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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红月

非意愿妊娠是全球日益严重的社会性问题。每年全球范围

内有 2 亿 8 百万人次怀孕，超过 41%是非计划性的，近半数选择

流产。而在中国，据媒体报道，每年有 1300万次的流产，重复流

产率高达 55.9%。

在 9 月 26 日世界避孕日来临之际，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举

办了“守护青春·孕育未来”青少年生殖健康公益讲座。讲座围

绕“人工流产低龄化”展开深入探讨，为青少年受众提供更具深

度的见解和建议。

2015 年初，央视《新闻 1+1》曾有半个小时的专题报道：“我

国每年有 1300万例人流，重复流产率高达 55.9%”。报道不仅强

调此数据背后的伤痛，更将着眼点落在了“低龄化”的趋势。低

龄流产问题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她们的平均年龄为 28岁，最

小的只有 13岁。”

当前青少年性观念开放，但性安全知识和保护意识不足，往

往遭遇非意愿妊娠。于是，他们在不经意间将“奋不顾身”的爱

情，从最初只见“文艺片”，变成怀孕分手的“武打片”，最后演变

为流产伤害的“灾难片”。而这些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不仅仅

是个体的噩梦，也是社会的痼疾，对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不可估

量的影响。

性是美好的，正是有了性，人类的生命才得以延续。然而，

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有关性的话题总是让

人难以启齿，人们是谈性色变，国人常把性与“黄色”、“淫乱”等

同起来，有关性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也无法摆上台面，性教育始终

是最神秘的。

多年来，性教育犹如一朵羞答答的玫瑰，难以昂首开放，成

了未成年人教育中的一块“短板”。按理，作为家长和担负“传道

授业解惑”任务的老师应该是有“疑”必解，有“问”必答。但遗憾

的是，多年以来学校的性教育始终停留在“教学大纲”的“生理卫

生自习课”上，欲说还休，“蜻蜓点水”。而家长更是“羞答答”，刻

意回避两性问题，使得青少年一代大多数对性安全缺乏必要的

了解与预防，由此导致伤害身心的人流现象居高不下。而这种

“蜻蜓点水”式的性教育，亦暴露了我国青少年多元化性与生殖

健康需求之间的巨大鸿沟。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由性带来的问题逐步摆到人们

的面前，性病、艾滋病肆虐，青少年早恋，未婚先孕，婚前性行为

等问题日益严重。此外由于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女生的初潮

和男孩子的遗精现象都有提前的趋势，在小学就向学生讲授一

些性方面的知识，对于正处于青春期成长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

必要的，在未成年人中间普及性知识刻不容缓。

笔者认为，家长是性教育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但现实却

是，很多父母都无法坦然与孩子谈性，家长自己本身都无法正确

的看待性问题，更何谈对孩子进行教育了，因此家长首先要树立

良好的思想观念。因为，性教育绝不应该是一次性的讨论，而应

该是一个逐步交流的过程，从孩子小时候开始，并持续到他们成

人。当下很多年轻人对性知识的获取都是不完全甚至不科学

的，所以从小开始正确的性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迄今为止，我国避孕举措主要针对已婚群体，相关部门每年

都会采购大量的避孕药具发放给已婚育龄妇女，与年轻群体无

关。针对未婚人群的避孕服务或者政策几乎没有。而中国青少

年多元化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同目前提供的针对这个人群的

信息、教育及医疗保健服务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断裂。

笔者认为，性教育不应该寄希望于未成年人的无师自通，这

朵“羞答答的玫瑰”不要再任其自然“静悄悄地开”，而要让它像

一朵鲜艳夺目的牡丹昂首怒放——大大方方的公开进行，只有

这样，才能消除性教育的神秘感，消除未成年人的羞涩感，才能

更好的教育孩子。

性教育不应是“蜻蜓点水”
□ 李 颖

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医务人员频频猝死，医生的健康谁来关注？为

帮助长期处于“高压锅”状态的医务人员更好地管理健康，9月 24日，50

多名来自北京市属医院高压力风险科室的一线医务人员齐聚小汤山医

院，参加为期三天的健康管理与集中体验。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天使健

康关爱计划——医务人员身心健康管理项目”由此正式启动。

据悉，近年来，因过度劳累导致医生突发疾病离世的报道频频发

生。来自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的数据显示：从 2012 年 11 月到

2014年 4月，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共发生七起麻醉医生猝死

事件，死者的年龄段都在 30岁左右。

今年 5 月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指出，52.72%的医师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 40—60 小时，32.69%的医师在 60 小时以上，

