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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论坛

□刘也良（媒体人）

“肉的颜色更真实了。”这几
天，消费者在一些商超、菜市场、
生鲜门店发现，肉类摊位不再是

以前的一片红光，而是换上接近自然
光的灯具来照明。自12月1日起施行
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规定，销售生鲜食用农产
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
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

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这被人们理解为禁用“生鲜灯”。

“生鲜灯”通过增加特定光源颜色
来美化货品外观，使肉显得红润、鲜
亮，被视为“美颜神器”。过去，一些消
费者就遇到过市场里的肉看起来很新
鲜，但买回家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的
情况。这其实是“生鲜灯”的“障眼法”
所致。“虚假好看”容易导致眼见不为
实，一些品质低下、存在安全隐患的食
品可能因此逃过消费者的眼睛，上了
餐桌。禁用“生鲜灯”，使食用农产品

“素颜”面对消费者，体现了国家对食
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高度重
视，有助于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关掉“生鲜灯”，打破的是危害食
品安全的障眼法，灭掉的是弄虚作假
的习惯和侥幸心理，倡导的是风清气

正的营销环境。这传递出一种明确的
信号——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更严更
细了。用透明促规范、促安全，方能落
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让食
品市场置身于阳光下，更好地满足群
众日益多元化、健康化、个性化的食物
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

现实中，食品难见真容，不仅仅体
现在一盏盏“生鲜灯”的使用上。随着
新原料、新制作方法、新宣传手段等的
涌现，有的商家通过营销概念、外包装
模糊标签，或在网络销售时添加滤镜，
使消费者雾里看花，难以判别真假，从
而上当受骗。

比如，减少糖摄入是目前倡导的
健康消费观。为了迎合这种观念，一
些饮料生产经营者营销“0 蔗糖”概
念，让消费者误以为其产品无糖而购

买。而事实是，一些“0 蔗糖”饮
料含有其他糖类物质，摄入过多
也对健康不利。

想让食品看上去美观一点、听
上去健康一点，无可厚非，但不能弄
虚作假、欺骗消费者。要知道，产品
本身的品质、卫生才是吸引消费者
的根本。因此，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呼唤食品信息的全方位透明，
呼唤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尊重，呼唤
生产经营者行提高质量之正道。

这需要把像“生鲜灯”一样的
种种障眼法一一打破。

关掉“美颜”，让食品以真实面目示人

□陈晓曼（媒体人）

最近，被明令禁止的“大胃王
式吃播”又回来了。有主播小伙
子将整个蒸西葫芦一口吞下，并
连吞 3 个；有女主播先一口吞下
一方肥腻的蒸肉，后两口吞下整
根大血肠，嘴巴里被塞得满满当

当的。除了吃吃吃，主播还不忘推销
产品或植入广告变现。这些主播不惜
损害自身健康做“吃播”，无非是为了
博眼球、赚流量、带货挣钱，这一行为
可能带来的危害不应被忽视。

以畸形饮食方式博眼球，既有害
个人健康也造成食物浪费。主播将一
方方肥肉，像吸果冻一样接连吸入体
内；在大根血肠塞进嘴的过程中，主播

一度被噎住，连喝几口水才将其顺下
去……这些明显危害健康的暴饮暴食
行为，吸引了一些人的眼球、赚到了流
量，主播却也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
价。此前，一位30岁的主播就因长期
在直播中食用高热量、高油脂食物，导
致突发脑溢血去世。而为了流量和带
货，吃下远超身体需要甚至承受范围
的食物，不管后续有没有催吐，都是一
种浪费。

还要看到，夸张的吃法、出格的行
为，无非是为了满足一些人猎奇的心
理，对大部分人而言，观感并不好。此
前，还有主播为了蹭热度，直播吃象群
吃剩的菠萝。为了流量，一些主播毫
无体面可言，甚至放下尊严和理智，这
样的场面冲击着公众基本价值底线，
也带来了不好的示范效应。

线下，也有不少商家受此影响和
启发，推出“大胃王”挑战赛。比如，

有餐饮店诱导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
食用 108 个抄手；有商家为提高营业
额长期推出“大胃王松饼挑战”，5 块
松饼 1 大杯奶昔在 10 分钟内吃完就
免费，参与者不在少数。可见，这
股 吃 相 难 看 的 歪 风 是 得好好刹一
刹了。

2021年11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 4 部门曾发布《反食品浪费工作方
案》，强调要严格食品浪费相关信息监
管。其中提到，禁止广播电台、电视
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
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
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

时隔两年，“大胃王式吃播”便卷
土重来，网络平台负有重要责任。作
为“吃播”的主要舞台，网络平台不能
利字当头，要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
对于可能引起公众不适的视频，进行
先审后发。针对浪费粮食、宣扬量大

