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科普吸引大学生参与
科技日报讯 （记者卢素仙）11 月

20 日，食品安全科普创新公益大赛——

2015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大

赛由国家食药监总局等联合主办，康师

傅控股有限公司支持，从北京出发，途

经 11 个城市，走进了全国 42 所高校，最

终回到北京，完成食品安全科普的圆满

旅程。大会对活动开展过程中表现突

出的团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权威专家

组成专业评审团对全视觉作品进行了

严谨审核，综合各方意见，结合网络评

选结果，最终评选出了全视觉大赛的优

秀奖项。

2015 年食品安全科普创新公益大

赛以全视觉作品和高校行活动为主要内

容，掀起了食品安全校园科普热潮。全

新的形式，带来科普的勃勃篇章。大赛

自今年 5 月 21 日发布征集令，历时半年

的时间，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征集全视

觉作品，并携手食药监管部门、权威专

家、企业、媒体等多方力量走进全国大学

校园，广泛传播食品安全科普知识，是食

品安全科普的有益尝试。

食品安全科普创新公益大赛，开创

了中国首个食品安全视觉化科普活动。

摒弃了以往的文字说教，以生动、活泼、

简洁、明快的视觉形式，鼓励大学生进行

创作，涵盖数图、漫画、海报、H5、视频等

多种形式，给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创作

空间。

据悉，食品安全科普创新公益大赛，

从新生代力量聚集的高校着手，进而辐

射社会。在 2015 年大赛高校行活动中，

2万多名大学生参与现场活动。

肛肠疑难病例征集工程启动
科技日报讯 （刘飞）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固脱疗法专业委员会成立暨

首届学术研讨会于 12 月 5 在北京圣马

克医院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世界中医药

学会联合会主办，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

门医院承办，北京圣马克医院协办，为

促进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挖掘、整理各学科特色固脱疗

法，建立和完善固脱疗法的学科体系，

创建多学科一体化及国际标准化平台，

推动固脱疗法的可持续发展及新药、新

技术研发。

据了解，此次会议上启动了为期

三个月的“全国知名专家联合会诊，肛

肠疑难病例征集工程”活动，活动指定

北京圣马克医院为工程的唯一定点医

疗机构。组建了肛肠疑难病例征集工

程 组 委 会 ，成 员 包 括 北 京 、天 津 等 10

余家三甲医院的近 50 余位临床专家、

教授，主要工作是针对肛肠科疑难疾

病开展病例征集、诊断治疗、学术讨论

等系列活动。患者可通过发邮件、信

件、网络预约、电话等方式参与。患者

可通过发邮件、信件、网络预约、电话

等方式参与，组委会进行病种分类筛

选，筛选后的患者将获得全国知名专

家的联合会诊，治疗后组委会将对病

患进行康复跟踪。

肺动脉高压是指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肺

动脉压力持久性增高，超过正常最高值时

即为肺动脉高压，分为原发性（或特发性）、

继发性两类。患者由于心脏严重缺氧导致

嘴唇、指甲都呈现蓝紫色。因此，该疾病有

一个极梦幻的名字——“蓝嘴唇”。可惜的

是，这个名字与性感无关，却与生死相连。

“肺动脉高压，对很多人来说还很陌

生，但它并不罕见，而且相当凶险。”南京市

第一医院副院长陈绍良教授介绍，因为病

人外表健全却行动受限。“他们因长期缺氧

导致嘴唇乌紫，胸闷、气短让她们的每一步

都无比艰难。”

