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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肺炎支原体感染愈后多吃

白色食物”话题登上平台热搜榜。进入

冬季，肺炎支原体等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性疾病高发。随着一些患者逐渐康复，

恢复期相关话题也引发关注。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为何在恢复期会

出现二次感染？恢复期有哪些饮食注意

事项？多久之后可以再次接种疫苗？科

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防止二次感染，恢复
期很关键

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薛新颖表示：“最近支原体

肺炎二次感染的病例还挺多，尤其是小

学生、初中生。大多数二次感染距离第

一次感染不到一周左右。所以，即使呼

吸道感染症状消失，也要警惕二次感染

的情况，防止症状复发。”

为什么这个阶段容易出现二次感

染呢？

一是恢复期阶段抗体一般还未产

生。“呼吸道疾病感染患者，一般是在感

染 1—2 周后产生抗体。如果这个阶段

不注意防护，接触病原体还是会再次感

染。”薛新颖称。

二是恢复阶段的免疫力还较低。

薛新颖表示：“症状逐渐变轻或消失，意

味着免疫力在和病毒的斗争中胜出。

但也不能大意，因为免疫力在这场战役

中有损伤。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有

基础疾病的人等，他们的免疫力相对较

低，恢复期更要留心。”

航空总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王

芳从中医角度解释道：“生病就是正气

和邪气打仗。症状减轻或消失，意味着

正气的胜利。虽然正气获胜，但同时也

受损，需要 1—2 周慢慢恢复，所以恢复

期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要注意的是，近期除了肺炎支原体

感染，还有甲流、乙流、新冠病毒感染等

多种呼吸道疾病高发。在多种病原体交

织叠加的情况之下，恢复期更要做好防

护，防止出现混合感染。”薛新颖表示。

“所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症状减

轻或消失后也不能掉以轻心。”王芳强

调，恢复期一定要好好“养一养”。

多吃“补肺”食物，避
免大鱼大肉

那么，恢复期怎么养呢？“百病皆由

脾胃生。恢复期是调理脾胃的关键时

期。”王芳表示。

为此，恢复期一定要清淡饮食，做

到少油少盐少糖。“推荐粥类、素汤面、

白面馒头等易消化的食物。吃青菜尽

量蒸煮或清炖。”王芳说。

王芳提醒道，恢复期饮食要避免

“肥甘厚味”，也就是高热量、高糖、高

油、高盐类的食物，比如红烧排骨、红烧

肉。肥甘厚味易生热，增加脾胃负担。

另外，也要避免寒凉食物，比如酸奶、水

果等。

此外，恢复期的肺脏还比较虚弱，

要多吃一些“补肺”食物。王芳解释道，

中医讲“五脏对应五色”，白色食物正好

对应肺脏。建议恢复期多吃清肺补肺

的白色食物，如百合、藕、白萝卜、梨、马

蹄、甘蔗等。要注意的是，鸡肉、鱼肉、

牛奶也是白色，但属于中医上的“肥甘

厚味”，恢复期要避免吃。

“过了恢复期之后可以正常饮食，

但要循序渐进。”王芳表示，有些家长发

现孩子不咳嗽不发烧了，马上给孩子吃

大鱼大肉，甚至给甜食解馋，结果导致

孩子咳嗽反复。这就是中医讲的“食

复”现象——大病愈后，因饮食失节而

致疾病复发。所以，恢复期一定要“管

住嘴”。

针对处于恢复期的人群，薛新颖建

议：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要戴好口

罩，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有基础疾病

的人；注意室内空气流通，尽量多通风；

要早睡早起，充分休息，清淡饮食，提升

免疫力。

“ 完 全 恢 复 后 ，建 议 及 时 接 种 疫

苗。”薛新颖补充道，“支原体肺炎没有

专门的疫苗。既往研究提示，感染流感

后 产 生 的 抗 体 一 般 持 续 3 个 月 至 半

年。所以，在流感痊愈大概 3 个月至半

年后，可再次接种流感疫苗。肺炎链球

菌感染 6—9 个月后，可以再次接种肺

炎疫苗。”

当心呼吸道感染恢复期症状反复
——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热点问题解读之三

◎本报记者 代小佩

“食品标签虽然小，但关乎公众消费得安不安

心、喜不喜欢、明不明白。”11月 21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联合举办数字标签沙龙，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君石在会上表示，食品标签数字化让公众有了