多吃等变了味儿的“吃播”，更是
要给予删除作品、关停直播、封禁
账号等处理。

事实上，对于平台而言，不光
是对博人眼球的“大胃王式吃播”
当如此，对所有为了流量而不择
手段、哗众取宠、非常规的操作都
应如此。

对于主播而言，“吃播”是一
份工作，但任何工作都有需要遵
守的准则和底线，不能为了流量
和赚钱将其他的都抛诸脑后。相
关部门也要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
管，建立起信用监管和联合惩治，
对被封号的主播进行严格监控
等，同平台一起采取机器学习算
法、人工审核和举报机制等多重
监管方式，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
网络环境，传递正确健康的社会
价值观。

吃相难看的“吃播”歪风得刹一刹了

夸张的吃法、出格的行为，无非是为了满足
一些人猎奇的心理，对大部分人而言，观感并不
好。为了流量，一些吃播的主播毫无体面可言，
甚至放下尊严和理智，这样的场面冲击着公众
的基本价值底线，也带来了不好的示范效应。

关掉“生鲜灯”，打破的是危害食品安全的
障眼法，灭掉的是弄虚作假的习惯和侥幸心理，
倡导的是风清气正的营销环境。但现实中，食
品难见真容，不仅仅体现在一盏盏“生鲜灯”的
使用上。保障“舌尖上的安全”，需要把像“生鲜
灯”一样的种种障眼法一一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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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刘敏 程守勤

最近，让 21岁的小丽（化名）烦
恼的左侧颈部脓肿又发作了。这病
已经困扰了她 15年，一直没得到根
治。医生发现元凶竟是先天性鳃裂
瘘管伴感染。

如何才能精准找到瘘口并修补
好？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专家通过胃镜辅助，精
准修补了“小洞”，让小丽摆脱了病痛
折磨。

因脖子左侧总是莫名肿胀疼痛，
自记事起，小丽就经常由家长带着跑
医院；严重时还去医院接受穿刺引流，
从小到大共穿刺引流3次，还接受了
两次手术。

前段时间，小丽的病情又发作
了，于是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冯旭处
就诊。根据小丽的病史，以及颈部
增强CT、电子喉镜等检查结果，冯旭
初步诊断其为左先天性鳃裂瘘管伴
感染。

“鳃裂瘘管容易反复感染形成脓

肿。鳃裂瘘管切除术能彻底解决这个
问题，关键要找到通向瘘管的‘小
洞’。”冯旭告诉小丽的家长。

可是一般的瘘管很细，从颈外径
路很难找到“小洞”的位置，加上颈部
神经密布，离喉返神经很近，这给专家
出了一道难题。

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黄
志纯找到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欧希龙，
一起想办法。他们想到，胃镜既小巧
又有高清晰的镜头，或许能派上大
用场。果然，他们通过胃镜找到了

“小洞”。

手术按计划进行。冯旭先上台，
小心翼翼地打开手术视野。欧希龙
在电子胃镜下，找到位于喉咽部梨
状窝的“小洞”，通过鳃裂瘘管的小
瘘口置入导丝，随着导丝慢慢伸下
去，在颈部发现了导丝的尖端，终于
找到了瘘口的位置。由于鳃裂瘘管
口周围比较光滑，直接缝合很难牢
固，只能将瘘口周围打磨后再缝
合。在胃镜助力下，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专家成功把鳃裂瘘管口修
补好。

术后1周，小丽顺利出院。

脖子反复肿胀，隐藏15年的元凶找到
精彩瞬间

医学的

为出生6天宝宝
全身大换血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黄征宇 通
讯员刘姗姗）湖北省黄冈市出生仅6
天的宝宝，因为黄疸严重超标，不得不
全身大换血，否则可能导致胆红素脑
病发生，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
害，甚至危及生命。武汉市中心医院
新生儿科医护团队紧急为患儿进行换
血治疗，宝宝最终转危为安。

吴女士半个多月前，在黄冈市当
地医院顺产一名男婴。可宝宝出生3
天后，家人发现他的皮肤越来越黄。
第5天到当地医院检查发现，宝宝血
中总胆红素已高达484微摩尔每升。
经一系列退黄治疗后，黄疸指标依然
很高，可能需要换血治疗，家人连夜紧
急将宝宝转入武汉市中心医院新生儿
科重症监护室救治。入院后，医生立
即给予光疗、白蛋白和心电监护等治
疗措施，迅速抽血检查，并联系血库备
血做好换血准备。急查肝功能结果提
示，患儿的血胆红素达453微摩尔每
升，必须紧急为患儿进行全身换血治
疗，以迅速降低胆红素水平。

医护人员一边紧急与家长沟通病
情，一边进行换血前的准备，联系输血
科紧急配血。征得家属同意后，新生
儿科主任姜红带领医护团队立即启动
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迅速建立动
静脉通路完成换血的第一步。紧接
着，从患儿动脉抽出血液，从静脉输入
红细胞和血浆，动静脉同步进行，及时
换出抗体和致敏红细胞，防止胆红素
脑病发生。

换血最大难点在于换血过程中要
保持血液进出的平衡。如果进出不平
衡，可能会引起心衰、休克、血管堵塞
等严重并发症。整个换血过程中，医
护人员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宝宝床旁，
严密监测血压、心率、呼吸、体温、血氧
等生命体征，术中密切监测黄疸和凝
血功能变化，维持患儿入血量和出血
量的平衡。

