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连线：走出雾霾路在何方？

膝关节炎患者需合理运动

“小糖人”渐多警惕横纹肌溶解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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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今年世界环境日中国
的主题是“同呼吸，共奋斗”。这表
明，空气污染引发更多公众的担忧，
不仅是难以看到蓝天，还有对民众健
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损害。

新华社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国环
境问题专家，听他们建言。

严格执法
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几乎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
多数发达国家是在严重污染事件发生
后才着手治理环境。专家表示，他们
的教训是“先污染后治理”得不偿失。

中国目前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但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

日本智囊机构“东京财团”研究
员染野宪治说，中国目前是复合型污

染集中爆发，大城市的空气污染物，
可以说集中了当年伦敦、洛杉矶和日
本工业城市的主要污染物，既有二氧
化硫、又有氮氧化物等。

染野宪治说，“先污染、后治理”
伦理上也说不过去。发展是为了国
民福祉，如果国民的生命健康因此严
重受损，经济增长就失去了意义。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张军锋说，
法律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保障。美国
在 1963 年通过第一份全国性空气污
染控制法案《洁净空气法》，而1970年
的修订法案则赋予联邦政府很大权
力，环境保护署随之成立并定期审查
空气质量标准。他说，解决问题的关
键是执法。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惠方
民认为，中国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已

相当完善，但执行、惩戒和监督力度
还远远不够。

此外专家指出，技术革新也是污
染治理的重要途径。加州理工学院
环境问题专家里奇·弗拉根教授说，
虽然目前科学技术对中国空气污染
治理的贡献率还比较低，但如果中国
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为其他发展中国
家提供经验。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环境科学系
教授迈克尔·霍夫曼对治理城市空气
污染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包括：禁止
露天焚烧垃圾；对燃料进行脱硫处
理；用天然气发电，并在发电厂安装
废气微粒过滤装置；改进汽车尾气催
化净化器；采用可降低氮氧化物排放
的清洁发动机；采用更高的燃油标
准；推广小排量汽车等。

对于城市空气污染突然加剧现
象，德国联邦环境局发言人约翰娜·
阿佩尔汉斯还建议采取一些应急措
施，包括禁止某类车辆行驶，或在污
染严重区域禁止所有机动车行驶；限
制或关停大型锅炉和工业设备；关闭
市内建筑工地等。

改变理念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是否真

的存在矛盾？专家说，改变理念非常
重要，应看到环境保护的长远利益。

张军锋说，改进技术使排放达标
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很多人认为这
意味着经济损失。事实上，技术改进
后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其他方
面节省费用。整体而言，技术改进还
可以增加就业、保护民众健康，从长

远看这非常值得。
惠方民说，应在经济增长和环境

保护之间作出平衡的选择，必要时应
容忍增长速度适当放慢。

环 境 保 护 也 应 是 每 个 人 的 责
任。霍夫曼表示，公众意识的提升
是污染治理的重要环节。他回忆，
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美国环境保
护教育氛围就很浓厚，老师经常会
教育孩子不乱扔垃圾，而孩子也会
监督家长行为。

德国专家建议每个人从点滴做
起，为空气质量改善作出贡献。具
体包括长途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短途骑车或步行；私家车尽量选
择小排量、低污染车型；在家不要乱
烧树叶和木头，使用节能家电和可
再生能源等。 ■张莹

膝关节炎患者不可不活动，但
也不可盲目活动，更不可强忍疼痛
活动。因为活动过度会导致关节劳
损，活动过少则会造成早衰。有膝
关节炎的中老年人应尽量避免爬楼
梯、打太极等运动方式，以防膝关节
的负荷过大而加重病情，并最终导
致功能障碍。

上海开元骨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吴鹏铎介绍，膝关节炎系多种原因
引起的关节软骨的非炎症性退行性
改变，并在关节边缘有骨赘形成，患
者常有负重痛、夜间痛，也可有关节
肿胀，可为关节积液，也可为软组织
变性增生，骨质增生或三者并存；严
重者有关节畸形，表现为膝内翻多
见，也可有小腿内旋，髌骨增大，肌
肉萎缩等；部分患者关节活动障碍，
活动时有各种不同的响声，关节僵
硬，关节不稳。

吴鹏铎说，膝关节炎到了晚期

出现功能障碍时，需进行全膝关节
置换，代价较大。此类疾病早期可
以进行保守治疗。有些患者多种问
题并存，如肿胀积液、粘连、赘生物
等，单一的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则可
以考虑综合性的治疗，以达到消除
炎症、松解组织、改善活动度、缓解
疼痛的效果，可有效改善关节腔环
境、延长关节寿命，对于中重度的骨
性关节炎患者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
用。

