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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记
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食品药品安
全工作会议暨亚运会、亚残运会
食品安全保障百日攻坚行动启动
仪式上了解到，近年来，我省食品
药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持续向
好，食品、药品安全群众满意度分
别达到 87.75分、89.01分，食品药
品安全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会议明确，2023年我省将以
“5个确保”，即确保亚运会保障
区域内食品安全事故和食源性兴

奋剂事件“两个零发生”，确保食
品安全包保机制全面落实，确保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依法依规上链
可追溯，确保不发生食品药品重
大安全事故和重大舆情，确保群
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为具体目标，
做好8个方面27项工作任务。

会议启动了“护航亚运”食品
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要求各
地各部门以“一刻也不能停、一步
也不能错、一天也不能误”的紧迫
感，把握集中攻坚、全力冲刺、巩

固提升三个阶段要求，紧盯目标
找准节奏，发足力、尽全力，坚决
打赢亚运食品安全保障攻坚战。

“护航亚运”食品安全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将集中精力抢时间、
抓进度、攻难点，进一步解决问
题、排除风险、测试程序、堵住漏
洞，并具体开展食源性兴奋剂管
控、非运动员食材管控、重点场所
改造提升、食品安全全域治理、食
品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等 6大攻坚
行动。

■新华社记者董瑞丰、顾天成

近期，全国发热门诊就诊患
者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数量远
低于上一轮疫情流行高峰。疫情
最新形势如何？怎样科学应对

“二阳”风险？针对社会热点关
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组
织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专
门作出回应。

疫情低水平波浪式流行
患者绝大部分为轻症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
王丽萍介绍，今年2月以来，我国
新冠疫情处于局部零星散发态
势。疫情监测数据显示，4月下

旬以来，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有
所上升，5月中旬开始进入低水
平波浪式流行态势。

王丽萍同时表示，全国发热
门诊就诊患者数量虽有增加，但
整体数量远低于上一轮疫情流行
高峰时发热门诊就诊量，就诊患
者绝大部分为轻症。

“专家结合多渠道监测数据
研判认为，由奥密克戎XBB系列
变异株引起的疫情还会持续一段
时间，但全国整体疫情态势平稳
可控，对医疗秩序和社会正常运
行影响较小。”王丽萍说。

王丽萍建议，公众继续保持
勤洗手、室内多通风等良好卫生
习惯。尤其是有慢性基础疾病人

员和孕妇等重点人群，建议在进
入环境密闭、人员密集的场所时
佩戴口罩，注意个人防护。

主要流行株为XBB变异株
致病力无明显变化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
员陈操介绍，监测数据显示，奥密
克戎XBB系列变异株在我国境外
输入病例和本土病例中的占比持
续处于高位，分别占 5月 15日至
21日采集序列的95.2%和91.9%。

“这与全球及我国周边国家
和地区的主要流行株占比情况基
本一致。”陈操表示，从我国和全
球监测数据及研究结果来看，与
早期流行的奥密克戎各亚分支相

比，XBB系列变异株的致病力没
有明显变化。

陈操表示，基于我国已有的
多渠道监测预警体系，若发现新
的风险信号，各地疾控部门将会
第一时间预警，采取有效防控措
施，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二阳”症状普遍更轻
重点人群应更注重防护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
任医师李侗曾说，近期发热门诊
就诊人数的确有所增加，患者症
状主要集中在发热、呼吸道症状，
包括咽痛、咳嗽、鼻塞流涕、头痛、
肌肉酸痛等，个别患者会有呕吐
腹泻症状。

“总的来说，大部分患者‘二
阳’的症状普遍比‘一阳’时更轻。”
李侗曾介绍，根据临床观察，大部
分患者嗓子疼是轻微的，发热恢复
得更快，病程可能持续3至5天。

李侗曾也表示，如果确定感
染了新冠病毒，不管是否有发热
或呼吸道症状，仍建议居家休
息。若经过休息、服药，相关症状
仍在加重，比如发热持续超过 5
天、有胸闷憋气症状等，应及时到
医院就诊。

此外，不管是“一阳”还是“二
阳”，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应更重视
做好防护。“尽量避免感染，一旦感
染要尽早进行抗病毒等治疗，减少
重症和后遗症的风险。”李侗曾说。

■科技日报记者韩荣

2023年高考进入倒计
时，全力备考的高三考生
们正在进行最后冲刺。此
时，不少考生家长可能会
因过度紧张，而让孩子大
量服用保健品、餐餐大鱼
大肉补充营养……殊不
知，这样做反而会影响孩
子的身体健康。

