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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就在身边 擦亮您的双眼 我们与您同行 共创美好空间

■第二看台

■医卫动态
文·黄兴华 帅 才

文·本报记者 段 佳

■知识链接

■ 简讯
心血管疾病正成为我国公众健康的隐性杀

手，而要预防心血管疾病必须保证动脉血管健

康。12 月 1 日，全国“动脉血管健康管理”项目在

此间正式启动。与此同时，预防动脉血管疾病将

实行关卡前移的“零级预防”。

12 月 1 日，由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主办，中南

大学湘雅三医院等承办的 2012年全国健康管理示

范基地建设研讨会，通过了中国动脉血管健康管

理实施方案，正式启动了全国动脉血管健康管理

项目。

近年，由于人群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水平上升

和人口老龄化，我国人群心血管病（主要是冠心

病、脑卒中和周围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

上升，发病年龄提前。根据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

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心血管病现患人

数估计约为 2.3亿，每 10个成年人中有 2人有心血

管疾病。我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病的人数达 350

万人，每年用于主要心血管病的医疗费用高达

1300亿元。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理事长白书忠表示，动

脉血管健康管理是指依据对全身主要动脉血管结

构、功能、微观生物学指标、危险因素的检测与监

测结果，做出对个体或群体血管健康状态与疾病

风险的评估，制定针对性的个体健康管理处方与

群体健康管理方案，并付诸实施，以提高公众的血

管健康水平，降低动脉血管相关性慢性疾病的发

病率、致残率及致死率。而“零级预防”是指通过

人群干预，预防危险因素在整个社会流行，从而提

高人群的健康水平。

据了解，血压与动脉血管健康管理项目的主

要预期目标包括研究制定动脉血管的健康管理标

准、遴选并集成动脉血管健康管理的适宜技术与

方法、建立动脉血管健康管理的信息标准与数据

库、利用项目中被干预人群的健康资料建立心血

管疾病的预测模型等项内容。

白书忠称，通过动脉血管健康管理项目的实

施，可探索并推广实施动脉血管的有效健康管理

模式，控制被干预人群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危害。

（据新华社）

我国启动动脉血管健康管理 实行“零级预防”

12 月 2 日，我国中东部出现了范围比较大的

大雾天气，中央气象台 12 月 3 日继续发布大雾蓝

色预警，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局部地区有

能见度不足 200米的大雾。雾天给公路、民航出行

带来了较大影响，也给人们的生活、身体健康带来

了影响。

冬季养生贵在空气新鲜，“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要早睡晚起，避寒保暖。保证充足睡眠时间