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肺动脉高压

的流行病学和发病机制，病理学及病理生理

学深入研究，并关注其规范诊治。但肺动脉

高压的治疗效果始终不能令人满意，还有相

当一部分患者无法从单药治疗甚至联合治

疗中获益，致残率和死亡率极高。

据罕见病肺动脉高压公益组织调查数

据显示，我国现接受靶向药治疗的患者仅

25%，接受其他药物维持者 56%，未用药患

者 19%。而且目前，肺动脉高压治疗药品

未纳入医保，90%患者因无法承担高额医

疗费用中断或放弃治疗。

多见于年轻女性

肺动脉高压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肺血

管阻力进行性增高，右心压力负荷增加，其

致残和致死率颇高，却又极难诊断。它并

无特异性症状，常表现为活动后气短乏力、

胸痛、晕厥、咯血、心悸、下肢水肿、干咳等。

由于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甚至很多

临床医生都还没有这个疾病的概念，常被

误诊为心衰、哮喘、慢阻肺等，大部分患者

要看 3 个以上医生，辗转 2—3 年才能得到

明确诊断，因此这一疾病素有“心血管系统

的恶性肿瘤”之称。目前全球有接近 2500

万肺高压患者，如果早期不加治疗的话，患

者的平均生存寿命只有 2.8年。

陈绍良解释道，虽然这个疾病发病率

不是很高，尤其是其中的特发性肺动脉高

压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二。但是却成为年

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杀手”，很多 20—

40岁的年轻女性，心脏却像70岁老人，不能

唱歌、不能爬楼、不能奔跑、不能喝可乐，甚

至连系鞋带这样的小事也随时可能猝死。

由于肺动脉高压这个疾病确诊越早，

生存时间越长，因此早期诊断尤为重要。

因此专家提醒，对于中青年市民，如果出现

不明原因的气急、呼吸困难、浮肿，应加以

重视并及时就诊。

易误诊为冠心病

“确切来说，肺动脉高压不是一种病，

而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以肺血管阻力升高

为核心发病环节的临床—病理生理综合

征，导致右心负荷增加，右心功能不全，可

引起一系列临床表现，进而导致右心衰竭

甚至死亡。”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张航介绍，大部分肺动脉高压患者起病隐

袭，发展比较缓慢，开始可能仅有一些气

短、胸闷，休息后可以好转，不但患者对该

病不易引起注意，而且很多基层医生一听

到患者自述劳力性呼吸困难、憋气等，就认

为是冠心病甚至心衰。

张航进一步解释说，肺动脉高压主要

有两种类型，即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和继发

性肺动脉高压。原发性肺动脉高压的原因

是先天性的肺血管床发育不好；继发性的

肺动脉高压原因主要包括先天性心脏病，

或瓣膜狭窄或关闭不全。

“患有先天性心脏并静脉栓塞病史、结

缔组织疾病如红斑狼疮、系统性硬皮病或长

期使用抑制食欲的减肥药的人群，罹患肺动

脉高压的概率将成倍上升。”张航说，容易得

继发性肺动脉高压的主要是有原发病的患

者，比如有先心病、瓣膜病、反复的肺部感染

的患者。对于年轻患者尤其要注意家族遗

传性和特发性。呼吸领域最常见的病因为

慢阻肺和肺血栓栓塞症，若不积极治疗原发

病，易导致各种并发症，给治疗带来困难，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些人群要

提高警惕，定期去医院做体检。同时，通过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营养的膳食，不

要过胖和吸烟，避免劳累等方式来预防。

此外，血栓栓塞引起的肺动脉高压也

较常见。现在很多人以车代步，长时间坐

着不动，容易导致下肢静脉形成血栓，活动

后血栓脱落，造成肺梗塞，继而引发肺动脉

高压。

治疗有了新选择

一直以来，肺动脉高压都缺乏有效治疗

手段，即便在医疗发达的美国，医生也是束

手无策。“一个正常人爬5楼是没有问题的，

但一个肺动脉高压患者6分钟走100米都很

费力。”陈绍良透露，在没有靶向药物前，患者

确诊后的平均生存时间仅为2.8年。研发了

靶向药物后，5年以上的生存率也只有65%。

陈绍良指出，目前肺动脉高压还是一

个世界性的难题，大部分患者只能靠药物

维持治疗，但这些药物非常昂贵，一年下来

动辄几十万元。此外，治疗肺动脉高压的

药物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副作用很大，有些

患者压没降下来，反而产生严重的贫血。

在这一情况下，陈绍良率先发明的“经

皮肺动脉去神经支配术”为部分肺动脉高

压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出路。在第八

届左主干暨冠状动脉分叉病变峰会上，记

者了解到，“经皮肺动脉高压去神经术”是

地道的“国产”，也是全球独有的。

肺动脉高压的成因虽然复杂，但多与

交感神经的异常激活有关，而“经皮肺动脉

去神经支配术”正是从交感神经入手，通过

手术来缓解患者的病情。陈绍良在看到通

过“去肾交感神经”治疗高血压的方法后，

想到或许可以利用同样的原理来解决肺动

脉高压，并经过反复验证最终发明了这一

手术方法。经过临床对患者的治疗随访，

该方法确认确实可以帮助部分患者有效缓

解病情、提高生活质量，引起了国内外广泛

关注。目前已有 90余例患者从中受益，其

中包括 2 例美国患者、3 例法国患者以及 5

例俄罗斯患者。

陈绍良再三提醒市民，对于肺动脉高

压，最重要的还是积极预防、早期发现，这

样才能给患者带来更好的预后。

渴望自由呼吸的“蓝嘴唇”

