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HEALTH NEWS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电话：（010）64621506

■编辑/陈炬评论·新闻

□张磊（媒体人）

地方病是由生物地球化学
因素、生产生活方式等原因导致
的呈地方性发生的疾病。经过
几代地方病防治工作者的努力，
我国地方病防治逐步实现了病
区分布范围清晰准确、疾病流行
变化规律清楚可测、防治措施落
实规范有序。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病
防治作出重要指示，防治管理体
系呈现完备高效的新局面，彻底
实现了以病种、病区基本单元为
基础的精细化管理，地方病防治

各项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地方病防治需要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精准科学施策。我国在这
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解决重点地
方病的科学问题，国家组织了多次
联 合 攻 关 和 科 学 考 察 ，其 中 包 括
1979 年—1982 年进行的陕西永寿大
骨节病综合考察，来自 20 个科研、医
疗防治单位的 180 人参加了考察，在
大骨节病病因、发病机制、防治措施
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的研究成果。未
来，要持续巩固防控成果，就要从历
史中汲取经验，坚持分类指导原则，
不断改善病区居民营养水平和生产
生活环境，确保实现控制或消除地方

病危害的目标。
地方病防治关键在于阻断病因，

而防治措施落实往往是多部门协作
的系统工程。比如，饮水型地方性
氟 中 毒 的 防 治 措 施 主 要 是 改 换 水
源，需要水利部门的支持与配合；饮
茶型氟中毒防治措施主要是推广低
氟砖茶，涉及农业、民族与宗教、商
务、市场监督管理等多个部门职责；碘
缺乏病防治措施主要是合格碘盐的生
产和供应，需要盐业、工信、质检等部
门的全力支持与配合。这些都提示，
地方病防治绝不仅仅是卫生健康单
一部门的责任，必须坚持联防联控、群
防群控。

巩固地方病防治成果还要做好保

障工作。要统筹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扶助、财政
补助等措施，实施联动报销，降低
患者疾病治疗负担，阻断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代际传播；要保障
防治工作经费，落实基层防治机
构人员编制，保障专业人员的工
资待遇和职业安全，提高防控人
员理论水平和开展防治监测、健
康教育等工作能力。同时，要加
大监测力度，扩大监测范围，全面
评价控制消除地方病危害的情况
和现症病人的治疗转归情况；尤
其要利用信息化管理，将地方病
监测信息纳入全民健康信息化保
障工程体系。

汲取历史经验，巩固地方病防治成果

□汪昌莲（职员）

“只需每天一粒，轻松月瘦
30斤。”吸引眼球的减肥广告，让
不少女性深陷其中，然而这款在
朋友圈热卖的减肥保健食品，却
含有违禁添加物西布曲明。近
日，警方分别于上海、河南、安徽
等 7 省份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人，
现场查获添加西布曲明的减肥类
保健食品 3 万余粒，涉案金额达
500余万元。

事实上，西布曲明会增加严重心
脑血管疾病风险，早在2010年相关部
门就禁止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在国
内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然而，在利益
驱使下，不良商家在黑市购买西布曲
明，将其包装成“网红”减肥药进行售
卖，也有不法商家以化工原料的名义
买进西布曲明等化学品，然后非法添
加进减肥食品里，给不少消费者身体
健康带来了伤害。

减肥药市场乱象丛生，西布曲明
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现实生活中，一
些本属非处方药的减肥药中，被指含

有处方药成分；一些减肥产品打着“纯
天然”“无毒副作用”等旗号，却含有药
品或违禁成分。还有不少商家在广告
促销中，甚至在产品包装及说明书上，
对产品减肥效果夸大其词，有意无意
地让消费者产生误导。

治理减肥药市场目前存在的问
题，监管力度要持续加强，不仅要针
对性地处理个案，更要举一反三，对
乱象加强整治。比如，严厉打击生产
销售含西布曲明的减肥药，从源头管
控好，让非法减肥药失去原料供给；
对电商平台加强监管，要求其负起责