了解食品的新渠道，应注重数字标签的标准化引

导，避免添加剂“妖魔化”等不良导向的问题出现。

“数字化是各行各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

面，当前食品消费过程中存在安全、营养、健康方

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望通过数字化标签方式

进一步缓解。”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表示，消除

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将有效减少公

众因不了解产生的恐慌。

为此，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年启动了数字标签

的试点工作，委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会

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中国物

品编码中心，组织相关食品生产企业开展数字标

签应用研究、行业调研、产品试点等一系列工作。

数字标签让信息传递更流畅清晰

食品标签是维护消费者知情权的重要载体。

“企业应该通过标签向消费者传递哪些信息，通则

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主任李宁表示，例如都是酸奶，如果标注“发酵

乳”，表明它是以乳和乳粉为原料经菌种发酵制

成，不添加其他配料，而“风味发酵乳”则可以添加

糖、果蔬谷物等其他配料，因此，食品标签传递的

信息必须准确、真实、与实物相匹配。

在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基础

上，数字标签可以囊括更多信息，也可以通过页面

放大、语音识读、视频讲解等功能优化展现方式。

在现场，科技日报记者扫描了某品牌方便面的数字

标签，除了传统信息外，还可以点击观看冲泡视频。

据介绍，已有 20余家企业的 40多款产品加入

了数字化标签的试点工作，包括乳制品、植物油、糖

果等食品类别。部分产品已经进入市场，其他产品

预计将在年底前陆续进入市场。通过数字标签，消

费者使用“扫一扫”就可以看到商品更准确、全面的

信息，解决传统标签篇幅受限、字小不方便等问题。

“在试点过程中，与消费者健康密切相关内容仍被强制要求在标签上标识，

而像生产经营者地址等消费者关注度不高的内容则在数字标签中展示。”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中心主任朱蕾介绍，数字标签为实体标签留出了更多

空间，那些需要强制标识的内容就可以放大字号，更便于消费者获得关键信息。

符合当前电子化、物联网发展趋势

“食品标签承载着保障食品安全、传递食品信息等多重功能，但我国消费者

对于食品标签的认知还存在不足，食品标签的管理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孙宝国

表示，期待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进一

步规范标识要求并尽快发布，更好地服务于百姓健康和行业创新发展。

据悉，正在组织修订的 GB 7718也将纳入关于数字标签这一食品标准的“新

载体”内容，对其应用原则、要求和展示内容进行规定，为食品生产经营和市场监

管提供规范依据。

参与沙龙的试点企业代表表示，数字标签方便维护，提高了食品企业在食品

标签管理工作上的效率和准确率，也可以有效节省食品企业在标签设计、印刷、

审核中的人力及物力投入，减少食品标签维护和调整成本，同时增加相关管理的

时效性，帮助企业适应当前电子化、物联网的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物品编码组织也在全球推动物品编码载体从一维码向二维码的

迁移，二维码应用能通过自动识别传输和交换信息，支持结算物流，实现监管方

面的多项业务功能。”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总工程师李建辉表示，我国开展的数字

标签试点工作符合国际发展趋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标签的

推广应用将在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需求的同时，兼顾产业

生产经营和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实现食品标签管理上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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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星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1日电 （记