据统计，我国目前心血管病患者达2.9亿

人，每10秒钟就有1人死于心血管病，所以心

脑血管病是目前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上海

远大心胸医院院长张大东教授提醒，由于冬

季人体新陈代谢缓慢，受冷空气刺激，血管会

骤然收缩，易导致血管阻塞，从而促使心血管

疾病的发作或复发，因此，每年11月至来年3

月，是心血管病引发猝死的高峰期。

张大东表示，一般血管狭窄 50%时并没

有明显的状况，但是冬天血管收缩的时候

会导致病情加重，出现症状，特别是一些血

管弹性较差的高血压患者，在冬季一天之

内的血压波动往往会增大，同时，寒冷也可

诱发冠状动脉痉挛，使管腔持续闭塞，或挤

压斑块使内膜损伤，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

使管腔急性堵塞，可导致急性心肌梗死。

因此高血压人群冬季保暖显得非常重

要，应避免身处温差大的环境，保证头、颈

部的暖和，这些部位受寒可引起末梢血管

收缩。

张大东院长目前就任的上海远大心胸

医院是中国一家从事心胸疾病诊疗的三级

专科医院，是上海市医保定点医院。张院

长特别提醒，很多人单纯以为冠心病的症

状不外乎就是胸闷气短伴有胸痛，的确，当

冠心病病症加重的时候，患者的心绞痛持

续时间比较长，而且发作的比较频繁，这是

最主要的信号。但冠心病患者身上容易表

现出的症状有很多，有些症状可能表面上

和冠心病关系不密切。

比如，冠心病的患者在病症发作前还

可能会表现出恶性呕吐的现象。同时，全

身也感觉比较乏力，甚至还伴随着大小便

失禁的状况。这个时候，患者本人及其家

属的第一反应可能并没有和冠心病联系起

来，以为是肠胃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有部

分患者会有出虚汗的情况，心里会感觉特

别难受，面色上也非常苍白，患者会因为憋

气而变得烦躁不安起来。

此外，有些冠心病患者，无胸痛发作，

仅表现为房颤、室早、房室传导阻滞等各种

心律失常，或以气促、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

等心衰表现为首发症状，临床上称之为“心

律失常和心力衰竭型冠心病”，是冠心病较

少见的一种类型。由于老年人常记忆减

退，感觉迟钝，对症状又不善表达，易被家

人及医生所忽视，所以，如果冠心病患者出

现了上述的类似症状，最好及时到医院进

行就诊，别忘了做一个常规心电图，而且同

时还需要服用一些像速效救心丸类的冠心

病常用药物。

专家简介：张大东，上海远大心胸医院

院长，主任医师，临床经验 30 余年，手术例

数 10000 余例。擅长治疗：冠心病介入治

疗、心血管介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

疗等。对不适合外科手术、同时伴有其他

疾病的疑难冠心病，通过冠脉介入疗法，可

改善冠脉血流循环情况，提高病人的生存

质量。

（杨依墨）

专家提示：冠心病患者冬季暖好头颈手
日 前,经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全 国

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

限 公 司 博 士 后 科 研 工 作 站 正 式 获 准 授

牌。燕京啤酒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授牌

标志着燕京啤酒暨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认可实验室建设

在科研体系综合平台建设之后迈出的更

加重要的一步。

燕京啤酒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建设，

将紧密围绕我国啤酒行业发展需求和首都

功能定位，打造出燕京核心技术研发平台，

使之成为行业顶尖的培养核心高技术人才

的摇篮，为燕京啤酒事业乃至整个酿酒工

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奠定坚实基础，为中国

啤酒行业的健康发展发挥良好的模范带头

作用，同时也为首都的经济繁荣做出更大

的贡献。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

不足谋一时。只有以百年发展为目标的企

业，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完成扎实

布局，获得更为长远的发展。燕京啤酒就

是这样一个企业，在长期的发展中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推动科技创新，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人才，推动了燕京啤酒的品质提升和

