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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新华医院筹建国内首家胎儿医院
填补产科和儿科之间的学科缺口，构建一站式临床诊疗新模式

据文汇报 近日的2024上海市医
学会胎儿与宫内儿科医学专科分会
学术年会上传出消息：为填补产科
和儿科之间的学科缺口，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已正式筹
建国内首家胎儿医院，打破学科壁
垒，为妇幼健康事业开拓全新发展
格局。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
员、新华医院院长孙锟教授出任新华
医院胎儿医院院长。他表示，胎儿医
院的建立顺应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将
聚焦从受精卵至出生后两岁的生命
早期健康，开展胎儿疾病的多学科诊
断、治疗与研究。

国内胎儿医学正式作为产科亚
学科发展的建议及临床实践起源于
上海：2009年，孙路明教授开设国内

第一个专门为胎儿看病的门诊——
“胎儿医学一站式门诊”；2010年，产
科专家段涛教授在国内第一次明确
提出将产科分为三个亚专科：普通产
科、母体医学、胎儿医学，为胎儿医学
在国内合法合规发展奠定基础。

宫内儿科学则是由新华医院基
于儿科学的发展创设的一门新兴学
科。2021 年，孙锟在全球首次提出

“宫内儿科学”概念，标志着儿科诊治
平台进一步前移至胎儿期。

但是与胎儿健康密切相关的产
科、儿科等学科之间普遍存在壁垒。
孙锟表示，筹建国内首家胎儿医院，
为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融
合创造关键条件。新华医院胎儿医
院执行院长孙路明表示，面对母体及
胎儿两个“病人”，产科、儿科都需要

跨前一步，构建一站式临床诊疗新模
式，让患者“少跑动”。

新华医院胎儿医院主体由产科、
产前诊断中心，以及胎儿医学与宫内
儿科疾病诊治中心构成，辅以医院的
新生儿科、生殖医学中心、成人学科、
儿科及平台学科，构成对胎儿疾病防
筛诊治的学科体系。

当前，孙路明教授已在新华医院
建立胎儿医学专病门诊，三个月来已
接诊“胎儿异常”300余人次，胎儿镜
下胎盘吻合血管电凝术、射频消融减
胎术、胎儿宫内输血术及KCl减胎术
等胎儿宫内治疗新技术渐次落地，显
著提升对复杂胎儿疾病的治疗能
力。院方透露，随着新华医院奉贤院
区的建成投用，也将预留胎儿医院的
专门用地。 ■唐闻佳

一年之计在于春。医生提醒，应调整饮食结构，注意保暖，适当加强体育
锻炼，养肝养气。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据解放日报 假日里，少不了大
快朵颐，尤其是很多长辈为了难得的
团圆时光，为小辈准备了各种美味佳
肴，饭后免不了剩下一些菜肴或主
食。有的消费者选择放进冰箱慢慢
吃；也有的消费者看到网传“吃剩菜
会致癌”的说法，觉得剩菜剩饭弃之
可惜又无可奈何。

那么，假日里吃不完的饭菜，到
底该如何处理？

大可不必“谈亚硝酸盐
色变”

“剩菜会致癌”的说法由来已久，
理由是剩菜中含有大量亚硝酸盐，亚
硝酸盐在胃酸环境下，可与胃中蛋白
质的分解产物胺类反应生成具有极
强致畸性、致癌性的亚硝胺。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全面，是典
型的“脱离剂量谈毒性”。

一方面，即便不是剩菜，也不能
实现“无亚硝酸盐”。菜肴中的亚硝
酸盐不一定来自加工或调料，而是原
料自带。总体来看，蔬菜、肉蛋等都
自含亚硝酸盐，但平均含量在 3—5
毫克/千克，远低于《GB2762-2017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中规定的腌渍蔬菜中亚硝酸盐（以亚
硝酸钠计）20毫克/千克的上限。“谈
亚硝酸盐色变”大可不必。

另一方面，剩菜中的亚硝酸盐也
未必达到致癌标准。

实验发现，室温放置12小时后，
叶菜类的亚硝酸盐含量已明显上升，
有的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腌制蔬菜亚
硝酸盐上限量；放置24小时后，部分
甚至超过了 100 毫克/千克。但是，
所有冷藏保存菜肴的亚硝酸盐含量
都在安全值内。