错误做法一：迷信保
健品并让孩子大量服用

高考在即，很多考生
家长会选择为孩子购买补
脑、安神类保健品，为孩子
考试助力。

医生表示，考生家长
千万不可过分迷信“健脑
品”等对智力和考试成绩
的作用。只要不挑食、不
偏食，均衡地吃好一日三
餐，大脑每日所需营养就
能得到满足。

网络上一些声称“增
强学生记忆力”“提升专注
力”“抗疲劳口服液”等的
保健品十分热销。营养专
家认为，热销的补脑类产
品，对家长和考生而言，其
实更多的是起到安慰剂的
作用。

任何一种营养素摄入
量的水平如果超过人体所
耐受的最高摄入，它产生
毒副作用的可能性就会增
加，至少它会增加孩子的
胃肠道负担，反而可能导
致考试时发挥失常。

错误做法二：烹制新
奇食材、大鱼大肉补充
营养

考前，不少考生家长
担心孩子学习辛苦，便为
孩子补充营养。营养专家
认为，一般考试前一周不
要随意改变孩子平时的饮
食习惯，不可大鱼大肉过
度补充营养，不要食用平
时孩子没有吃过的新奇食
材。因为新食物平日没吃
过，可能引发过敏、胃肠不
适等问题，也可能破坏孩
子身体原有的平衡，反而
可能对身体造成不利影
响。

医生提醒，孩子考前
要少吃容易产气、产酸的
食物，如韭菜、地瓜、碳酸
饮料等。饮食要注意少盐
少油，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冷饮、凉拌菜、油炸食物、
利尿食物等。

可以在三餐之间让孩
子吃些水果，如西瓜、香蕉
等，尤其是香蕉具有稳定
情绪的功能。考试阶段，
孩子的大脑对氧和某些营
养素的需求比平时增多。

家长可以适量给孩子增加
蛋白质、磷脂、碳水化合
物、维生素A、维生素C、B
族维生素、铁等的摄入。

错误做法三：给孩子
买含咖啡因的功能性饮料
提神

高考期间正值炎炎夏
日，长时间的学习备考使
得考生难免感到疲惫，不
少考生家长会给孩子准备
含咖啡因的功能性饮料用
来提神。

专业医生表示，尽管
咖啡因有提神效果，但青
少年身体敏感度高，突然
服用过量的咖啡因很有
可能造成身体不适。同
时，并没有研究明确表明
咖啡因、牛磺酸、丙氨酸
有 提 高 身 体 机 能 的 效
果。此外，考试期间孩子
也要少喝含咖啡因的功
能性饮料以及甜饮料，因
为甜饮料、咖啡因会使人
尿频，影响孩子的临场发
挥。

充足的水分才能确保
血液循环顺畅，这样大脑
工作所需的氧才能得到及
时供应。医生建议要保证
孩子每天 1500—2000毫升
的水分摄入量，最好饮用
白开水，或者矿泉水、纯净
水。

错误做法四：让考生
服用助眠药品应对考前
失眠

部分考生因为精神压
力大等出现失眠的症状，
有的家长会给孩子服用药
品助眠。

医生表示，除了被医
生诊断为睡眠障碍外，不
建议学生随意服用助眠
药物，因为这可能会导致
考生睡不醒、疲惫等，反
而影响考试状态。考前
要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好
生物钟，睡前不要玩电子
产品及饮用含有兴奋性
物质的饮品等。若这些
办法仍不能解决考生的
睡眠问题，家长可以带考
生到正规医院睡眠专科
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提
前一周或几天服药治疗，
但不建议等到高考前一
天服用药物，以免出现不
良反应影响考试。

专家还提醒考生，在
调整作息时间时，不要忽
然将睡眠时间提早过多。
例如考生可先尝试将睡觉
时间提早半小时，如果仍
感到无法习惯，可以继续
缩短提早的时间，让身体
和精神状态慢慢适应新的
作息。

■张蓓

近日，一则“44 岁女星戴老
花镜”的新闻引起网友热议，“这
么年轻真的会老花眼吗”？

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
户，眼睛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源
泉。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信息是
通过眼睛获取的。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太懂
得如何保护自己的眼睛，结果是
近视人群越来越低龄化，甚至连
多见于中老年人的老花眼，也出
现在 40岁出头的人群中，“未老
眼先衰”的人越来越多。

年轻时视力好更易老花？

人们常说的“老花眼”又叫老
视，主要表现为看近处不清楚，是
中老年人常见的生理现象。但现
代社会由于生活节奏加快，人们
用眼压力增大，从近几年的接诊
情况来看，老花呈现出年轻化的
趋势。究其原因，经常长时间、近

