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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避免“卒”不及防 脑卒中又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
高等特点。专家表示，预防脑卒中发生，一定要保持合理饮食、适当运动、戒烟限酒、

心态平衡四大“健康基石”，同时要能准确识别脑卒中的征兆，积极应对，避免“卒”不及防。
中国卒中学会会长、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说，公众应熟记脑卒中早期症状识别口诀，送至最近的卒中救治中心

进行治疗。“每早1分钟开始溶栓，就可以挽救患者约190万个脑细胞，其获益也就越大。” ■ 新华社 勾建山

据新华社 随着秋冬季节到来，
近日包括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细
菌感染等多种类型的呼吸道疾病患
者有所增加。怎样甄别不同的呼吸
道疾病？“一老一小”如何科学应对？
针对公众热点关切，国家卫生健康委
日前组织医学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作出专业解答。

不同病原做好甄别 老
年人及早治疗是关键

“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
节，近期我们临床上观察到流感患
者、肺炎支原体感染患者数量逐渐增
加。”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
主任王贵强说，从整体看，流感病例
数有所增加；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趋
缓，预计入冬后可能有小幅波动；儿
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例增多。

王贵强表示，不论是流感、新冠
病毒还是肺炎支原体感染，一般成年
人感染后实际症状都较轻，但老年人
和基础病患者人群抵抗力相对较差，
是发展为肺炎和重症的高风险人
群。这些感染容易破坏脆弱人群的
上呼吸道免疫屏障，继发一些细菌感
染，从而导致病情恶化。

“对重症高风险人群来说，在早期
进行准确的鉴别诊断，及时针对性用
药很关键。”王贵强建议，重点人群若
出现高热、剧烈咳嗽、咳黄痰等肺炎或
其他上呼吸道感染表现后，要及时到
医院就诊、检测病原，并正确用药。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孙丽介绍，如果各年
龄层患者出现咳嗽或其他呼吸道疾

病症状，在不太严重、没有持续高烧
的情况下，选择社区医院可以更为方
便快捷地初筛就诊。

不是所有支原体感染
都会得肺炎 家长避免擅自
用药

“不是所有的支原体感染都会发
展为肺炎，因为绝大多数孩子都属于
轻症，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北京儿
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荃表示，肺
炎支原体感染是秋冬季比较常见的
儿童呼吸道疾病，每3至7年会流行
一次，家长们需科学看待。

什么是肺炎支原体，家中孩子出
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专家介绍，肺
炎支原体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它
的生物学特点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
是非典型病原体。假如家中孩子出
现体温 40 摄氏度以上、持续高热超
过 3 天；刺激性干咳，甚至影响正常
作息；精神状况差，频繁呕吐、腹泻，
以及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可能是感
染了肺炎支原体，需要尽早带孩子去
医院就诊。

近期，网络上出现“支原体用药
三件套”“儿童居家康复套餐”等所谓
支原体感染诊疗建议。对此，王荃表
示，不建议家长自行给孩子吃药。因
为儿童的体重较轻，且很多脏器功能
发育尚不健全，所以儿童用药需结合
其基础情况。有必要经医生评估后，
给出更安全的用药方案。另一方面，
从当前临床整体看，儿童病例中感染
流感病毒的情况更多，因此通过病原
检测后，才能对症下药。

带病上学不可取 专家
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一科主任徐
保平表示，肺炎支原体感染最主要的
影响人群是年长儿，也就是5岁以上
的学龄儿童及青少年。尽管目前 5
岁以下婴幼儿感染率略有增加，但总
体人数比年长儿少。

徐保平说，对于已经确诊感染肺
炎支原体的学龄儿童，还是要坚持居
家休息，不建议带病上学。这既有利
于孩子的尽早康复，也是对学校其他
孩子的保护。同时，学校方面在保证
室内温度的情况下，建议做到勤开窗
通风，并引导孩子们做好手卫生、保
持社交距离。

“目前我国流感活动处于中低水
平但呈上升趋势。”中国疾控中心病
毒病预防控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
王大燕表示，预计我国南北省份会逐
渐进入流感高发期，并出现秋冬季的
流感流行高峰。在此期间，流感聚集
性疫情可能会增多，聚集性疫情主要
发生在学校、幼托机构、养老机构等
人群密集的场所。建议公众勤洗手、
勤通风，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
生习惯。

徐保平表示，主动免疫对预防呼
吸道感染性疾病，特别是流感十分重
要。建议只要孩子没有禁忌症、符合
接种条件，都要积极接种流感疫苗。
不仅要给孩子们接种流感疫苗，孩子
的看护人和家中老人也应在没有禁
忌症的情况下积极接种。

■顾天成 董瑞丰

据文汇报 破解人类生命与健康
的奥秘，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二期作
为上海市市级科技重大专项，日前正
式启动。如果说2017年立项的首批
上海市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国际人类
表型组计划（一期）”为全球科学家共
同探索人类表型的奥秘初步构建了
统一的标准体系、跨尺度的科研平
台，二期计划的启动标志着全球科学
家将可进一步在形成国际共识的研
究框架下共同出发，为解答人类表型
及其调控机制这一生命健康的核心
问题开展实质性协同攻关。这也意
味着由中国科学家发起的国际大科
学计划——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正
迈向新征程。

近日，这一重大专项实施团队骨
干成员、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
和复旦大学的多位学者接受了本报
记者的采访。

全球研究团队协同，
“拼出”人类生命奥秘完整
“拼图”