可见，只要将剩菜冷藏放入冰
箱，就能有效遏制亚硝酸盐含量，不
会产生致癌剂量。

菜经过冰箱冷藏须充
分加热

虽然“剩菜会致癌”是谣言，但不
是说支持吃剩菜。

同时，虽然冰箱能遏制剩菜中的
亚硝酸盐含量增加，但不恰当的保存
方式会增加其他食品安全风险。

比如，有些消费者存放剩菜时没
有使用保鲜膜的习惯。殊不知，很多
细菌偏偏喜欢冰箱冷藏室的低温，它
们很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其中，李斯特菌在零下20℃的冷
冻室里能存活 1 年左右，更不要提
4℃左右的冷藏室。人被李斯特菌感
染后，容易出现腹泻，严重者还会发
展为败血症、脑膜炎等。

沙门氏菌也是冰箱里的“常客”，
喜欢在鸡蛋、肉类中生长繁殖。人被
感染以后，除了可能引发食物中毒，还
可能导致伤寒、败血症等严重后果。

所以，用冰箱保存剩菜时，务必

使用保鲜膜、密封容器等，并注意生
熟分开。食用剩菜前，应先判断有无
异常，有没有变色变味，再经过充分
加热到 100℃并保持 3 分钟以上，才
能食用。

有些菜放冰箱也不能
再吃

还要注意的是，有些剩菜即使能
放冰箱，也不建议再吃。

第一个是绿叶菜。从相关部门
的实验结果看，芹菜、油麦菜、空心菜
等绿叶菜在25℃的常温环境下储存，
24 小时后，亚硝酸盐含量都超过了
100mg/kg；即便冷藏保存，其亚硝酸
盐含量也高于其他菜品。所以，绿叶
菜应尽量当顿吃完，不要剩下。第二
个是凉拌菜。凉菜没经过加热，食材
本身、加工过程以及食用过程都存在
细菌，冰箱冷藏不能杀死相关细菌。
所以，冷藏后直接吃就很容易出现食
物中毒。

此外，能冷藏的饭菜也有“保质
期”。通常而言，米饭等主食的冷藏
保存时间在一两天，畜禽肉类荤菜的
保存时间不超过 3 天。保存时间越
长，食品安全风险越高。

最后要提醒的是，不要等到食物
完全凉了再放进冰箱，因为在变凉过
程中，细菌已经开始滋生。尽快将剩
菜放进冰箱，反而能降低大多数细菌
的繁殖速度。 ■任翀

据文汇报 记者近日从上海海关
获悉，今年起，CAR-T 肿瘤疗法用
病毒载体、环硅酸锆钠、外科植入用
镍钛合金丝等一批医药类产品进口
关税降低。这是海关总署税收征管
局（上海）依托税政调研平台，积极完
善税收政策的成果。

其中，CAR-T肿瘤疗法用病毒
载体进口关税降至零。CAR-T 是
细胞免疫治疗技术中的一种。近五
年在全球范围内，细胞免疫治疗技术
是继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放射治疗
后的第四类肿瘤治疗技术手段。因
此，这类细胞治疗产品被称为晚期肿
瘤患者的“救命药”。

病毒载体是 CAR-T 细胞治疗
药物在科研、产业化中所需的关键性
起始物料。但临床级别的慢病毒载
体工艺复杂、产量较低、活性容易丧
失，属全球稀缺性资源，供不应求，单
支售价高达 120 万元左右。目前国

内生产工艺尚不成熟，病毒载体全部
依赖进口。

“CAR-T 细胞生产用病毒载体
实行零关税的政策，给企业和患者带
来重大利好。”复星凯瑞生物医药公
司高级总监曹天睿介绍，“预计全年
可以为企业节省成本 50 万元至 100
万元，也让我们更有信心通过工艺优
化、创新支付等手段多措并举，在未
来 进 一 步 降 低 药 品 价 格 ，提 升
CAR-T药品的可及性”。

除了为抗癌创新药开绿灯，此次
降税也推动急需药生产本土化——
环硅酸锆钠进口关税降低2.5个百分
点至3%。

环硅酸锆钠散是治疗高钾血症
的境外专利特效药，已被国家药监局
纳入第二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
单》。眼下，环硅酸锆钠散正加速国
产化，预计 2026 年上半年获得国产
上市批准。但其原料药环硅酸锆钠