尤为重要，从传统养生学的角度讲，冬季适当地

增加睡眠时间有利于人体阳气的潜藏和阴精的

积蓄，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健康

状态。

研究表明，冬季清晨空气污染最为严重，各种

有毒有害气体因夜间温度下降而沉降于地表，只

有待太阳出来，地表温度升高后，才能升高向空中

散去。

特别是冬季的清晨常常有雾，雾天不仅给交

通造成不便，也能损害人体的健康，自古就有“秋

冬毒雾杀人刀”之说。据测定，雾滴中各种酸、碱、

盐、胺、酚、尘埃、病原微生物等有害物质的比例，

比雨滴高出几十倍。如果冬季清晨在雾天锻炼，

随着运动量的增加，人的呼吸势必加深、加快，会

更多地吸入雾气中的有害物质，从而诱发或加重

支气管炎、呼吸道感染、咽喉炎、眼结膜炎等诸多

病症。

很多喜欢晨练的中老年人，在冬天天不亮，迎

着雾气就出去锻炼，其实这不是锻炼身体，这是在

瞎折腾，是在“糟蹋”自己的身体，经常如此，必生

大病。

冬季天气寒冷，室内的温度要适宜，室温以

18℃—25℃最合适，室内温度过高或过低都对健

康不利。室内温度过高，会造成室内外温差过大，

易引发感冒；室内温度过低，人体长期生活在低温

环境中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被

褥的厚薄应根据室温的变化适当调整，以人体感

觉温暖而不出汗为度。外出所穿的棉衣应以纯棉

布为宜，要松软轻便、贴身保暖。

冬季人体还要特别注意的保暖部位是颈部、

背部和脚。

一要注意颈部保暖。有的人在冬季持续咳

嗽且不易治愈，仔细观察一下，原来是因为穿开

领服装暴露颈部，使寒冷的空气直接刺激气管所

造成的，而改换高领服装并加用毛围脖后症状便

消失了。

二要注意背部保暖。背部是人体的阳中之

阳，风寒等邪气极易通过背部侵入而引发外感性

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注意背部

保暖，宜穿棉背心，睡时也要保暖背部，避免寒邪

侵袭，以免损伤阳气。

三是注意脚的保暖。足为人体之本，是三阴

经之始，三阳经之终，与人体十二经脉、脏腑、气血

相联系。常言道“寒从脚下起”，因脚远离心脏，供

血不足，热量较少，保温力差，所以脚的保暖很重

要。除了白天注意对脚的保暖外，每晚坚持用热

水洗脚可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有增强机体防御能

力和消除疲劳、改善睡眠的作用。

秋冬晨雾“糟蹋”身体
文·毕宝良

辐射雾的概念
指由于地表辐射冷却作用使地面气层水汽

凝结而形成的雾，并不是指这种雾具有辐射性。

辐射雾在北方冬季、初春和秋末等季节比较常

见。主要出现在晴朗、微风、近地面、水汽比较充

沛的夜间或早晨。随着太阳的升高，地面温度上

升，辐射雾也会立即蒸发消散。所以，早晨出现

辐射雾，常预示着当天有个好天气。民间“早晨

地罩雾，尽管晒谷物”、“十雾九晴”的说法就是指

辐射雾。

辐射雾的特征
季节性和日变化：秋冬季居多；多在下半夜到

清晨，日出前后最浓，白天辐射升温逐渐消散。

与地理环境有关：潮湿的山谷、洼地、盆地。

尺度：厚度几十米到几百米，平均 150米左右，

水平范围不大，分布不均，常零星分布，在平原上

也可连成一片。

辐射雾的危害
辐射雾是在冬季最常见的一种雾，但对人体

不具有辐射性伤害。但当大雾弥漫时，空气中的

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会与大气污染物发生一系列

物理化学反应，从而产生新物质。如二氧化硫在

大气中被氧化后，与雾滴结合成硫酸气溶胶，这一

新物质的毒性要比原来的物质提高数倍以上。而

且大雾时往往存在逆温层，空气无法对流，空气中

的污染物很难扩散，所以对人体危害也很大。

辐射雾与平流雾的区别
辐射雾主要是因为夜间地面辐射冷却，使空

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所致，因此雾多发生在夜最

长、气温最低的冬季。只要满足条件，在大部分地

区均可形成。

平流雾是暖湿空气移到较冷的陆地或水面

时，因下部冷却而形成的雾。通常发生在冬季。

一般出现在海边。

辐射雾

一边是对白酒里塑化剂的穷追不舍，众人质

疑食品安全如何保障？一边却是猎杀候鸟屡禁不

止，越冬的候鸟成了贪婪的饕餮者桌上盛宴，此时

食者不再关心“禽流感”的出处；一边是恐慌“吃猪

肉等于自杀”、“速成鸡”的激素含量，一边却是公

务消费定点商家里热闹的对国家级保护动物的舌

尖消费，此时餐桌上也无人问津野味是否经过安

全检疫。

国家一级营养师、健康顾问王雷军警告，寻求

野味满足口腹之欲，很可能招来身体健康的“杀

手”，野味的食用安全没有保障。

都是嘴馋惹的祸

据 报 道 ，今 年 秋 天 以 来 ，在 湖 南 罗 霄 山 脉