距离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会
加速眼睛的老花；经常户外活动，
没有注意戴墨镜防紫外线，也会
使眼睛老花得早一些。

有一些人平时视力很好，从
来没有近视过，但偏偏到了 40出
头就开始老花，难不成视力越好
的人，反而越容易提早老花眼
吗？对此，专业眼科医生表示，年
轻时视力好，上了年纪却比别人
先戴老花镜再正常不过了。视力
分为近视力和远视力，这二者存
在区别。看近时，眼睛睫状肌需
要收缩调节。年轻时，眼睛的肌
肉调节能力强，看近没有问题，上
了年纪后，眼睛肌肉调节能力下
降，看近就会吃力，出现老花度
数。因此，年轻时视力好的人的
确会更早出现老花。

此外，不少人发现老花后并
不会主动就医，而是自行配老花
镜，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因为每
个人的屈光状态不一样，比如之
前存在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的

人群，适配的老花镜会不同。老
花眼如果不及时矫正，或者戴了
不合适的老花镜，都会加剧眼睛
老花，甚至引起头痛、眼痛等眼睛
疲劳症状。

近视眼也会老花

日常生活中，有些人有这样
的误区，认为自己已经得了近视
眼，就不会老花了。事实上，近视
眼到了中老年之后也会出现老
花。甚至不管是近视、远视还是
散光的患者，到了中老年之后都
会出现老花，可以说每一个中老
年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老花眼，
需要使用老花镜来矫正。

老花眼是老年人调节能力减
退造成的，是自然衰老的表现，随
着年龄增加，晶状体逐渐变得坚
实和硬化，失去了易于塑造的特
征，因而调节力会降低。

另外，中老年时期睫状肌的
力量减弱，也是调节力降低不可
忽视的因素。调节力量变弱的结

果是使看近处物体的清晰度越来
越低，因而近点逐渐后退。刚开
始出现老花时一般没有什么不方
便的感觉，待近点距离已经超过
了个人学习和工作的习惯性距离
时，就会感到非常的不方便。

老花眼需要佩戴老花镜来
进行矫正，常用的老花镜是与远
视镜相同的凸透镜，与近视眼的
凹透镜正好相反。如果近视的
程度与老视的程度相等时，两者
相抵，此时看近摘掉近视眼镜，
就如同带上了一副无形的老花
镜。

如果两者不能抵消其剩余的
屈光部分，可能需要的是近视镜
片，也可能需要的是远视镜片，所
以说近视眼的病人眼不花是一种
不正确的说法。

科学预防保护视力

视力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人来
说是显而易见，可又常常被忽视
的。在一个人的不同年龄阶段，

环境和习惯对于视力的影响程度
是非常不同的，对于视力保护所
需要采取的措施也不相同，应该
引起重视。

预防老花眼，日常我们可经
常做些“眼睛训练”，让眼睛保持
远近来回看。比如，坐在窗户边，
拿一本书，近距离看一段文字后，
再看清远处的景物，各约 30秒，
交替进行 10分钟左右，每天 2至
3次，可有效训练睫状肌和晶状
体，延缓老花。

还可以多进行羽毛球或者乒
乓球等运动，可使眼睛上下、左
右、前后运转，促进血液循环。使
用电子产品时，应尽量保持远距
离，减少辐射，半小时就让眼睛休
息一会儿（5至10分钟最好）。开
车或去户外时应戴防紫外线的墨
镜。

专家强调，如果怀疑自己患
上了老花眼，切忌自行购买老花
镜，一定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
导下选择老花镜。

在第 36 个世界无烟日（5
月 31 日）到来前夕，武义县在
梅郎山公园开展“无烟，为成
长护航”主题宣传活动。当地

卫生部门工作人员与学生现
场向市民讲解宣传禁烟法律
法规和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
害等常识，并通过烟头换物、

知识问答、现场抽奖、漫画展
播等形式，倡导控烟戒烟、拒
绝二手烟的健康生活方式。

通讯员张建成、李云升 摄

“抑制骨龄要在有确切的
疾病需要治疗、且患者达到用
药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谢丽
春表示，抑制骨龄时用药大多
为处方药，以治疗某些疾病为
目的制作，如果没有此类疾病
而贸然用药，很可能会造成肥
胖、胰岛素抵抗、扰乱孩子正常
激素分泌等一系列难以预料的
健康损害。

医生认为，抑制骨龄补充
营养来为孩子争取发育时间的
方式仅在理论上存在，在实际
运用中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
并不建议让正常发育的孩子通
过抑制骨龄的方式来进行所谓