者付毅飞）记者 21 日从银河航天公司

获悉，该公司正在研制新一代通信卫

星，其将用于支持未来手机直连卫星的

宽带通信需求。

银河航天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徐鸣在当日于重庆举办的首届明月湖

空天信息产业国际生态活动上透露，这

种卫星外型好像“太空飞毯”，平面上既

有可以通信的天线，又有可以把太阳能

转换成卫星能源的太阳片，是一种相控

阵天线和太阳翼一体化的通信卫星，其

关键技术称为“翼阵合一”。

天线是卫星通信系统的核心部分，

是决定信号传输质量的关键因素。使

用大型天线可以提高信号接收和发射

的增益，从而提高通信质量。“翼阵合

一”的卫星能让天线面积巨大的同时具

有强大的能源系统，可以使卫星在传输

信号的时候功能更强大。

据悉，目前银河航天已完成“翼阵

合一”卫星的二维展开关键技术攻关。

通常，卫星天线或太阳翼是沿一个方向

（多为横向）展开，所谓二维展开，是指

卫星天线、太阳翼在横和纵两个方向有

序展开。

针对卫星平台和相控阵大小颠倒

的构型，不能用传统星箭连接压紧、分

离的方式，技术团队设计完成一体式

释放方案；针对超大面积阵面展开精

度高、展开刚度大的要求，技术团队突

破了折叠压紧、在轨二维有序展开、减

缓展开冲击等技术挑战，完成了适用

于卫星巨型天线及太阳翼一体化阵面

展开的研制，并将继续开展翼阵一体

化高效散热、分布式电源等关键技术

攻关。

徐鸣透露，未来银河航天将加速开

展相控阵天线、星上大能源、数字处理

载荷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我国正在研制像“飞毯”一样的卫星

11 月 20 日—21 日，首届明月湖空

天信息产业国际生态活动在重庆举行，

空天信息产业国际生态联盟以及国内

首个空天信息产业共同体在渝发起，并

发布了国内首个空天信息产业基金群，

首批重庆市空天信息应用场景，探索空

天信息产业生态建设新模式。

“任何成功的合作中，开放、信任和

包容都是必需的，在空天信息产业领域

也是如此。”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执行

董事奥利维尔·康坦特表示，空天信息

产业规模今后有望达到 1 万亿美元，产

业链长、涉及面广，需要参与的各方通

力合作。

中国宇航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一然指出，当前空天信息产业成为众

多省市和区域产业发展的关注热点，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部分供给不足的问题，

成为国家队的补充力量。

空天信息产业国际生态联盟筹备

组代表、重庆数创园董事长杨淳至指

出，重事业轻产业、重建设轻运营、前景

大投入小是当前我国空天信息产业的

现状。如何破题，需要“理念、技术、制

度、模式”的集成创新。

活动中，空天信息产业国际生态联

盟正式发起，联盟旨在打造全球空天信

息产业力量聚合平台和协同创新平台，

突出国际化、市场化属性，推动政、产、

学、研、投深度融合。

空 天 信 息 产 业 基 金 群 总 规 模 为

1000 亿元，由国家产业投资基金、重

庆渝富控股集团、航天投资控股等 10

家投资机构共同启动发起。基金群

将围绕空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通导遥空天大数据的运营和应用关

键环节重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培育

一批全球标杆企业、独角兽企业和上

市公司。

同时，我国首个空天信息产业共同

体发起成立。共同体将由产业生态图

谱上不同环节重点企业组成，旨在搭建

建设和运营两大平台，形成建设端和运

营端协同发展的体外垂直一体化组织

模式。蓝箭航天、银河航天等 19 家企

业作为首批成员完成签约。

此次活动中，首批 15 项重庆市空

天信息应用场景发布，包括基于卫星互

联网的车载通信及导航应用项目、基于

高精度定位的电力地质灾害监测系统

项目、运输船舶北斗系统启用项目等，

需求方分别来自重庆市下属的公安、自

然资源、交通、应急、林业、能源等多个

领域的政府机构及相关单位。

此次活动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

空天信息产业国际生态联盟、中国宇航

学会承办。

重庆探索空天信息产业生态建设新模式

11月21日，首趟“敦煌号”（敦煌—
天津港—泰国）铁海联运国际货运班列
装载1000吨石棉从甘肃省敦煌铁路西
货站综合货场驶出，将经天津港通过铁
海联运发往泰国曼谷。这趟班列是敦
煌继 2022 年中老铁路（敦煌—万象—
曼谷）国际货运列车、“敦煌—钦州港—
印尼”西部陆海新通道石棉班列、2023
年 5月“敦煌—宁波—曼谷”铁海联运
石棉班列开行后的第4趟石棉班列。

图为首趟“敦煌号”（敦煌—天津
港—泰国）铁海联运国际货运班列驶
出敦煌铁路西货站综合货场（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发（张晓亮摄）

