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电话：2128242

健 康
JIAN KANG

2021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二 6责任编辑/版面设计：子 晓

提 到 生 物 医 疗 ，你 会 想 到 什
么？身穿“白大褂”摇试管的研发人
员 ？“ 科 技 感 ”十 足 的 机 械 化 流 水
线？其实，生物医疗离我们并不遥
远，新冠疫苗、生物检测设备、可再
生的生物材料⋯⋯越来越多的产品
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日常生活带
来方便。

历经多年发展，中国已初步建
成专业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善、产
业基础雄厚的医疗器械产业体系；
国内企业已能生产绝大多数常用医
疗器械产品，大大提升了产业链供
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可贵的
是，在积极研发创新打破国外技术
垄断的基础上，中国生物医疗企业
不断奋发进取，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让更多的“中国创造”走向世界。

完善的制造业体系是生物医疗
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生物医疗是
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包括人工材料、
生物力学、监测仪器、诊断设备、影
像技术等多种科技在医疗器械产品
中的应用，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和高
科技水平的标志之一。近年来，依
靠创新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促
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

多项政策推动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
向高科技型转变，促进中国从制造
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发展质
量不断提升的制造业，为生物医疗
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持续的科技创新是生物医疗快
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圣湘生
物在短时间内成功研制新冠核酸检
测试剂，还是博辉瑞进自主研发 SIS
生物材料，抑或是钛米机器人打造
多款实用医疗机器人，都是企业长
期投入、坚持创新的成果。正是凭
借这种创新精神，中国生物医疗才
会有一系列“从无到有”“由低到高”
的重要突破。在 5G、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技术助力下，一批批数字
化、智能化、便携式的创新医疗器械
产品在医疗机构中得到广泛应用，
科技创新活力不断增强。

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
认识到不足。中国在生物医疗领域
起步晚、积累少，与几乎垄断高端生
物医疗器械产品核心技术、形成巨
大品牌优势的欧美“老牌”厂商相
比，在资金、人才、技术、经验等方面
仍有较大差距。可以说，在培育真
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疗品牌

之路上，中国的生物医疗企业任重
道远，仍需继续努力。

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老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国内对
生物医疗的需求会持续增加。在国
家大力倡导下，数字经济发展如火
如荼，数字化也将为生物医疗企业
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前景。总的来
看，中国生物医疗行业仍然是一个
年轻的行业，充满朝气与希望。数

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医疗器械市场
的增速超过 20%，远远高于全球市
场 5%的增速。只要中国生物医疗
行业继续保持定力，注重创新，稳扎
稳打，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
产 高 端 医 疗 设 备“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让中国乃至世界上更多的人以
更低成本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医疗
服务。

据《人民日报》

科技创新让更多人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在不愁吃穿的当下，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吃素。素食对身体有什么
益处？又有哪些弊端？素食应该怎
么搭配才健康呢？

素食是指不食肉、家禽、海鲜等
动物性食物的膳食模式。素食的食
材脂肪含量少，基本不含胆固醇，能
够降低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
代谢性疾病发生的可能性，还能降
低患痛风与高尿酸血症的风险，可
以预防和缓解便秘，提高机体免疫
力，帮助控制血糖，减少寄生虫感
染，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癌几
率。

长期吃素，也会存在一些营养
素缺乏的风险。容易造成铁缺乏症
甚至缺铁性贫血，存在锌缺乏症、维

生素 B12 缺乏等风险，因 DHA 缺乏
还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甚至患上
神经系统疾病。

专家介绍，对于吃素，不少人存
在着以下误区。

○误区一：所有蔬菜都一样好

对于素食者而言，蔬菜的营养
价值更为重要，应选择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素、铁、钙、叶酸、维生素B2
等营养素的蔬菜，如芥蓝、绿菜花、
苋菜等绿叶蔬菜。同时，可以选择
菇类蔬菜和鲜豆类蔬菜增加蛋白质
的摄入。