膝关节炎的治疗要着眼于早诊
断、早治疗。当患者出现症状，而关
节软骨尚未发生明显病变，并且关
节间隙没有变窄、骨刺没有达到显
而易见的程度，就要开始积极预防
和采取综合性治疗，并要定期到医
院进行检查。及时治疗不但可以延
长关节寿命，还可以减低后期医疗
费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吴鹏铎
建议。 ■宗禾

据新华社 随着生活条件改善，
“小糖人”越来越多。北京协和医院
内分泌科糖尿病中心副主任肖新华
呼吁重视儿童糖尿病防治：“家长对
孩子最好的爱，不是盲目满足其饮食
需求，爱孩子就该帮助孩子从小养成
良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要让孩子
少吃油腻食品，多吃蔬菜水果，注意
膳食平衡，孩子将受益终生。”

肖新华说，油炸快餐、含糖饮料等
高热量饮食导致儿童摄入卡路里过
多，加上课业负担重、户外运动少，体
重超标的孩子越来越多。儿童糖尿病

危险因素增加，发病率明显上升。
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巩

纯秀指出，儿童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发
生低血糖。低血糖会导致患儿语言、
记忆能力明显下降，重度低血糖抢救
不及时甚至会造成死亡。正因如此，
一些家长故意让患儿在睡前多吃零
食，以免夜间低血糖发生。这就导致
患儿血糖控制不佳，形成恶性循环。

巩纯秀强调，不但要关注患儿血
糖安全达标问题，也应关注他们的社
会心理问题，帮助患儿保持健康的情
绪，使其更好地接受治疗。 ■吕诺

又到了小龙虾膏黄肉肥的季
节。专家提醒，美食当前，警惕横纹
肌溶解症再度袭来。

不久前，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再
度收治了一例患横纹肌溶解症的患
者。在送到该医院时，这位小伙子已
经出现了呼吸衰竭症状。“他不仅有
咳嗽、胸闷、气急等，症状片子还显
示，他的肺就像一个七八十岁老慢支
患者的肺。”杭州市一医院重症监护
室副主任胡炜说。

在排除了肺部感染之后，医生询
问病史后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过
小龙虾。而居高不下的激酶指标和可
乐色的尿液也提示，他可能患有横纹
肌溶解症。随后的肌电图检查结果显
示确诊了这一判断。目前，在市一医
院的积极治疗下，患者病情有所好转，
但仍然需要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

横纹肌溶解症是因肌细胞产生
毒性物质而导致肾损害的一种疾病，
俗称肌肉溶解。横纹肌溶解症通常
发生在和我们的肢体运动相关的骨
骼肌。与肌肉受到大力撞击、长时压
迫、或是过度使用有关。另外，血管
阻塞以及特殊体质患者在服用过某
种特定药物之后，也容易引发横纹肌
溶解症。

食用小龙虾为何会导致横纹肌
溶解症目前在科学研究上尚无明确
定论。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主要成分
为草酸、柠檬酸和亚硫酸盐的“洗虾
粉”，在小龙虾的养殖环节使用的相
关药剂，可能是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
主要因素。

专家建议，鉴于小龙虾头部的重
金属、细菌、寄生虫等残留较多，因此
在食用小龙虾时，尽量不要吃头。在
发现出现肌肉酸痛无力、尿液呈可乐

色、腹泻等症状时，要及时就诊。
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区食药监

局的工作人员，对本区小龙虾的流通
销售作进一步了解。

据了解，目前本区市面上出售的
正规小龙虾都是专业养殖的，不存在
污水污染问题，也不必担心是否被洗
虾粉违规清洗。正规养殖的小龙虾
在出厂时养殖户必须提供农委发放
的养殖合格证明，以证明小龙虾的虾
苗、养殖方法、养殖环境均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才被允许卖给水产商、餐
饮商和居民，最终端上食客的餐桌。
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唐鸟林告诉记

者，工作人员在餐饮店检查时，主要
看这些商家是否能够提供养殖户开
具的养殖合格证明，以及龙虾的基本
质量，例如是否成活。

合格证明和成活两者兼备也并
不能表示吃小龙虾就是绝对安全
的。小龙虾作为水产品，的确会存在
寄生虫的问题。但寄生虫是贝壳类
水产品普遍存在的问题。区食药监
局提醒，外出吃小龙虾，应尽量挑选
具有食品加工资质的餐饮店，避免在
无证经营的大排档、路边摊食用。食
用小龙虾后如有不适，请立即就医并
向医生说明情况。 ■郑潇萌 张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