长足发展，让燕京啤酒在短短 30 年时间就

跨越了世界大型啤酒集团百年才能走完的

历史，成为世界啤酒行业前八强的巨型航

母，也为中国啤酒行业的健康发展发挥良

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燕

京啤酒集团为人才搭建一个公平、公正、公

开的平台，变伯乐识马为赛马识人，举贤任

能，注重培养，从而为燕京啤酒的不断发展

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在集团内部，燕京形

成了敬业爱岗、公平竞争、尊重知识和人才

的良好企业风气。每一个有能力、有事业

心的人都能在燕京事业中发挥自己的才

能，实现自我价值，一方面保证了企业持续

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促进人才的不断自

我提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

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燕京啤酒

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不断提升

产品品质，从而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任与厚

爱。在 2004 年，燕京啤酒集团自主研发了

中国第一支瓶装鲜啤，其诞生是中国啤酒行

业发展新的里程碑。2013 年，燕京啤酒推

出的原浆白啤，传承德国“纯净酿造法”工

艺，将最原始的营养、最极致的新鲜感受留

给消费者。

从清爽到鲜啤再到白啤，燕京啤酒利

用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口味，从

而让产品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成为消

费者心目中的宠儿。以人为本推动科技创

新，是燕京啤酒夯实百年企业目标的基础，

也是燕京啤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

步的根本。随着中国啤酒产业结构迎来调

整阶段，燕京啤酒凭借强大的竞争力，将迎

来更为广阔的发展。

（张伟云）

汇聚人才 智推燕京啤酒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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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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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与慢病防控系列报道之一二九

健康小帖士

在小儿先心病

的 诊 治 中 ，肺 动 脉

高压是最常见的并

发 症 和 合 并 症 之

一。有关统计资料

显 示 ，儿 童 先 心 病

中肺高压的发生率

约为 25%，而复杂先

心病中肺高压的发

生率约为 50%。

临床上一些没

有早期治疗的先心

病 患 儿 到 8 岁 —12

岁 ，已 经 产 生 了 非

常重度的肺动脉高

压 ，而 且 这 种 肺 动

脉 高 压 用 药 物 、手

术 不 能 逆 转 ，治 疗

会有很大困难。

■快讯

科技日报讯（记者项铮）11月 28日，“中

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动”专项基金成立，同期

启动了中脉安全自护嘉年华南京站的活动。

全球每年约有 83 万名儿童死于非故意

伤害，每天将近 2300 名。在中国每年因意外

伤害而死亡的儿童超过 20 万，平均每天有

540多个儿童因为意外伤害而死亡，儿童安全事故增多不仅

威胁儿童生命安全和家庭和谐，而且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大

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与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的安全

宣传教育上的缺失也有很大关系。

2014 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正式推出儿童安全教

育工程，中脉道和南京中脉公司携手中国儿童会共同发

起“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动”公益子项目，该项目计划

连续三年，共捐赠 1500万元用于在全国开展青少年安全

守护工作。

据了解，2013—2014学年，“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

动”已在京、浙、粤等 7个省市 20所中小学建设了 20间

中脉安全体验教室，开展志愿者活动 12次，受益青少年

达到 8 万人次。2015 年，将继续在全国捐建 15 间安全

体验教室，开展 3 场中脉安全自护嘉年华以及志愿者

贫困地区安全教育之旅、安全管理培训班、中脉志愿者

安全教育进校园暨消防共建等活动。此次举办的中脉

安全自护嘉年华南京站活动面对南京市民全面免费开

放，设立 3大主题 13个安全体验项目。邀请家长带领儿

童进行亲子通关式体验获得安全自救的本领，游戏中获

得奖品也极大鼓励孩子们在今后要牢记安全知识，学会

自护自救。

为帮助更多儿童和家庭学习安全知识，2015 年，

项目将在全国捐建 15 间安全体验教室、开展中脉安全

自护嘉年华、志愿者贫困地区安全教育之旅、安全管理

培 训 班 、中 脉 志 愿 者 安 全 教 育 进 校 园 暨 消 防 共 建 活

动。将项目影响从学校带入社区，影响到更多的儿童、

青少年，也通过活动让更多的家长了解青少年安全教育

的重要性。

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建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自创立之初，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就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为宗旨，启动青少年安全守护项目目的是提升儿童自

