肺炎”。
而该患者家中一名同样感染新
冠且伴有咳嗽症状的家人，在
测试中显示“正常”。“可能是每
个人的阳性症状有所不同，我
的嗓子一直没有受到较大影
响。而我爱人的嗓子症状相对
比较严重些。”患者家人说。

记者发现，该小程序界面
显著位置有标黑字体，“科研试
用，测试结果仅供参考，并不代
表最终结果，请以医学检测手
段为准。”

多家公司申请专利
涉及咳嗽声检测

据了解，上述小程序的主
体是北京中科信利技术有限公
司。在企查查平台中可以检索
到，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专
注于语音技术的应用研究与开
发。2022年1月，该公司与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合作
冬奥医疗保障工作。该院官方
公众号发布《【咳嗽声协助快速
发现新冠肺炎】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崇礼院区践行科技与安全
理念，与中科院合作助力2022
冬奥会医疗保障》文章，详细讲
述了通过咳嗽声检测新冠感染
预警的流程。

文中还注明了该技术的研
究开发团队。初步研究能够看
到基于声学特征（如咳嗽音、一

般语音、呼吸音）的分析技术，
具有疾病诊断价值，可以高精
度发现新冠肺炎患者，甚至是
无症状患者。

据媒体报道，北京中科信
利技术有限公司法人颜永红，
也系中科院声学所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其所在中科院声学
所语音团队自2020年3月开始
研究基于声音的新冠检测，并
得到北京市科委（医药处）的项
目支持。目前已构建了原理系
统，通过对新冠患者咳嗽音和
正常人咳嗽音测试，系统敏感
性和特异性均超过了90%。该
团队还在持续研究试图提高
精度。

记者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
官网发现，已有多家公司申请
相关专利中涉及咳嗽声检测。
其中安徽合肥一家公司申请名
称为“一种用于新冠病毒居家
隔离症状监测的装置和方法”，
摘要中提到的内容包含了通过
声音检测传感器对患者的咳嗽
声以及咳嗽时间进行监测。

呼吸科医学专家：
临床更多采用肺部听诊

2021年12月，北京召开的
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第
六届学术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中，颜永红作了题为《基于咳嗽
音的新冠检测研究》的报告。
他认为，肺部和呼吸道的物理
结构会随着呼吸道感染而改
变，而新冠肺炎以一种独特的
方式感染呼吸系统，这些改变
与其他常见的非新冠肺炎呼吸

系统疾病不同。
据中国日报网报道，国际

上自2020年10月已有基于咳
嗽声诊断新冠肺炎的相关研
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科
研人员均对基于咳嗽声进行新
冠肺炎诊断进行了探索，并建
立了用于研究的咳嗽声数据
库。研究中所使用的AI模型
提取了咳嗽记录的音频特征，
并将它输入到神经网络中，学
习新冠病毒患者与健康人之间
的咳嗽差异，该研究已于多家
医院进行临床实验。

对此，记者采访到山东第
一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山
东省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董
亮，他表示对“听咳嗽音判断新
冠”技术并不了解。“病毒感染
引发的咳嗽声音差距不大，我
们主要看肺部受不受影响，而
且有CT片子可以做支撑。”济
南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
师王欣也表示，“我们在临床上
没有听说过仅通过咳嗽就可以
判断是哪种感冒或者肺部感染
等问题。不过，我们更多采用
肺部听诊的检查方法，来辨别
患者肺部的正常呼吸音、异常
呼吸音以及胸膜摩擦音等等。”

“听咳嗽音判断新冠”话题
引发网友热议后，有人认为人
工智能模型可以通过倾听健康
人和新冠肺炎患者之间咳嗽的
细微差别来鉴别是否感染新
冠，在他们看来，开发简便、快
速的新冠早期筛查与预警技
术，对防控工作具有一定意义。

据《济南时报》

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动物性食物
普遍优于植物性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