需从国外进口，为加快国产化进程，
此次降税名列其中。

阿斯利康工厂副总裁孟弈华介
绍：“国产环硅酸锆钠成品药目前正
处于试生产阶段，税率降低后，今年
就可以节省税金超700万元，2026年
降税金额预计达1200万元。该药实
现国产后，将进一步降低终端售价，
利于高钾血症患者人群药物治疗方
案的实现。”

X 射线断层检查仪用高压发生
器、医用直线加速器用磁控管、外科
植入用镍钛合金丝等部分医疗器械
关键零部件及高端材料，短期内难
以有效突破技术壁垒，主要依赖进
口，税率为 4.5%至 8%不等，国内降
税呼声强烈。为推动高端医疗设备
自主可控，此次上述关键零部件及
高端材料的关税税率下降1.5至4个
百分点，助力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走上
最优路径。 ■苏展

据解放日报 柔软保暖的加绒内
衣近年来颇为流行，是很多消费者抵
御严寒的首选。然而，近期网络上却
流传着“加绒内衣有毒”的说法，有不
少博主用“爆料”“揭黑”的口吻说这
类内衣不能穿，对孩子、孕妇、老年人
等危害更甚。

可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加绒内衣
非常普遍，大小品牌都有涉及。难道
这类衣服都有问题？

“有毒”说法缺乏依据
根据网络“爆料人”“揭黑者”的

说法，加绒内衣的绒毛在生产过程中
可能添加有害化学物质，与皮肤接触
后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还有人说，加
绒内衣是将内层绒毛与外层面料黏
合而成的，使用的黏合剂有毒。

可 事 实 是 ，这 些 说 法 都 没 有
依据。

加绒内衣的主要材质往往是天
然纤维与合成纤维的结合。其中，绒
毛部分多为聚酯纤维、腈纶等合成纤
维，面料有的是合成纤维，有的是全
棉、羊毛、羊绒等天然纤维。不论哪
种纤维，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
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可以使用
在内衣加工中。

至于网传说法中的“黏合剂有
毒”也不属实。

纺织品化学工程师姚蔚铭介绍，
在服装生产中，黏合剂并不罕见，最
常见的是聚氨酯类热熔胶，简写为

“TPU”或“PUR”。这类热熔胶的特
点是黏结强度较好，材料柔软有弹
性，耐热耐水，不会分解甲醛，符合安
全标准。

聚氨酯类热熔胶除了可以黏合
不同面料，还有很多应用场景，包括
让商务衬衫看起来更立体、挺括有型
的黏合衬布；羽绒服接缝处使用的条
状热熔胶；黏合医用防护服、口罩等
不同面料层等。所以，公众不必对使
用了热熔胶的复合加绒服装产生恐
慌，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产品是
安全的。

需要提醒的是，消费者要注意避
免采用“油胶”的加绒产品。聚氨酯
类热熔胶价格相对较高，部分商家为
降低成本，会用有机溶剂溶解胶水后
黏合面料。这种油胶复合的面料虽
不含甲醛，但会存在挥发性有机溶剂
残留的问题。

不过，这类产品很容易辨别，因
为挥发性有机溶剂有异味。消费者
在选购时可以闻一闻产品，如果发现
气味刺鼻，就不要选购了。

其实，网传“加绒内衣有毒”的
说法疑点多多。有的“爆料人”本
身就是带货主播，销售产品中包括
各种保暖内衣，这就不排除“爆料
人”通过贬低别人产品、推销自家
产品的嫌疑。还有的“揭黑人”将
面料黏合剂与板材黏合剂相提并
论，指出“无醛不胶”。殊不知，面
料黏合剂与板材黏合剂完全不同，
板材黏合剂根本不能用在服装生
产中，因为板材黏合剂硬度很高，
一旦使用，意味着衣服也会变硬，
不能穿着。

挑内衣别忘查看“身份证”
有消费者疑惑，怎样判断内衣是

符合安全标准的呢？
专业人士提示，除了要选择正

规渠道购买正规品牌的产品，避免
购买味道刺鼻的产品外，消费者还
需要留意产品标签，这一点常常被
忽视。

一件合格的内衣，应当具备“三
标”，包括吊牌标、领标、水洗标。其
中，吊牌标相当于衣服的身份证，应
当包含品名、货号、成分、执行标准、
安全类别和标准号、生产者信息、洗
涤 方 式 。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GB
5296.4-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第 4
部分：纺织品和服装》的要求，合格衣
服的吊牌和标签信息中，必须包含以
上 7 项内容，缺少任何一项，都不符
合标准。

