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李恒

皮肤湿疹、过敏性肠胃炎、过敏性
鼻炎、哮喘……儿童青少年的免疫系
统尚未完全成熟，是被过敏性疾病威
胁的重要群体。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预防和治疗过敏性疾病
已成为我国亟须解决的公共卫生与医
疗保健问题之一。

儿童过敏具备复杂多样性

过敏性疾病又称变态反应性疾
病，是机体对普通常见的环境因素产
生异常的免疫反应，反复发作造成健
康损伤的一大类疾病，有遗传倾向。

世界变态反应组织数据显示，截
至2022年，全世界有超10％的人群
为过敏问题所困扰。其中，儿童青少
年过敏性疾病患病情况具有复杂多样
性。

“在我国，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的
过敏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皮肤黏膜和消
化系统症状，包括皮肤湿疹、特应性皮
炎、食物过敏反应等。”国家儿童医学
中心、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
向莉介绍，随着年龄增长，儿童青少年
湿疹和食物过敏反应比例减少，代以
呼吸系统为表现的过敏反应增多，如
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等，患病率
分别达到约15%和6%。吸入性过敏
原的分布类型在我国南方地区以尘螨
为主，华北地区则以霉菌和夏秋季节
草类花粉为主。

专家表示，儿童过敏性疾病的表

现类型存在随年龄增长的演变过程，
单一系统过敏性疾病如果得不到规
范、及时诊疗，有进展为多系统的风
险，发生并发症和共患疾病概率增高，
并使得诊疗复杂困难程度加大。而如
果对湿疹、特应性皮炎以及过敏性鼻
炎进行早期规范诊治和充分管理，则
可降低发展为哮喘的风险。

识别过敏要趁早
疗程完整很重要

“感冒和过敏有相似症状表现，两
者都会影响呼吸系统，均可能出现鼻
塞、结膜炎等症状，家长要注意辨别。”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
内科主任尚云晓说，两者关键区别在
于病史和症状持续时间，感冒症状通

常持续7至10天，过敏症状则可能持
续数周。孩子能否正常参加体育活
动，日间学习状态和晚上睡眠是否良
好也是重要参考依据。

筛查过敏来原对从源头上防治
儿童过敏性疾病、客观诊断至关重
要。既能帮助医生遣方用药，也能帮
助患儿在生活中有意识地规避“危险
物”。部分患儿家长会主观猜测是哪
种过敏原在作祟。尚云晓表示，这种
自行评估不可取，容易耽误医治。目
前临床常用的过敏原检测方法包括
血清过敏原检测和皮肤点刺试验，建
议要到正规医院儿科或过敏反应科
进行检查。

在治疗方面，过敏性疾病属于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的主要策略包
括回避过敏原或采用特异性免疫疗

法，以及药物对症治疗。
向莉表示，既要足够重视过敏的

早识别和有效治疗，也要规避不科学、
不可取的自行判断和疗程不足等问
题，坚持从专业医疗机构和权威渠道
获取信息。比如当孩子被确诊为食物
过敏，应在饮食回避过程中密切随访、
及时调整膳食结构和补充营养素，以
维持孩子正常生长发育；应用外用激
素治疗严重过敏性结膜炎时，应遵循
周期性复诊，不擅自停药、加药，保障
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治疗需兼顾药物与慢病管理

过敏性疾病在儿童青少年成长过
程中容易因环境因素反复发作。专家
建议，既要强调药物治疗，也要注重非
药物的慢性疾病管理。一方面，家长、
学校等可以加强对疾病认知，帮助孩
子做好过敏健康管理。另一方面，可
以在“治未病”上多做文章，建强公共
卫生体系，加大对过敏性疾病监测预
防力度，出台具有可行性实践指导意
义的规范性诊断、治疗和疾病管理指
南。