任，对入驻商家的相关资质和所
售产品严格审核把关；持续打击
虚假宣传和浮夸推销。此外，相
关部门也要加强宣传，引导消费
者理性消费、健康减肥，不断压
缩非法减肥药生存的空间，才能
取得成效。

治理减肥药乱象，监管须持续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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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微特稿 你是否会经常
做噩梦？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步入中
年后噩梦连连或许预示着未来患痴呆
症的风险上升。

伯明翰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两组
研究对象的随访数据，一组是605名
认知能力正常的中青年，年龄在35岁
至 64岁，平均年龄 50岁；另一组是

2600名研究开始时没有患痴呆症的
老年人，年龄超过80岁。中青年组平
均随访9年，在开始和结束时均接受
记忆力测试，报告睡眠习惯、做噩梦情
况等。

记忆力测试主要用于判断脑力衰
退程度。脑力会随人的衰老自然衰
退，但若衰退速度过快，则可能是痴呆

症先兆。
老年组平均随访5年，同样报告各

自睡眠和做噩梦情况，但没有做记忆力
测试。研究人员通过查看医疗记录来
判断研究对象最终是否患上痴呆症。

研究结果显示，中青年组中，与没
做噩梦的人相比，每周至少做两次噩
梦的人出现认知能力显著下降的风险

增大四倍。老年组中，受噩梦困扰者
最终被诊断为痴呆症的可能性是其他
人的两倍。

研究论文9月21日由《电子临床
医学》杂志网站刊载。研究人员认为，
噩梦并非导致痴呆症的原因，而有可
能是右额叶神经退化的结果，这种退
化会导致痴呆症。

目前尚没有针对痴呆症的有效治
疗手段，但可经由健康饮食、坚持锻炼
等延缓病程。研究负责人阿比德米·
奥泰库说：“在中年时期能被辨识出来
的痴呆症风险指征很少。”研究人员认
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可帮助人们尽早
发现痴呆症风险，尽早实施干预。

中年人常做噩梦或与痴呆症有关

据新华社专特稿 你对食物味道
的偏好始于何时？英国杜伦大学牵头
的一项研究显示，胎儿对母亲吃下的
不同味道食物反应各异。研究人员由
此认为，孕妇饮食可能会影响宝宝出
生后的口味偏好，如适当引导，或许能
帮助宝宝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杜伦大学网站9月21日介绍，在
这项研究中，100名年龄不超过40岁
的孕妇分别在孕32周和36周时接受

四维超声检查，这种检查方式可以帮
助研究人员看清胎儿的面部表情。

孕妇们在检查前20分钟左右吃
一粒含约400毫克胡萝卜粉或400毫
克羽衣甘蓝粉的胶囊。为尽量减少对
胎儿的干扰，她们检查当天不能摄入
任何含胡萝卜或羽衣甘蓝的食物，检
查前一小时不能饮用有味道的饮品或
进食。

超声扫描显示，经母体接触胡萝

卜味道的胎儿多会出现“笑脸”反应，
而接触羽衣甘蓝味道的胎儿则更多

“哭丧着脸”。另外，与没接触这些食
物味道的对照组相比，仅一点点胡萝
卜或羽衣甘蓝味道就足以刺激胎儿做
出反应。

依据研究人员说法，人们通常认
为人类经由嗅觉和味觉的共同作用感
知味道，胎儿则是通过吸入和吞咽羊
水获得味道体验。

研究牵头人、杜伦大学胎儿与新
生儿研究实验室研究员贝伊扎·于斯
廷说，先前“大量研究表明，胎儿在母
体子宫内就拥有味觉和嗅觉”，但这些
研究是基于宝宝出生后情况的推论，
而“我们是首次在宝宝出生前观察到
这些反应”。