14.43%的医师工作时间在 40 小以内；39.98%的医师基本不能休年假，

23.96%的医师所在的医疗机构从来没有组织业余活动。

对此，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工会主席李彦昌表示，作为公立医院改革

的排头兵，在促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改善群众就医环境等方面付出了

辛勤的努力，面对长期的“三高”（高强度、高风险、高负荷）工作，很多医

务人员都患上了慢性病，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为了使医务人员学习和

掌握健康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健康生活的理念，同时放松身心、缓

解压力，市医管局工会在北京小汤山医院推出“天使健康关爱计划”。

作为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北京市健康管理促进中心，小汤山医

院在健康管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京小汤山医院院长平昭表

示，“天使健康关爱计划”可以让医务人员学到很多新的观念，特别是健

康管理、功能医学等，教会他们怎么运动、怎么吃饭，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的技能，维护广大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

在此次“天使健康关爱项目”中，有不少国际先进的检测项目，北京

小汤山医院副院长梁英介绍说，为维护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来自北京

市属医院临床一线的 50 多名医务人员，在三天时间里体验规律作息、

均衡营养、健康运动、温泉漂浮疗法、艺术行为疗法等内容，并进行身体

素质测试、人体成分检测、中医体质评估、心肺功能评定、睡眠呼吸监

测、健康风险评估、唾液皮质醇检测，同时接受运动与健康、心理与健

康、微量营养素与健康等知识培训。

据介绍，未来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将把“天使健康关爱计划——医务

人员身心健康管理项目”打造成为一个品牌项目，让更多的一线医务人

员，特别是高压力风险岗位的医务人员参与进来，通过健康管理和集中

体验，让他们成为健康理念的传播者，健康工作的倡导者，以及健康生

活的示范者，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服务。

让医生成为
“深度健康管理”先行者

□ 本报记者 李 颖
中国城市婴幼儿过敏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日前在京发布，结

果显示，2 岁以下的婴幼儿中，约有 40.9%的家长自报孩子曾发

生或正在发生过敏性疾病症状。我国儿童过敏性疾病患病呈不

断上升趋势。该调查在雀巢营养科学院的支持下，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在全国的 33个省市开展，是我国首

次对婴幼儿最大面积过敏问题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专家认

为，此调查为我国开展婴幼儿过敏的预防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

疾控中心正在探索将儿童过敏预防纳入妇幼健康工作中，同时

探索适合我国的服务模式。

过敏不是“小事儿”

过敏不是“小病”，它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过敏性疾病是

全球 18岁以下儿童的第三大疾病，被列为 21世纪最严重的公共

卫生问题。皮炎属轻度过敏性疾病，它引起皮肤瘙痒，易复发。

研究表明，特应性皮炎患者对食物和过敏原的敏感高，约有 50%

的特应性皮炎患儿对牛奶蛋白敏感。

中国城市婴幼儿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布：有

40.9%的 0—24 月龄婴幼儿家长自报孩子曾发生或正在发生

过敏性疾病症状，0—24 月龄婴幼儿过敏性疾病总患病率为

12.3%。

近 10 年来全球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急剧增加，数字显示，

哮喘、鼻炎、湿疹的患病率每年增加 5%，然而现在哮喘和湿疹的

发病率接近 20%，严重影响儿童乃至成人期的健康，增加了疾病

负担。据保守估计，欧洲有三分之一的儿童受此疾病的影响，成

为 18岁以下儿童的第三大疾病。

中国预防疾病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副主任金曦表示，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饮食结构生活环境的改变，全球范围内过敏

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儿童处于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免疫

力低下，如果儿童发生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难以彻底治

愈。婴幼儿是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生长发育迅速，但也容易

出现过敏在内的许多健康问题。过敏一旦发生，体内过敏历程

即被启动，几乎不可逆转。过敏性疾病不仅影响患儿在儿童时

期的健康成长，如果不能治愈的话也会影响到成人阶段的健康，

严重的还能危害儿童生命。

婴幼儿过敏危险因素

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途径，首要了解其特点，包括年龄特

点、地域特点、遗传特点、过敏源特点等，从中分析出减少过敏的

干预手段，并实施验证，这样专家就可以用公共卫生的手段控制

过敏，减少过敏性疾病发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蒋竞雄教授表示，从

统计学的角度看，一些因素和过敏发生相关，这些因素发生在孕

产期。

调查显示，如果父母有过敏史，孩子发生过敏的风险大大增

加。约有 65%的过敏婴幼儿父母都有过敏史，父母都没有过敏

史孩子发生过敏的几率要小得多。遗传因素不可控，但可以控

制孕产期的相关危险因素。比如，剖宫产的孩子发生过敏的风

险比自然产的孩子要高。孕期经常吸烟或者是吸二手烟，孩子

发生过敏的风险高。另外，在孕产期使用过抗生素、解热镇痛

药、消毒剂也会导致生下的孩子易过敏。 其它危险因素包括，

接触毛绒玩具，经常接触杀虫剂。

坚持母乳喂养，自然分娩，不滥用抗生素等都会降低孩子的

过敏发病率。蒋竞雄教授表示，“我们的一部分工作尚有欠缺，

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比如这些危险因素中，我们还并不清楚它

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是，我们一定会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科