护、自爱能力，推动儿童安全教育工作。

“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动”专项基金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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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王波）“高血压作为生活方式疾病既涉

及到个人又涉及到社会，同时，也与政府相关。”在近日召

开的世界高血压联盟北京办公室专家委员会年度研讨会

上，国家卫计委疾控局监察专员常继乐指出，高血压是

专业性很强的社会性疾病，国家对此的指导思想不是政

治指导思想，而是一种社会性指导思想，就是建统一战

线打人民战争。

世界高血压联盟秘书长张新华教授介绍了世界卫生

组织及其他国家所做的高血压防控工作，“2013年世界卫

生组织全球健康会议通过了2013—2020年方案，主要目标

是2025年实现慢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减少25%，具体到2025

年实现慢病管理的9个目标，其中包括将血压未达标的比例

下降25%。”张新华表示，经过过去10年大

力的宣传和倡导，目前全球各国总体上在

卫生预防方面的投资在加大，但在慢病的

管理方面明显不足。今后，实现整个医疗

服务的全民覆盖，未得到治疗的患者或高

危者将是今后各国慢病管理工作的重点。

降血压成为慢病管理重点

B

“出门买西瓜，弯腰拿起的时候，骨折

了；坐在公交车后排，一颠簸，骨折了；感冒

打喷嚏，骨折了”，这些不是危言耸听，而是

发生在骨质疏松患者身上的真实案例。

11月 28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

记协联合发起、辉瑞健康药物部支持的“中

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骨质疏松防

治）”项目总结会在第十届中国健康传播大

会上举行。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骨质疏

松患者数量约 7000万，50岁以上女性在其

中所占的比例将近 80%，“大妈”已成为骨

质疏松症的重灾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慢病中心主任王临虹表示，对抗骨质疏

松，应以预防为先，国人应尽早为身体储备

骨量，为健康加“骨”劲。

骨质疏松症的大多数患者在早期没有

症状，随着人体骨质的逐步流失而出现症

状，晚期大多数病人会出现全身关节疼痛，

甚至稍有不慎受到磕碰便摔成骨折。骨质

疏松性骨折多发生于腕部、脊柱和髋部，其

中 20%的髋部骨折患者会在一年内死亡，

因此骨质疏松通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而在中国近 7000 万骨质疏松症患者中，50

岁以上女性患者约占其中的 80%，人数超

过 5000万。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推进，骨质疏

松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根据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发布的《中

国骨质疏松白皮书》，截至 2009 年，中国至

少有 6944 万人患骨质疏松症，另有 2.1 亿

人骨量低于正常标准，存在骨质疏松的风

险；而随着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和人口

寿命的延长，骨质疏松患者人数还将继续

增长。

一则来自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数据

表明，女性一生中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

概率风险达 40%，高于乳腺癌、子宫内膜癌

和卵巢癌概率风险的总和。这是因为人体

骨量一般在 35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骨量

开始流失且不可逆转。年轻时储备的骨量

越多，到达的骨峰值越高，可供日后消耗的

就越多，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也越低。因

此，预防骨质疏松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每个人都应该从年轻时就为自己打下一副

“钢筋铁骨”。

为此，专家表示，由于绝经期后的女性

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其骨量处于快速丢

失阶段，如果不及时补充钙质和加强健骨

运动的话，很容易发展成骨质疏松。

如何才能有效补钙，王临虹建议，阳

光、运动、钙补充剂，一个都不能少。

关于补钙，公众通常认为，从日常饮

食中就能获取到足量的钙质，但事实并非

如此。“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的

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日钙

摄入量只有 400 毫克左右，与中国营养学

会制定的 800 毫克至 1000 毫克的日推荐

摄入量相差甚远，缺口高达 600 毫克。因

此，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上，每天补充钙含

量在 600 毫克左右的钙剂可以有效地弥

补钙缺口。

骨质疏松发病激增 国人亟须加“骨”劲
□ 本报记者 李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