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宝宝出生前
反复接触不同味道的食物或有助于出
生后口味的形成。这不但可以避免他
们在断奶时挑食，还有助于成长过程
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研究报告由最新一期《心理学》杂
志刊载。报告作者之一、杜伦大学教
授纳贾·赖斯兰认为，这项研究可能有
助于理解“胎儿从母亲摄入的食物中
感知及区分不同味道和气味”的能力。

研究显示胎儿也有口味偏好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哲 通讯
员焦德芳）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负责任地使用生命科学的全球指导
框架》，由天津大学牵头的《生物安全
科学家行为准则天津指南》作为中国
提出的道德准则成为《框架》高级别
原则。

《框架》是生物风险管理领域首个
全球性的技术和规范框架，呼吁世界
各国领导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减轻生
物风险，安全地治理两用研究（指生命
科学领域中既可用于有益目的，也容
易被误用、谬用和滥用而造成危害的
研究）。《框架》重点考虑生物安全、实
验室生物安保和两用研究监督3个加
强生物风险管理的核心支柱，为减少
生物风险和管理两用研究的国家框架
和方法的制定提供信息，有助于指导
生命科学和相关技术在改善全球健康
方面发挥安全、有益的作用。《框架》第
四部分确定了生物风险治理的实用工
具和机制，收录《生物安全科学家行为
准则天津指南》作为高级别原则，以此
作为广泛利益相关者制定或修订国家
级或机构级行为准则、协议或条例的
参考。

《天津指南》是第一个以中国地名
命名、内容以中国倡议为主的生物安

全国际倡议，由天津大学和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牵头、多国科学家共同研
讨达成。

《天津指南》包含10项指导原则
和行为标准，从道德基准、法律规范、
科研责任、风险管理、成果传播、监管
责任等多个方面倡议提高科研人员生
物安全意识，倡导负责任的生物科
研。其中，在道德基准方面，提出科学
家应尊重人的生命和相关社会伦理，
要通过和平利用生物科学以造福人
类，要弘扬负责任的生物科学文化，要
防止滥用生物科学；在法律规范方面，
提出科学家应了解并遵守与生物研究
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国际法律文书
及行为规范，包括禁止生物武器；在科
研责任方面，提出科学家应提倡科学
诚信，努力防止不当行为，并采取措施
防止生物制品、数据、专业知识或设备
被滥用并产生消极影响；在风险管理
方面，提出科学家在追求生物研究效
益时，应识别并管控潜在风险，科学家
及科研机构应建立预防、减缓和应对
风险的监督机制和操作规程，并致力
于构建生物安全文化。此外，《天津指
南》还鼓励科学家及研究机构开展国
际合作，共同致力于生物科学的和平
创新和应用。

《天津指南》被列入
生命科学全球指导框架

福建建立
高校基础医学学科联盟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静）近日，
福建省高校基础医学学科联盟启动式
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福州市举
行。该联盟以福建医科大学为牵头单
位，由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州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等省内10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共
同组成。

据介绍，该联盟将持续完善学科
建设、人才培育与产业需求对接机制，
探索建立“人才共育、平台共用、团队
共建”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加快创新
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协同推进基础理
论研究，共同打造教学科研人才团
队。该联盟将推进高校、科研院所、行
业组织之间的深度合作和协同创新，
提升福建省基础医学学科建设水平，
形成基础医学人才培养合力，促进全
省医学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肿瘤特医食品
重点实验室揭牌

本报讯 （记者杨金伟）9月 21
日，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肿瘤
特医食品）建设推进会暨揭牌仪式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举行。

据悉，2021年 9月，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批准建设了38个国家市

场监管重点实验室。其中，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肿瘤特医食
品实验室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唯
一批准的设在医疗机构的实验室，承
担了代谢与营养基础研究、特医食品
配方制定与临床研究、国家特医食品
标准制定、特医食品市场监管方法确
立等工作。