“千年鸟道”中，有一批候鸟被人捕杀；在天津北

大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部分遭毒手；

而在新疆，有一些候鸟被偷猎者伪装成家禽空运

贩卖……

就在 11月，中国鸟类学会副理事长马鸣，在国

际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大雁通讯》上写道：“过

去 3 年里，中国至少有 20 万只水鸟丧生。”而据估

计，这个数字比较保守。

环保专家表示，候鸟被捕杀，“吃”是最重要的

原因。民间一些人认为，活鸟血和鲜肉可以“大

补”身体，而在一些地方，吃野味依然是一种被向

往的饮食习惯。这些习惯和观念，客观上为猎杀

鸟类提供了需求和市场，因而猎杀行为日盛。

无独有偶，近日央视曝光，在江西省资溪县，

本该是动物天堂的山谷，却呈现出这样的画面：中

枪后吐血抽搐的猕猴、铁笼中惊惶失措的竹鼠、堆

满野生动物的冷库、挂着“公务消费定点商家”的

野味餐馆……这些画面通过央视记者的镜头呈现

在观众眼前，一条捕杀、交易、食用野生保护动物

的产业链曝光。

调查显示，在江西省资溪县当地的一些餐馆、

酒楼，经营者偷偷宰杀出售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猕

猴，食客则偷食大雁、獾猪、竹鼠等受国家保护的、

有益或者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

物。一家名叫老娄龙虾的野生餐馆已经开了十几

年，餐馆老板介绍，有一批固定的熟客，每次有好

的野味，只要一个电话食客们都会如约而至。

为嘴伤身值不值

分析食用野味的原因，想要滋补、出于好奇是

重要原因。中国林业部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

对象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 21个城市，调查表明，

主要有两种食用野生动物的心态，其中 38%的人

是出于好奇心，还有 40％左右的人是认定了野生

动物中含有很多比较特殊的营养。

很多人认为，野味美味而且滋补，甚至认为，

野生动物都是有机食品，没有污染，因此“野生的

一定补”。王雷军却指出，从现代营养学的观点来

看，野生动物和人工饲养的动物没有明显区别，而

且从现在的研究成果来看，还没有发现野生动物

含有任何其它动物性食品不能取代的东西，仅仅

食用单一的食品也很难说有什么特别的营养价

值。因此野生动物的营养价值高于人工饲养动物

的营养价值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据有关部门对家禽、家畜和几种野生动物的

营养分析比较，它们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能量

等主要指标上相差无几。若要为身体补充能量，

基本上吃牛肉和鸡肉已经足够，根本犯不着专程

找珍稀野生动物进补。而且，从品尝角度而言，受

生长环境影响，野生动物肉质成分中肌肉较多，脂

肪较少，口感上并没有优势。

吃野味被推崇还因为不少人认为野生动物生

长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食用的是自然生长的动

植物，不像人工饲养的动物饲料里有很多添加剂，

吃野味似乎是选择了安全食品。殊不知，野味也并

非绿色食品。王雷军说，由于全球环境普遍受到严

重污染，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恶劣，同样存在遭受污

染的境况，甚至比家禽所受污染更甚，人若吃了因

污染导致基因突变的野生动物，则可能诱发癌症

等恶性病变。王雷军特别强调，一般人可能不太

了解生物富集作用，这也是吃野味危害健康的一

个环节。生物富集作用是指生物将环境中低浓度

的化学物质，通过食物链的转运和蓄积达到高浓

度的能力。仅农药 DDT 最终在水鸟类体内含量

可为原水含量的 833万倍，陆地生物也一样有富集

作用。人体作为生物链的最高端，食用了这些富

集农药残留的动物，其健康可想而知。

很多食用野味的人追求野味的鲜味儿，这

也 给 自 己 的 健 康 埋 下 了 更 大 的 隐 患 。 王 雷 军

说，非法出售野味的餐馆酒楼，由于常常是偷偷

摸摸进行野味经营，所以在加工时就会存在粗

制滥造的问题，再加上食客“求鲜”的要求，往往

不能够保证煮熟烧透。于是，也就根本无法确

保杀死野生动物携带在其肌肉、血液及内脏里

的病毒及寄生虫。而且并非所有的病原体都可

以通过加热杀死，有些病原体可以抵抗 100 摄氏

度以上的热度。

另外，毒杀是现在很多野生动物被捕杀的方

式，造成作为野味的野生动物体内含有大量毒素，

食用后有可能引起急性或者慢性中毒。

野味里藏着“野蛮”