向莉认为，在临床层面做到充分
识别、准确诊断，需要关注患儿整体情
况和疾病本质，避免孤立地从呼吸、皮
肤、消化道或黏膜系统看待症状。这
就对儿科专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此，可以从定期系统性开展基
层儿科人才培训、建设好一站式过敏
诊疗中心、开展多学科诊疗等方面持
续加强儿科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儿科
健康保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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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溪红柿

不在车内放置易燃
物品。打火机、防晒喷
雾、碳酸饮料等罐装带
压力物品，受热易发生
膨胀；花露水、酒精等，
挥发产生易燃气体，车
内温度过高，达到燃点
或者遇明火，易发生轰
燃；老花镜、放大镜、瓶
装水等有凸透镜效果的
物品，长时间聚光发热，
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
充电宝、手机等电子产
品，高温环境下电池易
发生鼓包，有爆炸危险。

随着路面气温升高，
汽车轮胎爆胎等问题也
时常发生。驾车时，车主
应加强对车辆轮胎情况
的关注。应尽量减少紧
急刹车，以免加剧胎面磨
损。此外，胎压不标准，
也会导致轮胎过度磨损，
造成爆胎。

夏天在高速公路行
驶几小时后应将车停在
服务区，让车在合适的
阴凉处休息，以便让轮
胎降降温。切莫直接往
轮胎上洒水降温，会导
致轮胎产生裂纹，缩短
使用寿命。

汽车在夏天烈日下
暴晒许久后，车内会积
攒巨大的热量，上车后
可先把车窗打开，等车
内的热气排出后，再关
掉车窗开启空调的制冷
模式。不要把温度调得
过低，一般车厢内外温
差在10℃以内为宜。

夏日高温安全行车指南

□韩宏伟

谣言：喝啤酒有利于体内结石排出。
真相：喝啤酒不但对结石排出无益，反

而还会带来更多的反效果。
首先，酒精没有排结石的作用，并且啤

酒中富含嘌呤与草酸，这些成分可能会加重
嘌呤结石与草酸结石的症状，反而不利于结
石排出。另外，经常喝啤酒,酒精成分会导
致肾以及泌尿系统管道充血水肿，让尿道变
窄从而致使结石排出更加困难。

所以，建议结石患者少饮酒，少吃高嘌
呤高草酸类食物，多喝水，多运动,及时去医
院就医检查，根据医生指导进行专业治疗，
避免因结石的残留而造成更严重的疾病。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 闫睿）通过
研究开发帕金森病的PET分子影像
学标志物，不仅为帕金森病早期诊断
提供了客观的影像学检查方法，也为
研发相关治疗药物找到了可靠的评估
指标。近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Cell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研团队关于这一成
果的相关研究论文。

据科研团队成员、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特聘教授叶克强介绍，帕金
森病主要表现为震颤、运动迟缓、睡
眠障碍、感觉障碍等症状，是仅次于
阿尔茨海默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帕金森病患
病率呈明显增长趋势。当前对这一
疾病，仅能对症治疗，而无法延缓疾
病进展。

“如何对帕金森病进行早期诊
断，采取合理措施推迟甚至预防其发

生发展，一直是困扰神经退行性疾病
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叶克强
说。

“帕金森病的病理特征是，神经元
内的α-突触核蛋白聚集形成路易小
体。但临床上一直缺乏针对路易小体
的示踪剂，导致当前诊断帕金森病主
要是依靠临床症状，而缺乏客观的生
物标志物依据。”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
经精神医院教授张振涛说，多数患者
在临床诊断时神经损伤已经到了严重
程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张振涛说，团队经过层层筛选和
验证，最终找到了特异性结合路易小
体的示踪剂，研究开发了一种对路易
小体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小分子化合
物，可为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提供客
观依据，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临床
意义。

□王璐

很多人认为白肉已经成为讲究时
尚、注重健康的人士们的吃肉选择。
而红肉，脂肪太高、容易导致肥胖、高
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等，实在不是明智
的选择。白肉真的比红肉更健康吗？
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选择？

红肉补铁、补血效果好，白
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红肉和白肉既然同属肉类，自然
在营养方面有相似之处。比如，都含
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无论是猪肉、牛