学预防儿童过敏”。

早诊治 早预防

了解婴幼儿过敏患病水平和发生的危险因素，探索可能的

过敏预防方法，是提高我国儿童健康水平的重要措施。所以，工

作重点在于预防。

蒋竞雄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过程当中过敏

疾病逐渐上升，这该引起我们深思。我国儿童保健工作重点是

预防，此次调查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将针对

暴露出的问题采取应对措施。

蒋教授透露，下一步中国疾控妇幼中心将在一些城市开展婴

幼儿过敏性疾病预防的纵向研究，探索有效运行的过敏干预方

法。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一些成熟的过敏预防方法，但是应探

索适合我国基层使用的方法，使其在我国助产机构顺利实施。

同时，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知识水平，提高儿童保健机构和助

产医务人员对过敏性疾病的识别和诊治能力，在孕期和哺乳期

筛查过敏高风险的人群，进行精准的预防工作。

没有出现症状的孩子采取预防措施，让他们不要出现过敏

的症状。如果在婴幼儿健康体检中发现过敏症状，应早诊断、早

治疗，减轻过敏症状。希望公众重视婴幼儿过敏，提高婴幼儿家

庭、孕产家庭的过敏防范意识，科学育儿。

我国儿童过敏患病率攀升
□ 本报记者 项 铮

科技日报讯（记者项铮）Abcam 公司 9月 23日宣布了一项

业界颇具挑战性的抗体验证项目，以满足行业对抗体更高的靶

标特异性的苛刻需求。

最近《Nature》一篇文章显示，由于有些非特异的和不可靠

的抗体存在，全球用于蛋白识别的大约 50%的科研经费被白白

浪费了。为了提升精准抗体的识别，Abcam 通过提供空前规模

的经过敲除验证的抗体，来推动行业标准的提高，公司承担高标

准的验证意味着客户不再需要为这些抗体付出高昂的费用。这

项举措也让那些原本自己要做敲除验证的客户大大节约了时间

和费用。经过此类验证的抗体很多是重组单克隆抗体，专门解

决生命科学对抗体特异性和一致性的要求。

敲除验证使用不表达特定蛋白的敲除细胞株，因此是一个

真正的阴性对照。Abcam有 Horizon Discovery集团精准敲除验

证技术的专有使用权限，确保抗体对靶标蛋白是高度特异，为科

研工作者提供值得信赖的数据，使他们能够放心地选择正确的

产品，确保实验结果准确。

Abcam 的 CEO Alan Hirzel强调：“我们尽最大努力提供最

高质量的产品以及相关的支持数据。我们决定使用这些专有敲

除细胞株意味着给研究者更高水平的信心，确信他们正在使用

的产品拥有最高水准的特异性。我们期望这些变化能为生命科

学客户找回更多被浪费的经费，推动他们的研究工作。”

Abcam提升抗体验证标准以提高质量

本版与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合办

“传统医学有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服

务于不同国家的人民，起着积极的作用。我们

处 在 一 个 全 球 化 社 会 中 ，谁 也 不 可 能 独 善 其

身，独立于世界的其他成员之外。很多国家的

医疗卫生费用都在不断增长，这导致在发展中

国家传统医学仍然受到群众欢迎。而且由于

传统医学有着详细的历史文献记录，我们可以

学到很多并利用好这些东西，为当今的人类提

供更具有经济效益的健康解决方案。”这是国

际医学科学院组织（IAMP）主席雷丽明在 9 月

22 日 于 北 京 举 办 的“ 传 统 医 学 探 索 国 际 研 讨

会”上的发言，他呼吁 IAMP 成员加强对传统医

学的交流，分享成功经验，通过科学评估，对各

国传统医学发展提供示范和指导，推动传统医

学持续健康发展。

国际医学科学院组织是由 78 个国家的医学

科学院、科学院或者工程院的医学部组成的，旨

在促进世界各国医学科学院间，在全球重大及

卫生问题上的合作，从科学视角探讨全球性卫

生问题的组织，其成员都是院士。“现代医学该

向哪个方向发展？”“传统医学该如何利用现代

科学技术手段传承和创新？”“不同的传统医学

之间该以什么样的思路相互融合？”“现代医学

和传统医学该如何整合，共同为今天的人类解

决困扰生命延续的疾病，解救众生于苦难？”上

述话题在论坛举办期间，被来自中国、喀麦隆、

印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南非、斯

里兰卡等 21 个国家的 260 余位传统医学领域的

院士、专家、学者广泛地交流和讨论。

放下唯我独尊 发展整合医学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自 2001 年代

表我国医学科学界参加 IAMP，在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对传统医学的研究上不断探索。中国工程