的“增高”。
此外，如果因发育不良等

原因需要抑制骨龄，应在8岁以
前。“一旦过了这个年龄段，即
使抑制骨龄补充营养也很难让
孩子的发育再跟上正常孩子。”
谢丽春说。

值得一提的是，单次骨龄
预测，只能代表孩子当时的骨
成熟度。如果要获悉孩子整体
的发育情况，需要结合孩子的
激素情况、营养状态等情况，由
专业医师综合评估、动态监测
来确定，切不可因为一次测骨
龄就贸然让孩子服药。

据羊城晚报

“二阳”患者有所增加
如何看待当前形势？怎样科学应对？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人未老眼先衰，老花眼盯上80后

躲不过，就让它来得迟一点

无烟世界 清新关爱
抑制骨龄可增高？

儿科专家劝你要谨慎

“听说抑制骨龄生长，就能
‘骗’过身体，让孩子一直长高？”
近日，这种“增高”方法在家长的
朋友圈中传播开来。部分家长
为了让孩子长高，选择给孩子吃
药、打针抑制骨龄，企图骨骼闭
合更慢，为孩子长高“争取时
间”。

这种“增高”的方法靠谱
吗？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黄埔院区儿科副主任医
师谢丽春表示：“通过抑制骨
龄可能会让孩子长高，但是服
药、打针带来的副作用难以预
知。作为医生，我不建议常规
这么做。”

抑制骨龄多用于治疗疾病

骨龄是骨头生长的时间
吗？与年龄有什么关系？谢丽
春介绍，骨龄是骨骼检查常用的
检测指标，指骨骼化骨核的出现
与愈合时间同实际年龄的关
系。是骨骼年龄的简称，它代表
的是骨成熟度。

“人的年龄其实是分生理年
龄和生物年龄来算的。”谢丽春介
绍，从出生开始按照年月日计算
的被称为生理年龄，代表出生以
来的时长。而生物年龄就是俗称
的“骨龄”，可以判断发育程度。

据介绍，通常测骨龄多用于
检查儿童的生物年龄，对孩子的

发育情况进行监测，比如原发性
矮小症、家族遗传性矮小症、性
早熟、宫内发育迟缓及体质性青
春期发育迟缓症都会在骨龄上
得到体现。

“通常情况下，骨龄与年龄
的差距不会超过一岁。”谢丽春
表示，如果骨龄与年龄之差超过
这一范围，就称之为骨龄提前或
者骨龄延迟，需要进一步检查以
确认身体状况。如果需要抑制
骨龄，主要是因为骨龄发育与实
际年龄不符，与性早熟、甲状腺
功能亢进症、肾上腺肿瘤等病症
有关。

贸然抑制骨龄或对健康造成影响

食品安全“5个确保”护航亚运

考前
莫“大补”

父母后勤保障要这样避雷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
电 许多患有慢性肠胃疾
病的人，心理压力过大时
病情会加重。美国一项新
研究发现该现象背后的生
理机制，可能帮助开发治
疗炎症性肠病等疾病的新
方法。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的科研人员在新一期美国
《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用小鼠进行的实验显
示，心理压力导致机体分
泌的糖皮质激素增加，后
者经两条路径影响肠神经
系统，促使肠道炎症水平
上升。

研究人员连续一星期
每天让小鼠在狭窄的管道
里待3小时，使其心理压力
水平上升，然后用一种化
学刺激物使小鼠出现类似
炎症性肠病的症状。其中
一部分小鼠接受药物治
疗，抑制糖皮质激素的作
用。结肠镜检查发现，经
药物治疗的小鼠肠道炎症

和损伤水平较低，未经治
疗的小鼠症状要严重得
多。

对小鼠结肠组织样本
进行的基因分析显示，糖
皮质激素持续保持高水平
使小鼠的肠神经胶质细胞
发生变化，一些促进炎症
的基因活动增强。肠神经
胶质细胞分布在胃肠壁
中，为肠神经元提供营养
和支持，并参与调控肠道
功能，糖皮质激素会促使
它们产生一种称为 CSF1
的细胞因子，引发炎症反
应。

分析还发现，糖皮质
激素水平过高会通过特定
的生长因子影响肠神经
元，导致神经元成熟程度
不足，肠道动力下降。

这项研究显示压力管
理可能对炎症性肠病等疾
病的治疗很有价值。炎症
性肠炎在人群中发病率较
高，发病机制不明确，很容
易复发。

新研究发现

心理压力
加重消化道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