肉、羊肉还是鱼虾水产，都是人类饮食
中重要的优质蛋白来源。

但同时，红肉和白肉的营养价值
也有着明显的差异。首先，红肉、白肉
中的血红素含量就不同。大多数情况
下，红肉的血红素含量高于白肉，而且
吸收利用率也很高。

因此，如果你想要在摄入优质蛋
白的同时，增加补铁补血的效果，那么
建议你选择红肉，而且颜色越深，血红
素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的牛里脊
就比红白相间的雪花牛肉的补铁效果
好。

其次，相比白肉而言，红肉脂肪含
量高，且多数为饱和脂肪酸，对体重和

血脂的影响较大。白肉中的脂肪则多
数为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在一些深
海鱼和贝类中，含有丰富的多不饱和
脂肪酸DHA和EPA，对促进大脑和
视觉细胞发育、预防血脂异常、降低心
脑血管病发病率都有益处。如三文
鱼、鳕鱼等深海鱼，体内DHA的含量
就挺高。

吃白肉比红肉相对更健康，
但更关键的是适量和多样化

从营养的角度而言，白肉的确是
比红肉相对更健康的选择。这主要是
由于红肉中的饱和脂肪含量偏高。现
代人的饮食中，早已不缺乏饱和脂
肪。相反，为了健康，大多数现代人都
需要控制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已有不
少国内外研究表明，摄入红肉较多可
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多种癌症
的发病风险。相比之下，摄入白肉较
多的人群则较少面临此类健康隐患。

从烹饪习惯角度来说，整体来看，
饱和脂肪含量低的白肉比红肉更有利
于健康。而且相比白肉，红肉更常用
于高温烧烤，而烧烤过程中容易产生
苯并芘等致癌物，也会对健康造成不
小的威胁。但是，如果具体到个体，这
个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举个例子，对
于一个患有缺铁性贫血的女性或儿童
而言，当然更推荐摄入红肉。这主要
是考虑到红肉的补铁效果更好。如果
担心摄入饱和脂肪多，只需要注意选
择偏瘦的红肉，同时减少烹饪用油即
可。

如果考虑到肉类的加工方式，选
择红肉还是白肉的问题，就不能一概
而论了。

简单来说，如果加工过程中用油
很多，比如油炸、烧烤，那么白肉也会

变成高饱和脂肪的“危险”肉类。而如
果注意采取少油少盐的烹饪方式，比
如白水煮、清蒸、少油快炒等，红肉也
能吃得很健康。炸鸡腿的脂肪含量就
远高于炖煮的牛腱子，这说明，不恰当
的加工方式完全可以让本来占优势的
白肉瞬间在红肉面前败下阵来。无论
是吃红肉还是白肉，都建议优选蒸煮
炖拌等少油少盐的加工方式。

如果看部位的话，要注意：哪怕同
为红肉或同为白肉，不同部位的肉，在
营养上也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比
如，同为牛肉，牛腱子肉的蛋白质含量
高达23克/100克，脂肪含量低至3.3
克/100克，而牛肩肉的蛋白质含量为
14.1 克/100 克，脂肪含量高达 31.7
克/100克。再比如，鸡鸭虽然属于白
肉，但鸡鸭皮中饱和脂肪的含量很高，
如果吃鸡鸭时偏爱吃皮，摄入的饱和
脂肪并不一定比吃瘦的红肉少。

由此可见，到底该吃红肉还是白
肉，不仅要考虑不同的部位，还要顾及
不同个体的健康状况，同时还要考虑
家庭的烹饪习惯。

看似复杂，其实，只需要记住：不
管是选择红肉，还是选择白肉，第一原
则是适量，第二原则是多样化搭配。
多样化搭配既能解决红肉和白肉的营
养缺陷问题，还能促进食物中各类营
养素的协同吸收。