历经两个小时努力，换血顺利完
成，换血量达到患儿全部血容量的两
倍。术后，患儿胆红素明显下降。经
过换血、强蓝光照射、药物治疗，以及
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护，患儿的各项指
标趋于正常。目前，患儿已顺利出院。

免疫治疗后胸部放疗
有肺炎高发风险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芳 通讯
员毕建平）近日，湖北省肿瘤医院放疗
中心韩光教授团队在国际期刊《放射
治疗和肿瘤学》在线发表的论文，揭示
了肿瘤患者免疫治疗后胸部放疗存在
肺炎高发风险。

韩光介绍，在恶性肿瘤治疗中，免
疫治疗和放射治疗两种治疗方式引起
的某些不良反应有可能会叠加，降低
患者生活质量，严重者还会导致治疗
终止，需要引起重视和干预。

2022年1月，韩光团队的一项单
中心回顾性研究就发现，对于既往已
接受免疫治疗的肿瘤患者，如果再行
胸部放疗，肺炎的发生率可高达65%，
其中2级以上肺炎的发生率为40%。

基于此，韩光团队开展了此次多
中心的大样本回顾性研究，共分析了
从2019年 3月到2022年 9月间5家
大型三甲医院内192名接受过免疫治
疗后又进行了胸部放疗的肺癌患者数
据。从胸部放疗第一天开始中位随访
14.7 个 月 ，共 有 111 名（占 比 为
57.8%）患者发生了放射性肺炎，其中
肺炎为2级及以上（即出现症状）的有
69人，还有6人的肺炎发生在放疗过
程中并导致了放疗的终止。

多因素分析显示，肺部的平均放
射剂量是发生3级及以上肺炎的风险
因素。相关性分析显示，二者的相关
性达到了0.71。按模型预测，当肺部
的平均放射剂量为8.8Gy（戈瑞，放射
剂量单位）时，患者发生1级及以上肺
炎的风险达到50%；当平均放射剂量
为14.1Gy时，发生2级及以上肺炎的
风险达到 50%；当平均放射剂量为
19.7Gy时，发生3级及以上肺炎的风
险达到50%。

由此可见，肺部受照剂量是影响
肺炎发生的最关键因素，这些数据可
能为改进胸部放疗计划和肺部剂量
限制提供基础依据，以便帮助患者更
好地预防肺炎发生。当然，这个结论
还需要更多前瞻性的研究来进一步
证实。

雄鼠年龄较大增加
后代神经发育障碍风险

据新华社东京 12 月 12 日电
（记者钱铮）日本东北大学开展的一项
小鼠实验发现，雄鼠“老来得子”，可能
会增加子代神经发育障碍发病风险。
雄鼠年龄较大，其精子的微核糖核酸
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参与了与
神经发育障碍相关基因的调控。

日本东北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
介绍，研究人员比较了3月龄、12月
龄和20月龄的小鼠精子中的微核糖
核酸，分析微核糖核酸随年龄增加发
生的变化。

结果显示，他们分析的447个微
核糖核酸中，有237个随年龄增长发
生了变化，其中有一些调控着与神经
系统相关的基因，特别是与孤独症谱
系障碍相关的基因。比如，对脑功能
来说非常重要的基因 Oxtr 和 Ga-
brb2，调节这两个基因的两种微核糖
核酸的量随着年龄增长会出现明显变
化。也就是说，雄性衰老导致的精子
微核糖核酸变化有可能影响子代的发
育和成长。

研究团队介绍，卵子老化对孕育
子代的影响已经广为知晓，而针对精
子老化，目前人们的关注仅限于繁殖
能力的高低。此次研究表明，在进行
生殖医疗操作时有必要更多考虑精子
方面的情况。

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已发表在英国
《科学报告》杂志上。

首届中国健康伦理大会
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高拓 记者郑
纯胜）近日，第九届中国伦理学大会暨
首届中国健康伦理大会在浙江省温州
市召开。与会专家围绕“从伦理学的
视角研讨健康中国的发展问题”“生物
前沿技术的伦理挑战与思考”等方面
共话健康伦理。

会议主办方温州医科大学与中国
伦理学会联合发起“坚守伦理 促进健
康”倡议。中国伦理学会健康伦理专
委会主任委员、温州医科大学党委书
记吕一军表示，希望通过倡议，在全社
会营造“人人为健康，健康为人人”的
道德风尚，以开放、包容、创新的态度
面对健康伦理的挑战和机遇，共同探
索医学科技与伦理的平衡点，为增进
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大会还发布了第二届唐凯麟伦理
学奖评选结果。

垃圾分类
再宣传

12月 11日，浙江
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
小学，学生们在社区
志愿者指导下学习垃
圾分类知识。当日，
吴兴区龙泉街道潘公
桥社区志愿者走进龙
泉小学开展科普垃圾
分类活动，引导小学
生从小养成垃圾分类
的习惯。

伊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