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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皮肤问题，在我国女性中
的发病率约为36.1％。也就是说，每3
个女生中就有 1 个人被敏感肌困扰。

好好一张脸，为什么就成了敏感肌？
敏感性皮肤的产生主要分为内因和外因。

内因主要包括遗传、年龄、性别、
种族等因素。其中，敏感性皮肤的发
生与皮肤神经反应增强有关。

打个比方，皮肤神经就像红外线

防盗装置，正常情况下有不明人员闯
入，它就会报警。如果你的皮肤神经
变得异常灵敏，即使只有一粒灰尘飘
入，它也会疯狂报警。

频繁地警报会让皮肤出现问题，
表现在皮肤上就是一些敏感症状，像
瘙痒、小疹子等等。

那为什么女生皮肤更容易变成敏
感肌？这就要说说主要的外因。

女性通常是因为平日里频繁、不
恰当地使用各类护肤品，密集做一些
医美手术，再加上过度敷面膜、过度清
洁等错误的皮肤护理方式，让脸深深
地陷入“敏感性”的泥潭中。

想要拯救敏感皮肤，要注意别瞎
折腾，别什么东西都往脸上招呼；平时
也要注意防晒，另外也可以有针对性地
使用一些帮助皮肤自我修复的产品。

最近车厘子频上热搜，其中一个
新闻是说“南宁的王女士连续5天猛
吃了6斤车厘子，引起了铁中毒或氰
化物中毒。”

一时间，吃货们变得忧心忡忡。可
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科学！

首先，5天吃6斤车厘子，平均每
天 600 克，并不算多。在膳食指南中，
建议每天“一斤蔬菜半斤水果”，是一个
推荐值，希望大家能吃到这个量，而不
是说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过多”了。

其次，车厘子中确实含有铁，但每
100克中的含量只有0.3～0.4毫克。成
年人每天的铁摄入量在10毫克左右。
而且，车厘子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吸
收率很低，想要吃到中毒就更加不可
能了。

吃车厘子导致“氰化物中毒”更是
无稽之谈。有些食物中含有一定量的
氰苷。在特定条件下水解释放出氢氰
酸，才是有毒物质。但是，车厘子中的
氰苷存在于种子中，绝大多数人吃车厘
子的时候都不会吃核，自然也就不会摄
入。即便是有人懒得吐核，连着果肉一
起吞下，人体的消化能力也不足以破坏
核的硬壳而把氰苷释放出来。

用一句话简单总结，吃车厘子“中
毒”不现实。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呈高发态
势，我国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地区聚
集性疫情明显增加，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复杂。特别是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增
多，聚集性活动频繁，将加大疫情传播
的风险。为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做好
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
知》要求，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通
知》，指导各地有针对性地做好春运期
间出行人员核酸检测工作。

为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核酸
检测工作，《通知》自下发之日起开始

执行。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出行从2021年 1月 28日春运开始
后实施，至2021年 3月8日春运结束
后截止。

符合本文件规定出行条件的出行
人员持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
果到达目的地后不需要隔离，到达目的
地后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尽量减少聚
集，遵守当地疫情防控政策。如果出现
发热、干咳、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
等身体不适症状，及时到医院就诊。

出行人员出发前可在当地任意一
家有核酸检测资质的医疗机构、疾控

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凭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包含核酸检测阴
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绿码”出行。

针对春运期间核酸检测需求量增
加的情况，指导各地提升核酸检测能
力，积极探索降低核酸检测成本、提高
核酸检测时效性、增加核酸检测便利
性等。

综合考虑疫苗保护效果、预防感
染、阻断疾病传播的能力等因素，目前
已接种新冠疫苗者仍需要遵循春运期
间出行核酸检测的要求。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

春运期间符合规定的出行人员
持核酸阴性结果到目的地后不需隔离

中国每3个女生就有一个敏感肌
■ 易舟凌

5天猛吃6斤车厘子
真的会中毒吗？

■ 王 曦

我国最大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移植突破万例
新华社记者 林苗苗

延伸阅读
记者日前从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

所获悉，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造血干
细胞移植中心，自1964年开展亚洲首
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以来，目前造
血干细胞移植例数已超过1万例。

据悉，造血干细胞移植可用于多
种血液病的治疗，包括血液系统恶性
肿瘤，如急性白血病、慢性粒细胞白血
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等；以及某些血液系统非
恶性肿瘤，如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地
中海贫血等。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
军介绍，1964年1月27日，“中国骨髓移
植奠基人”陆道培院士在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成功进行了亚洲第1例、世界第
4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让一位患有
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年轻护士由此
获得新生，也宣告了中国造血干细胞
移植事业的诞生。

1981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
病科的基础上，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
所成立，同年成功进行了我国首例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2000年，北京
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完成第一例单倍型
相合（俗称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黄晓军带领团队成功突破移植禁区，

骨髓移植的供者范围从直系血亲扩大
到叔表亲属，解决了供者来源匮乏这
一世界性医学难题，成为受到国际同
行认可的“北京方案”。

在1月20日举行的北京大学血液
病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植突破1万例
的纪念仪式上，多名患者发来感谢与
祝福。20年前，正值壮年的李实不幸
被查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与
亲人配型后，他与情况最好的大哥在
10个位点中仅有5个位点相合，6个主
要位点中只有3个相合，按照此前的技
术，不符合进行移植的条件。

出于对医生的信任和强烈的求生
愿望，李实打算搏一回，2000年接受了
大哥的骨髓移植，成为应用北大血研
所原创医疗技术——“北京方案”的第
一人。“出院后一年，我就什么药也不
吃了，包括抗排异药物。”今年60岁的
李实说，他的生活早已与常人无异。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北大血研所
每年开展的移植病例仅个位数，到
2019年一年已突破1000例。半个多世
纪以来，我们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
术，到为世界同行建立科学标准。如
今，‘北京方案’已经覆盖中国95％、全
球50%以上的半相合骨髓移植病例，
成为全球治疗白血病的主流方案。”黄
晓军说。

据介绍，北大血研所半相合移植
患者的生存率在全球名列前茅，恶性
血液病患者的长期生存率达 70%至
80%，非恶性血液病患者的长期生存率
达80%至90%。

1964年
1月17号，陆道培成功进行了亚

洲第一例也是世界第四例的异体同基
因骨髓移植，患有严重再生障碍性贫
血的年轻护士由此获得新生，并成为
经移植无病存活时间最长的患者。

2000年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完成第

一例非体外去 T 单倍型相合造血干
细胞移植手术。

2018年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获批成

为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致力于整合集成临床医学研究
资源和创新力量，优化组织实施血液
疾病临床研究和转化医学发展成果，
促进医学科技成果普及普惠，打造代
表我国最高水平、引领国际的血液病
规范诊治及转化研究的高地。

2021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

液病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植突破
10000 例，成为亚洲唯一达到此里程
碑的骨髓移植中心。

1981年
北京医学院血液病研究所（现北

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正式成立，陆
道培任所长。9月30日，陆道培及团
队成功地为一名患急性白血病的女
大学生进行了骨髓移植，这也是我国
第一例异基因骨髓移植。

2016年
世界骨髓移植协会正式命名北

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科研团队原创
的单倍型移植体系为“北京方案”，开
始为世界同行制定行业标准。单倍
型移植成为国内首位移植模式以及
世界两大主流单倍型移植方案，开启
了“人人都有供者”的新时代。

2019年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成为全球

最大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
年造血干细胞移植数量超过1000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