比如，如果担心摄入太多脂肪而
选择白肉，但又不想放弃补铁，则可以
选择含铁量较高的贝类（如蛤蜊和蛏
子含铁量就很高），同时多吃富含维生
素C的新鲜蔬果，以此促进铁的吸收
和利用。

再比如，如果爱吃红肉，那就多多
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部位，采取蒸煮
炖等方式加工，同时注意去皮，就可以
大大降低脂肪超标的风险。

总之，健康吃肉的要义，其实归根
结底就六个字：适量、适合、适宜。《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建议：鱼、
禽、蛋类和瘦肉摄入要适量，每周最好
吃鱼2次或 300~500克，蛋类300~
350克，畜禽肉300~500克。选择适
合自己健康状况的，同时选择适宜的
烹饪方式，才是最好的。

家有过敏娃 多措并举呵护好

红肉好还是白肉好？

健康吃肉有讲究

我国科研人员的最新发现
有望推动帕金森病早期精准诊断

别往“旧油壶”里续新油
油脂氧化会传染

喝啤酒有利于
体内结石排出?

□徐梦莲

家家户户烹调都离不开食用油，市
面上销售的大桶油经济实惠，但烹饪时
不太方便，很多家庭会将油倒进小油壶
中分次使用。这种做法值得提倡，但操
作不当也会悄悄埋下隐患。往没洗的旧
油壶里续新油，油脂的氧化还会“传染”。

油壶里的旧油如何“污染”新油

食用油一旦开封，在储存过程中就
会慢慢被氧化，光、热、受潮等都会促进
油脂的氧化变质。食用油的氧化反应
具有传染性，部分旧油在一定程度上已
经氧化，产生自由基，引发链式反应，四
处游走“带坏”其他的油。有些家庭的
油壶从来不洗，壶里沾满了已经氧化的
旧油，如果和新油混杂，很快就会被“传
染”，加速新油的氧化。氧化的油脂中
不但营养物质遭到了破坏，对身体毫无
益处，还可能产生自由基和氧化聚合产
物，促进人体衰老，为一系列疾病埋下
隐患。

出现哈喇味要警惕

哈喇味的出现，就是油脂发生氧
化、酸败的结果。食用油包装上的保质
期，并不代表开封后仍可以保存这么
久，以下因素也会加速油脂氧化。

光照。光照会使氧分子活化，在油
脂中生成游离基，从而加快油脂自动氧
化、酸败，使油脂酸价和过氧化值增高。

高温。高温不仅容易滋生细菌，还
会增加脂解酶的活性，加速油脂分解，

促使油脂酸败。温度过高时，脂肪酸氢
过氧化物会发生分解、聚合等反应，生
成很多复杂的混合物，影响油脂的品
质。很多人为了方便，炒完菜随手把油
桶放在炉灶边，这样做是不对的，高温
环境会大大加快油脂氧化速度；直接放
在厨房窗台上，食用油长期被阳光照
射，很容易氧化酸败。

科学用油做到5件事

存放在油壶中的食用油，如何尽量
减缓其氧化速度、科学使用？

油壶要勤洗
一定要等旧油用完了，再往油壶里

装新油，用光一壶后，可放入适量的食
用碱，用温水多次清洗干净。每次灌油
之前最好清理一下，如果办不到，至少
两三个月要充分清洗一次。

购买小容量的食用油
油壶清洗是个麻烦的过程，很多人

自认为洗干净了，但可能还会有小油滴
残留在油壶的壁上。因此，如果觉得清
洗实在不方便或不够干净的，也推荐直
接购买小包装的食用油，不需分装到油
壶，尽量在3个月内吃完。

存放远离灶台、光线
油壶最好存放在橱柜等避光阴凉

处，远离炉灶等高温环境。
油壶材质也是关键
在购买小油壶时，最好选择深色玻璃

或者瓷质的，可以有效防止紫外线照射。
油壶盖子要拧紧
如果不将小油壶的盖子拧紧，油就会

接触到更多空气。减少开盖次数，每次用
完及时封紧，减少与空气接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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