该实验室负责人、北京世纪坛医
院肿瘤营养与代谢中心主任石汉平介
绍，实验室将开展肿瘤营养相关规范、
指南、标准的制定，规范营养治疗；同
时，提升检验检测技术能力，培养肿瘤
营养专业人才。

婴幼儿口腔健康
核心信息发布

本报讯 （记者吴倩）近日，中国
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儿童
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召开

“0—3岁婴幼儿口腔健康核心信息”
发布会。

该 委 员 会 理 事 长 曹 彬 介 绍 ，
“0—3岁婴幼儿口腔健康核心信息”
凝聚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四川大学
华西口腔医院等机构相关专家的共
识。其内容包括：家长是儿童口腔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口腔清洁是婴幼儿
口腔健康的基础；科学喂养是婴幼儿
口腔健康的保障；龋病是危害儿童口
腔健康第一大疾患，是可以预防的；家
长应关注婴幼儿牙齿和颌面生长发
育；家长应定期带婴幼儿接受口腔健
康检查。

湖上菜园

9 月 22 日，浙江
省杭州市淳安县威坪
镇驮岭脚村附近千岛
湖水面，党员干部正
在“生态浮岛”上开展
水面蔬菜种植。当地
积极运用生态浮岛水
上植物无土栽培技
术，通过植物生产过
程中密集的根系吸
收，增强上层水体的
净化能力，进一步提
升千岛湖水质。

余剑锋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伍晓丹 通
讯员韩羽柔）近日，国际杂志《欧洲泌
尿学》在线发表了由南方医科大学珠
江医院泌尿外科刘春晓与徐啊白团队
的题为《小儿膀胱/前列腺横纹肌肉瘤
去带乙状结肠新膀胱重建手术技巧及
单中心长期随访结果》的临床研究论
文。该研究是迄今为止单个中心最大
宗的小儿膀胱/前列腺横纹肌肉瘤重
建新膀胱的报道。

横纹肌肉瘤占所有小儿恶性肿瘤
的 5%，是最常见的小儿软组织肉
瘤。其中，泌尿生殖道的横纹肌肉瘤占
15%~20%，这一肿瘤最常发生于膀胱
和前列腺，因此通常被称为膀胱/前列
腺横纹肌肉瘤。小儿膀胱/前列腺横
纹肌肉瘤的治疗手段主要包括化疗、
根治性手术切除以及放疗，这些治疗
方式或联合采用，或序贯进行。但到目
前为止，何种治疗策略最优尚无定论。

刘春晓与徐啊白团队从2000年
开始创新性使用去带乙状结肠构建膀
胱根治性切除术后患者的新膀胱。经
过长期的随访观察，成人患者术后的
肿瘤控制良好，功能恢复佳，可获得接

近正常人生理的排尿功能。2003年，
该团队尝试将这一手术方式应用于一
名化疗后肿瘤复发的膀胱横纹肌肉瘤
患儿，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过去20年间，刘春晓与徐啊白团
队遇到过很多尝试多种治疗后复发的
膀胱横纹肌肉瘤患儿。迄今为止，已
有近 70名小儿膀胱/前列腺横纹肌
肉瘤患儿在珠江医院接受了膀胱根
治性切除联合去带乙状结肠新膀胱手
术。术后，患儿肿瘤控制良好，基本
可以正常生活、学习。该研究结果显
示，患儿的5年总生存率为92%，5年
无复发生存率为88%，中位随访时间
为53.4个月，最长随访时间为223个
月。2名保留生殖器官且大于12周
岁的女孩均如期出现月经，14名大于
12周岁的男性患儿中，5名保持有勃
起功能。

刘春晓与徐啊白团队希望通过本
中心长期的临床数据总结，对膀胱/前
列腺横纹肌肉瘤治疗有一个全新的认
识，能够给此类患儿家长提供更多的
治疗选择，为更多的膀胱/前列腺横纹
肌肉瘤患儿带去希望的曙光。

小儿膀胱/前列腺横纹肌肉瘤
治疗有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