同时，执行标准对安全很重要。
目前，我国纺织品执行的标准主要有
GB 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
技术规范》，婴童装适用的是 GB
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
品安全技术规范》，这两个都是强制
性国家标准，意思是不论品牌、不论
价位，都必须遵守。所以，消费者购
买时务必查看产品是否符合国家强
制性标准。

领标往往标注产品尺寸规格，水
洗标必须包含产品材质、维护方式，
部分也会标注尺码、品名和品牌，一
般在衣服内外侧面缝合处或领标
下。消费者可核对吊牌、领标、水洗
标上的信息是否一致。如果内容有
出入，且不符合国家标准，最好不要
购买。

此外，贴身衣物首次穿着前建议
清洗。这是因为服装在生产、运输过
程中，可能会沾染灰尘，部分带颜色
的衣服还可能存在游离甲醛，直接穿
着不利于健康，简单清洗就能直接去
除相关物质。 ■任翀

饭菜吃不完到底该如何处理

一批医药类产品关税降低
为抗癌创新药开绿灯，推动急需药生产本土化

“过冬神器”有毒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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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陈先生所在的楼栋最近在
征询加梯意见。家有老人的陈先生
非常希望能够尽快加装电梯，但有
几名低层业主反对加装，令他颇为
无奈。

日前，他旁听了一场“家门口的
庭审”，感觉受益匪浅——区法院与
区委社会工作部会同殷行街道，共同
选取了一则因加装电梯而引发的邻
里排除妨害纠纷案，开展社区巡回审
判活动。

为了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区法院
在巡回审判前，通过社区法官与涉案
楼栋所属居委会取得联系，详细掌握
了小区内加装电梯的情况，并排查了
潜在的矛盾。据悉，涉案楼栋共有 6
层，每层4户，4名原告是6楼的4户业
主，而3名被告为1楼的2户业主和3
楼的 1 户业主。在加梯过程中，被告
阻挠电梯工程公司进场施工，从而引
发了这场纠纷。

4 名原告认为，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是惠民工程，在涉案楼栋满足相
关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要求并完成公示程序的情况下，希
望排除 3 名被告对于加装电梯行为
的妨害。

3 名被告却持有不同意见。他
们认为，涉案楼栋未依照规定办理
包括业主达成共识、可行性分析、公
示方案等在内的加装电梯流程，加
装电梯行为属于违法施工，侵害了
被告及其他反对加装电梯业主的合
法权益，要求驳回 4 名原告的诉讼

请求。
双方矛盾的焦点在于：原告要

求被告停止阻挠加装电梯的行为，
被告则坚持认为加装电梯程序违
法 ，损 害 楼 层 结 构 ，并 影 响 采 光 、
通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涉案楼栋增设电梯属于应由业
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应当由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
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
表决，并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
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
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本次庭审结束后，主审法官奚
懿以“如何规范加梯流程”为主题为
现场的居民们上了一节干货满满的

“普法课”。
“今天来听了现场庭审，还有法官

的普法课，我更加了解了加装电梯的
法律规定，也能够体会低层居民的担
忧，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理解，找到解决
方案。”陈先生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国家支持城镇老旧小
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
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
便利。房屋所有权人应当弘扬中华

民族与邻为善、守望相助等传统美
德，加强沟通协商，依法配合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
碍设施。

“加装电梯众口难调，在法律边
界明晰的情况下，如何努力权衡各个
业主的利益、促进邻里间的互相理解
与和谐共处，是化解矛盾的关键。”杨
浦区人大代表、殷行路 310 弄居委会
主任俞佩红表示，“这起案件从法律
规定及不同楼层业主的责任与义务
等角度开展普法，法官释法有依据、
有条理，让高层居民知道并非所有老
旧楼栋都满足加装电梯的条件，也让

低层居民了解在依法依规前提下，不
应当阻挠加梯。真是一堂务实有效
的普法课。”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惠民利民，但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一些邻里矛盾很
有可能成为加梯工程的“拦路虎”。让
居民更好地理解加梯政策，平衡不同
楼层居民的利益，是社区治理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这样的社区巡回审判活
动，既为居民提供了直观了解法律的
平台，也为邻里之间化解矛盾、增进理
解搭建了桥梁，推动了“审理一案、治
理一片”的实现。