人们食用的家禽、家畜肉类产品都是经过卫

生防疫部门严格检疫之后才投放市场的。而野味

往往来路不明，人类对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方式

缺乏了解，食用野味很不安全。

北京航天总医院医生李燕坤介绍说，野生动

物可能患有多种疾病，其脑、血液及肌肉中含有病

毒、寄生虫（如肺吸虫、血吸虫等）。通常情况下，

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的病原体不会传染给人类，只

有在人类破坏其生存环境或者猎捕、进食野生动

物的时候，病原体才会传染给人类。尤其是在吃

野生动物时，食客有可能感染上狂犬病、结核、鼠

疫、炭疽、甲肝等疾病。把野生动物作为食物，不

仅由于接触和食用可能会感染疾病，在猎杀、运

输、销售过程中，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也会传播

扩散。

人类在与各种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发现，曾

有多种伤及人类的有害病毒都源自野生动物。

1988 年，上海市发生罕见的甲型肝炎是毛蚶携带

的甲型肝炎病毒所致；1998年，在有些国家尼巴病

毒暴发，结果查明，这种人畜共患病的病毒宿主是

狐蝠。还有疯牛病、狂犬病、猫爪热、鼠疫、禽流感

等都是人畜共患的疾病。

王雷军表示，食用野生动物最大的危险就是

易患人畜共患病。目前世界上已经明确的人畜

共患病大约有 200 多种，比较严重的有 89 种，其

中包括有细菌类的、病毒类的、真菌类的、寄生虫

类的、衣原体类的、支原体类的等。在很多国家

流行的人畜共患病有 34 种，我国基本能确定的人

畜共患病有大约 90 种。我国的猕猴有 10%—60%

携带 B 病毒，这样的猕猴把人挠上一下，都有可

能致人感染，而生吃猴脑感染的几率更大。

李燕坤解释说，病毒也是一种生物体，而且是

一种比较特殊的生命体，它需要附着在其他别的

生命身上，否则自身无法生存。由于这样或者那

样的原因，病毒从一类物种跑到其他类物种身上

时，由于新的宿主对它没有控制能力，所以病毒就

会大暴发。SARS 病毒就是从果子狸身上跑到了

人类身上，由于人类对它没有一种抑制作用，导致

了整个疫病的流行。又比如艾滋病病毒在自然状

况下是储存在某些非洲的灵掌类动物身上，这些

灵掌类动物本身并不发病，但是由于人类和这些

灵掌类动物之间发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使

得病毒跑到了人类身上，在人类之间发病和流

行。再比如埃博拉病毒，1976 年埃博拉病毒在刚

果暴发，也是由于人吃或者接触这些野生动物，使

得病毒跑到了人的身上。

王雷军表示，追根溯源，病毒是一种很自然的

生命，如果人类不去干预大自然，它们本身在自然

界里是不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而由于人类过多

地干预了大自然，盲目地食用野生动物，导致了这

些灾难。

野味：舌尖上的野蛮“杀手”

11月 20日，来自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专家，在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为已经恢复
健康的13只东方白鹳进行环志，方便对它们进行跟踪监测。这13只东方白鹳于11月21日在北大
港水库湿地放飞。

自 11月 11日东方白鹳在北大港水库湿地遭毒杀事件发生后，被成功救治的东方白鹳共有 13
只，打捞上来死亡并交由警方处理的有20只。目前，13只被救治的东方白鹳已完全恢复健康，具备
野外放飞条件。

图为工作人员抱着已经环志的东方白鹳。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专家指出：人类疾病和死亡
很多与水污染及饮水不当有关

据新华社消息，“据 WHO 调查（1998）：80％疾病和 30％死亡

与水污染及饮水不当有关。因此建议，公众要树立‘饮水决定健

康’的意识”；“近 20 年来，各种饮料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儿童、

青年人补充水方式之一。一些人喝饮料补充水超过人一天需要

的 30％，有的儿童甚至达到 100％，白水一口不喝。这种现象应该

引起我们的重视。”……

上述观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教授于康，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树峰等

专家在“科学饮水与儿童身心发展研讨会”上提出的。

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家

庭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科学饮水与儿童身心发展研讨会”12

月 2日在京举行。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刘海荣说，今天研讨的主题是科学饮水与儿童健康的关系，

从我国的现实出发，探讨儿童喝什么水，怎么喝水，推进家庭建立

科学饮水的观念，培养儿童健康饮水的习惯。希望依此唤起家庭

和社会进一步关注儿童饮水的大事，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全国医师资格考试将新增
控烟内容