国际货运班列

“敦煌号”首发

科技日报广州11月21日电（记者

叶青 通讯员邹文平）21日，记者从广东

省农科院获悉，该院易干军研究员领衔

的香蕉遗传改良团队与广西大学陈玲玲

教授团队合作，破译了香蕉新品种“美食

蕉”的基因组，首次在国际上组装出染色

体级别的异源三倍体香蕉栽培种（AAB）

参考基因组。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

《细胞》旗下的《植物通讯》上。

现代栽培香蕉品种大多为含 A、B

基 因 组 的 三 倍 体 或 二 倍 体 ，存 在

AAA、AAB、ABB 和 AA、AB 等不同倍

性 的 基 因 组 类 型 ，形 成 了 香 牙 蕉 、

Plantain 等 20 多个栽培类型。除 A、B

基因组外，还存在 SS、TT 等基因组，香

蕉栽培品种类群的遗传背景极其复

杂，其起源和演化是研究界百余年来

悬而未决的重大科学问题，极大限制

了现代香蕉育种的进程。

近年来，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香

蕉资源圃通过大规模引进、收集，现保

存有各类种质资源超过 600 份，是世界

最大的香蕉资源圃之一。此次研究以

团队新选育的“美食蕉 1号”和 Silk品种

为对象，完成了其单倍型基因组的组装

解析，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阐明

香蕉遗传多样性奠定了基础。团队通

过分析基因组来源，首次精确阐明了

Plantain和 Silk的祖先贡献。

针对“美食蕉 1 号”品种具有抗枯

萎病的特性，团队通过比较基因组学挖

掘并经过功能验证，发现了一些新的转

录因子，这些转录因子可能通过强化细

胞壁，在植物防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食蕉’富含类胡萝卜素和淀

粉，这些物质在不同品种的三倍体香蕉

中含量差异较大，我们结合基因组、转

录组和表型数据探讨了 Plantain 和 Silk

中造成差异的遗传基础，从而可帮助改

善香蕉的营养品质。”易干军说。

香蕉新品种“美食蕉”遗传密码破译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

刘园园）记者21日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

（以下简称“中国煤科”）获悉，该集团所

属重庆研究院投资新建的国内首条连续

流钻具自动化生产线日前顺利完成验收

并投产。这是中国煤科重庆研究院在建

成煤炭行业首个矿用仪器仪表智能工厂

后，又一个建成投产的智能制造项目。

中国煤科重庆研究院钻探分院制

造工艺研究所副所长田乐意介绍，这

条生产线可年产 3.2 万根高品质的定

向钻杆。这些定向钻杆主要用于煤炭

开采过程中的瓦斯抽采和水害治理，

起着传递动力和循环介质的作用。

“该生产线采用关节机器人和地

轨进行自动上下料，同时集成了在线检

测、过程参数实时采集和追溯功能。这

样就改变了传统的‘孤岛式’生产方式，

实现了钻杆全工序连续流自动化生产，

大大降低了生产线在制品数量，提高了

物料周转效率，也提高了工厂的空间利

用率。”田乐意告诉记者。

据介绍，生产线采用双头同步自

动加工技术，减少了加工设备投入，生

产效率与传统方式相比提高一倍。此

外，生产线通过摩擦焊定尺焊接、物料

码追溯管理以及异常报警等方式，确

保产品的高质量、高性能、高可靠性。

目前，该生产线设备自动化率已达

到 95%、数据自动采集率达到 100%、在

线检测率达到100%。与传统的钻杆生

产方式相比，生产线工作人员减少70%，

生产成本降低20%，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显著提高。该产线生产的定向钻杆、打

捞钻杆、螺旋钻杆和常规钻杆等产品，将

在煤矿施工现场等场景投入使用。

国内首条连续流钻具自动化生产线投产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1日电 （记

者操秀英）中国海油 21 日发布消息

称，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深水导管架

“海基二号”在广东珠海成功封顶。它

的完工一举刷新了高度和重量的两项

亚洲纪录，对进一步提升我国深水超

大型海洋油气装备的自主设计建造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导管架相当于固定式海

上油气平台的“基座”，用于支撑平台的

庞大身躯与巨大吨位。“海基二号”导管

架总高度为338米，超过北京国贸三期

主楼高度，重量达3.7万吨，所用钢铁接

近国家体育场“鸟巢”的钢结构总重，高

度及重量均为目前亚洲之最。

“海基二号”位于台风多发区域，

海况恶劣、风浪和内波流巨大，随着水

深增加，承受超万吨环境荷载的超大

型海洋工程结构物的设计建造技术难

度急剧增加，“海基二号”的巨型“吨

位”，已接近国内建造场地承重和吊装

设备承载能力极限，由此引起的地基

沉降、复杂受力计算、大型吊装、精度

控制等一系列挑战，都达到了国内固

定式海洋平台之最。

据中国海油“海基二号”建造项目

经理王民锋介绍，项目在国内导管架

平台建造中首次大规模使用 S420 高

强钢，在提升强度的同时大幅降低结

构总重，攻克超大型深水导管架自主

设计、超大吨位结构物联合吊装、高强

钢焊接工艺自主开发等技术难题，在

300 米以上水深导管架平台设计建造

技术领域走在亚洲前列。

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基二号”主体结构完工

◎本报记者 雍 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