■记者 汤顺佳 窦雨琪 毛信慧

民生温度，“精工出细活”
“温暖防线”里的“绣花功夫”

“工作开展得越细，老人
的健康和安全越能得到保障”

“王阿姨！喝点热姜茶，暖暖

身子！”2 月 8 日下午 3 点，上海阳光
养老院的活动客厅里，工作人员正
在分发一碗碗生姜红糖水。记者了
解到，入冬以来，院内后厨会定时熬
煮生姜红糖水，一方面帮助老人们

调理脾胃，另一方面驱寒保暖，预防
流感。

“最近天天都给我们喝，捧在手里
暖暖的，喝下去身体也热乎乎的，感觉
很好。院里很为我们考虑。”85 岁的

奚雪梅笑着说。
让院内处处“温暖如春”，是杨

浦各家养老机构为老人们筑起的
“防线”。

在上海阳光养老院，凡是老人
频繁活动的区域，工作人员都会保
持 空 调 开 启 ，将 室 内 温 度 控 制 在
24℃至 26℃。所有餐食制作完成
后，都会放置在电热餐车上推送至
各楼层。

小棉被、手套、脚套，是院内工作
人员 DIY 的“保暖三件套”。老人们
只要坐着，都习惯将小棉被盖在腿上，
再戴上手套，聊聊天或是看看电视。
暖脚套则主要针对卧床老人设计，用
以保护他们的脚部。

“卧床老人的全身血液循环本
来就比较弱，脚最容易受凉，套上脚
套更暖和。”上海阳光养老院院长刘
彩华告诉记者，“每一份‘保暖三件
套’，都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买好材
料，用缝纫机制作的，每位老人入院
后都会得到一套，代表着我们呵护
老人的心意。”

不仅如此，刚入冬时，养老院工作
人员还提前对室外、楼顶设施设备进
行了检查，并定期检查水管等冻结、冻
裂的情况，为裸露的水管“穿衣带帽”，
包扎保暖材料。针对室外的健身器
材、扶手、座椅等，院方也包裹上毛线，
改善触感。

“这些工作，我们年年都做，已经
成为惯例了。根据往年经验，我们形
成了自己的一套防寒保暖工作方案，
将每项工作具体分包到人，准备充
分。”刘彩华表示，“我们的工作开展得
越细，老人们的健康和安全就越能得
到保障。老人们的幸福快乐，是我们
最大的追求。”

从防滑垫到儿科“暖手
神器”，就医“一路向暖”

2 月 8 日上午 9 时，儿科输液室
内，护士正在为朵朵（化名）用热水袋
暖手。“这样可以有效提高静脉穿刺的
成功率。”护士告诉记者。同时，特殊
设置的感染隔离区和配备电热汀的等
候区，让患儿不再担心交叉感染风险。

儿科“暖手神器”、防滑垫……市
东医院正用10余项精细化服务，温暖
着就医路。

针对冬季常见病高发特点，医院
统一协调做好应对工作，急诊预检加
强疏导、分诊及应急诊室储备，错峰排
班，最大程度保障急诊患者便捷就医，
控制候诊时间。“在门急诊等关键区
域，医院增设导医、保安、志愿者，陪同
行动不便的患者进行检查和转运，提
升服务效率和质量。”医院门诊办公室
主任陆瑛说。

“在安全防护方面，我们对医院的
消防设施、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进行
检查和维护，确保供暖设备正常运
行。”医院总务科科长胡良凯介绍，工
作人员已对院内的路面、台阶等易发
生滑倒事故的地方进行重点排查，放
置警示标识、防滑垫提醒来往人员注
意安全，预防跌倒。同时，对悬挂在户
外的展板、物品等进行检查，防止高空
坠物造成安全隐患。

另据悉，医院提前制定了各项应
急预案，医务办、护理部、门急诊办公
室等相关部门合理调配医护人员，确
保医疗工作正常、有序运转。同时，加
强相关急救设备、药品、物资的储备，
作好各类急重症、心脑血管疾病、感冒
发热等救援准备。

家门口就有“巡回法庭”，加梯“普法课”干货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