据新华社消息，关于烟草控制的内容将被加入到最新修改的

全国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之中，并有望从 2013 年起，成为医师资格

考试的必考内容。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三处处长何慎 11 月 30 日在杭州闭幕的全

国医学院校戒烟策略和政策研讨会上表示，伴随着国内对控烟重

要性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新近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医师资格考试

大纲在修改和调整过程中，特别调整和增加了烟草控制的知识

点。这意味着，烟草控制的相关知识已成为中国一名合格的医师

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知识。

今年的考试大纲修改不仅调整和新增了部分的控烟内容，而

且还将这一知识点纳入口腔类别考生应知应会的内容当中。至

此，关于控烟的知识内容不仅纳入了临床、口腔、公共卫生三个类

别的考试内容，还成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两个不同级别考

生必考的知识点之一。

吸烟是当今世界人类健康的最大危险。据世界卫生组织估

计，全世界目前约有 11 亿吸烟者。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

的吸烟人群高达 3.2 亿。专家认为，除了带头不吸烟、担当社会

表率之外，医务人员应该主动承担起临床戒烟简易劝导干预的

重要职责。

作为一项行业准入考试，一年一度的医师资格考试是中国评

价申请医师资格者是否具备从事医师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与

技能的考试。

澄迈荣获“世界长寿之乡”
称号
本报讯 （孙川 文天）因盛产优质咖啡和“福橙”而享誉海南

岛内外的海南澄迈县近日又添另一美名——“世界长寿之乡”。

11月 22日，由东北亚经济论坛国际人口老龄化长寿化专家委员会

主办，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中国亚太研究会、联合国老

龄所、国际健康长寿会、世界健康长寿养生管理运行委员会协办

的海南澄迈县荣获“世界长寿之乡”授牌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澄迈县人均预期寿命高达 77.79

岁，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4.77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6.59岁。截至目

前，全县 80 岁以上老人有 18541 人，占总人口比例 3.30%；百岁以

上老人 215人，占总人口比例的 38.39/10万，大大超出中国和联合

国“长寿之乡”的规定标准。全县百岁老人绝对数和占总人口比

例，均居全国市县第一位。

目前，澄迈县 215 位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与子孙辈共同生

活，多数老人家庭已是四世同堂，部分是五世同堂。百岁老人的

身体健康状况总体良好，大多数百岁老人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比较

满意。大部分的百岁老人都行动自如，生活能自理，有一部分百

岁老人不仅耳聪目明、手脚麻利，还能穿针引线，并经常做些洗衣

劈柴喂猪等家务活。

澄迈县位于海南岛西北部，北临琼州海峡，毗邻省会海口市，

是中国绿色名县、世界富硒福地。据称，澄迈人健康长寿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悠久的人文历史、山青水秀的居住

环境、清新自然的空气、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健全的社会保障

体系为福寿之乡延年益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河南三门峡：越来越多的白
天鹅带着幼鸟来越冬

据新华社消息，在豫西的“天鹅城”三门峡市，一条大桥横跨流

经市区的黄河支流——涧河，桥上车流穿梭、行人来往，成群的白

天鹅在桥下戏水。

这是记者在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看到景色。公

园管理处工作人员韩铁艳介绍，由于越冬栖息环境的改善，现在从

遥远的北方带着幼鸟来越冬的白天鹅越来越多。据介绍，作为候

鸟，白天鹅在我国的迁徙路线分为三条：东线由西伯利亚沿海岸线

经东北飞往山东，在渤海、黄河入海口处越冬；西线由欧洲飞往新

疆巴音克鲁湖、青海湖越冬；中线由蒙古，经由内蒙古、陕西等地沿

黄河迁徙，在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越冬。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每年冬天，美丽的白天鹅都会从遥

远的北方来三门峡的黄河湿地栖息越冬。据统计，三门峡天鹅湖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建成后，白天鹅的数量由 2009 年的近 200 只增

加到 2011年的 700多只。

由于白天鹅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就在市区，为了防止侵扰，公园

管理处专门设立隔离带、隔离网，成立了“天鹅巡逻队”，设立了观

测保护点，并且规定禁止在景区内钓鱼，夜间更是禁止车辆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