近年来，国际学界越来越重视人
类表型组学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人类
表型组计划是后基因组时代生命科
学的战略制高点和原始创新源，也是
引领生命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和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副
院长、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执
行院长田梅告诉记者，“表型”，是指
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下的人体特征
或基因的表现形式。人类表型有物
理类表型，即人的结构性特征；化学
类表型，即人体的组成性特征；生物
类表型，即功能性特征。表型组则是
生物体从宏观到微观，从胚胎发育到
出生、成长、衰老乃至死亡过程中所
有生物、物理和化学特征的集合。

田梅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有一
对双胞胎，如果一个从小在赤道的低
海拔地区长大，一个在高纬度、高海
拔地区长大，他们会有完全不一样的
表型，不仅外表会产生差异，蛋白、代
谢和器官功能也会有不同变化。这
就是环境对人表型的影响，而这些影
响与他们的健康、疾病、寿命都息息
相关。

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表型组可以
说是人类生命奥秘的两大关键。田
梅告诉记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
群，基因和遗传特征本就存在差异，
不同环境又会对不同人群的表型产
生巨大影响，唯有全球各个地区的表
型组研究团队协同，才能“拼出”全人
类生命奥秘的完整“拼图”——完整
的“人类表型组图谱”。这，也是人类
表型组计划的最重要目标。

早在201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等中国科学家就
基于“测一切之可测”的理念，提出了
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的设想。其后，
在国家尤其是上海市重大专项支持
下，金力领衔上海核心科研力量，凝
聚国内外数十个顶尖科学家团队，牵
头推动人类表型组大科学计划在国
际科学界先行实质性启动。目前，已
有来自20个国家的24位科学家，包
括14位院士携团队加入。

重大专项一期的实施已产出一
系列重要创新成果，凸显创新策源功
能。同时，在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协
作组（IHPC）各国科学家大力带动
下，世界各国正加快布局人类表型组
领 域 ，美 国 已 成 立“ 表 型 组 健 康
（Phenome Health）”组织，开展“美国
人类表型组倡议”研究计划；澳大利
亚、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均建成国家人
类表型组中心；英国、欧盟和印度等
持续升级或启动表型组相关大型科
研计划。

七年四个“第一”，中国
在表型组研究领域奠定引
领优势

我国自2016年起就前瞻布局人
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2017 年
上海市将之列入首批市级科技重大
专项启动，由此汇聚起生命科学、数
学、人工智能、医学、药学、中医等多
领域专家学者。

“正是上海市持续多年的支持，
让中国在人类表型组学研究领域奠
定了引领优势。”田梅说。

上海市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国际
人类表型组计划（一期）”的实施，构
建起了一个国际协作网络。同时，中
国人类表型组研究协作组中，有我国
136名科学家，其中36位两院院士。
在此基础上，中外科学家正联合发起
一个新的国际科技组织——国际表
型组学会。

在2022年首次举行的中美科学
家表型组思享会上，美国四院院士莱
诺·胡德（Leroy Hood）听完中国科学
家的报告后坦言：“中国科学团队的
研究工作令人惊叹，已在表型组学基
础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
位被誉为“系统生物学之父”的科学
家对上海科学界取得的成绩更是赞
不绝口。他认为，上海是全球表型组
学研究的三大核心枢纽之首。

田梅告诉记者，“国际人类表型
组计划”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已达成
四个“全球第一”：建成第一个跨尺
度、多维度、一站式人类表型组精密
测量平台；建立第一个每人测量
24000 余个表型的自然人群深度表
型组队列；绘制第一张人类表型组导
航图，发现150万多个表型之间的强
关联，其中大部分为跨尺度关联、且
为科学界首次发现；研发了第一套多
组学标准物质“中华家系1号”，由此
奠定了我国和上海在人类表型组学
基础科研领域的国际领先优势。

记者了解到，在已绘制的1.0版
导航图中构建的 150 万多个表型间
的强关联，为科学界破解表型与疾
病、衰老等生命现象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关键线索。比如，复旦大学人
类表型组研究院陈兴栋团队研究发
现了多种代谢物与阿尔兹海默症等
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有着显著相关
性，为进一步研究这些疾病的发病
机制以及提前筛查、精准防治疾病
提供重要线索。

升级版启动，为新药研
发、疾病预测等提供更完整
信息

在一期已有成效的基础上，更多
人类健康奥秘的关键解答呼之欲
出。上海市已于今年8月立项并支持

“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二期）”市级
科技重大专项，并于日前正式启动。

专项二期将围绕“支撑大科学计
划持续推进”和“创新策源与范式推
广”两条主线展开，力争进一步巩固
和确立上海在人类表型组大科学计
划组织实施和人类表型组前沿研究
中的国际引领地位，持续推动范式变
革，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田梅介绍，专项二期将升级目前
的人类表型组导航图，最终形成一套
人类表型组全景“导航图”2.0版。人
类表型组全景“导航图”和人类基因
组图谱的结合将为新药研发、疾病预
测等提供更完整的信息，帮助人们更
科学地定义和认识健康的标准。例
如，对细分年龄段人群在血压、血糖、
BMI（身体健康指数）等表型中给出
更有针对性的正常值范围，使相关健
康标准的指导意义更精准、有效。

■姜澎

如何防治秋冬季高发呼吸道疾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解答热点问题

“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二期”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启动

解答健康奥秘更多关键所在

据新华社 近期，一些地方中小学
生“课间10分钟被约束”问题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部
有关负责同志。这位负责同志表示，
教育部高度重视学生课间休息，2021
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保
护规定》（教育部令第50号）明确，不

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
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
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在实际工作
中，要求中小学校每天统一安排30分
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每节课间应安
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

这位负责同志指出，教育部将进

一步督促地方和学校严格落实国家有
关规定，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
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
活动的做法。同时，将要求学校密切家
校社协作，争取家长理解和社会支持，
共同努力保障学生课间正常活动，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宗禾

教育部：督促地方和学校严格落实规定

保证中小学生课间正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