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在发言中指出，现代西医发

展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人类数千种常见病中的

95%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药物治疗，其中究竟出

了什么问题，西医一直在反省。

“一名好的医生面对疾病要有丰富的知识和

有效的治疗手段，就好比一个射击运动员要拿冠

军，就要有子弹，要有准心，要有靶子。但我们现

代医学的‘子弹’不够了，知识不够了，怎么办？

要去借。”他开宗明义指出，我们处在多样化的世

界中，许多事物是多样且重复的，是靠多样性存

在的。因此，“养尊处优”、“惟我独尊”的思维模

式都是行不通的。要把存在了上千年的传统医

学拿来，作为现代医学的补充，这是解决人类健

康必须要做的事儿，也是整合医学的范畴。

“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

明的一部分，不应随便否定，”樊代明院士说，“中

国工程院医药学部长期从事着中药研究和中医

实践，在对传统医学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加入到对世界传统医药

的探索和研究这个系列中，为医学的整合发展做

出贡献。”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站在传统

医学角度分析指出，传统医学面临着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如疗效还缺乏系统的评价，技术方法

还不规范，缺乏国际公认的标准等等。如果用现

代医学的标准来衡量，许多传统医学缺乏充分的

科学基础，作用机制还不清楚。因此，传统医学

不仅需要探索与现代医学的不同，更要在验证方

法上创新发展。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在科学理

论、技术方法上应互相渗透、互相结合，整合的思

路将促使医学的研究和实践更主动、更活跃。

对传统医学保持敬畏之心

与会专家们认为，由于历史背景、文化底蕴

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传统医学所认识的生命和疾

病的复杂现象，用传统表达的科学内涵还难以被

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张伯礼院士对此表

示，加快研究，推动学术进步，提高疗效，保持特

色，突出优势，是当前乃至未来传统医学发展的

重中之重。

他还向与会专家院士介绍了自己的研发课

题“中医方法做心肌梗死的二级预防”，用现代循

证医学的模式证明中医药的作用机理。研究显

示，用黄芪、丹参、三七、降香、三七皂苷等几味药

研制的一个处方，对比阿司匹林对 65岁以上老年

人心肌缺血、心绞痛等几种病灶的治疗效果，结

果发现在改善血脂代谢、抑制炎症反应、改变斑

块的组织构成等方面均优于阿司匹林，适合长期

使用，目前已经完成Ⅲ期临床。

张伯礼院士指出传统医药传承和发展有四

大要旨：首先，应牢牢把握传统思维，如中医药

的原创思维，这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基础和前

提。第二，注重传承。传统医学是临床经验的

结晶，如中医药学，符合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

具有先进性。传统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能用现

代科学手段还不能解释清楚或被证实，但不一

定就不正确，对传统理论要持有敬畏，要有理论

自信，实现自立发展。第三，要善于利用现代科

学方法。传统医学发展历程本身就是包容开放

与时俱进的过程。要在坚持传统医学原创思维

前提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技术和思想

方法，努力实现新的突破，这是传统医学创新发

展的重要途径。第四，要以提高临床服务能力

为关键。

为传统医学找寻科学证据

“传统医学是上千年经验的积累，是一种智

慧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在 华 代 表 处 代 表 Bernhard

Schwartlander 表示，有些人因为一些信息不确定

就否定传统医学，还有些人因为其具有的局限性

而不去接受，为此，我们需要建立系统性的政治

基础、法律法规，并通过大数据这样的现代科技

手段，以创新性的方式建立系统性的证据基础，

解决传统医学所面临的挑战。

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教授介绍了针对 HINI

流感利用麻杏石甘汤、银翘散联合用药的效果；

来自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基督教医学大学学院

的医师介绍了用一种采自马达加斯加的李子提

取物治疗前列腺有关疾病的研究情况……

会议期间，专家院士们在临床、针灸、公共卫

生和药理四大议题上交流研究的成果和信息都

充分展示出传统医学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

大家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可结合现代科学技术，

充分发挥传统医学疾病防控的特色优势，减少不

良反应，减轻患者病痛，延长生命，同时，达到降

低医疗费用的目的。

多国专家为传统医学传承和发展诊脉

近年每临中秋国庆“两节”，中纪委就三令五申，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月饼等节礼，严防月饼
腐败“死灰复燃”。与前两年相比，今年的部署更早、规定更严格。一些人可能会不理解，月饼这
么小的事情，犯得着“死磕”吗？

事实上，咬死公款送月饼不“松口”，从来就不是“小题大做”。近年来，党中央反腐倡廉常抓
不懈，一直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伤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
度不松。可见，反腐没有“休止符”，每到年节更是关键时刻。 新华社发 蒋跃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