○误区二：素食以生冷食物为主

一些素食者认为，蔬菜只有生

吃才有营养价值，热衷于凉拌和沙
拉。实际上，蔬菜中的很多营养成
分需要添加油脂才能很好地吸收，
加热后细胞壁完整性被破坏，吸收
率会大幅度提高。

○误区三：吃过多水果但不减
少主食

水果中的糖分能量不可忽视，
一些素食者除每日三餐之外还会
吃大量水果。如果吃半斤以上的
水果，就应当相应减少正餐或主食
的数量，以达到一天的能量平衡。

那 么 ，如 何 做 到 健 康 素 食 ？
专 家 建 议 ，日 常 膳 食 最 重 要 的 是
达到营养均衡。与正常饮食者一
样 ，素 食 者 也 要 注 意 控 制 膳 食 总

能 量 ，特 别 是 糖 、烹 调 油 的 摄 入
量 ，尽 量 把 精 白 米 面 换 成 各 种 粗
粮和杂粮。

定量蔬果，每天食用 500克以上
的蔬菜，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C 的蔬
果。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豆
类、坚果等。避免过多的油和盐，每
天油摄入量控制在 25~30 克，盐的
摄入不要超过 6 克，少用或者不用
味精等含有添加剂的调料。食用海
藻、紫菜、海带等，增加维生素 B12的
摄入量。适量补充含铁、锌、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 等复合营养素，避免
营养缺乏。

据人民网

如何才能健康搭配素食
近期，一项对 5500 多名成年

电子烟使用者进行的新研究发现，
使用电子烟与脆性骨折的患病率
高相关，电子烟可能对骨骼健康有
害，即便是年轻人也不例外。研究
结果发表在 22 日《美国医学开放
杂志》上。

脆性骨折被定义为由轻微创伤
（如从站立高度或更低的位置跌落）
导致的髋骨、脊柱或手腕的骨折。

电子烟自被推出以来，一直作
为一种较传统香烟更为健康的替
代品和戒烟辅助手段在市场上销
售。它含有丙二醇、植物甘油以及
不同水平的尼古丁和添加剂，会产
生带香味的蒸汽。

此次，美国匹兹堡大学医疗中
心调查人员对美国健康和营养调
查 2017—2018 年的数据进行了横
向分析。他们对 5500 多名美国成
年男女进行了抽样调查，研究了电
子烟使用与脆性骨折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与不吸电子烟的人

相比，电子烟使用者的脆性骨折患
病率更高。研究人员还发现，与只
吸传统烟的人相比，同时吸传统香
烟和电子烟的人脆性骨折的患病
率更高。

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轻的电子烟使用者可能会增加
患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因此，
调查人员建议医疗机构，应将电子
烟视为脆性骨折的潜在风险因素，
并建议将骨折风险纳入电子烟相
关医保中。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第一次调
查电子烟使用与脆性骨折之间的
关系。这一发现为研究人员、医疗
政策制定者和烟草监管机构提供
了数据，能让他们了解使用电子烟
与骨骼健康下降的潜在联系。

在此之前，一些观察性研究已
经报告了电子烟与各种疾病之间
的联系，如慢性阻塞性肺病、冠心
病和抑郁症等。

据《科技日报》

吸电子烟
或导致骨质疏松

感冒是冬季常见病，对于有高
血压、胃溃疡等慢性病的人群来
说，感冒药可不能随便吃，选择要
慎重。

感冒药大多是复方制剂，由解
热镇痛药、缩血管药、镇咳祛痰药、
抗组胺药、抗病毒药等组成，每种
成分都有相应的注意事项，建议您
根据症状选药。

鼻塞、流涕者可用缩血管药盐
酸伪麻黄碱；发烧、头痛可用解热
镇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
布洛芬；打喷嚏可选有抗过敏成分
的扑尔敏、苯海拉明等；咳嗽可选
镇咳药右美沙芬等。其中，伪麻黄
碱与扑尔敏的复方组合是经典组
合，对于早期仅有鼻部流涕症状的
感冒患者，治疗 4天可显著改善。

不过，对慢性病人来说，一些

感冒药成分可能是“雷区”。例如
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
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
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
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
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

此外，肝肾功能不全者也应注
意扑热息痛等的用量；青光眼、前
列腺肥大者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
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
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
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痰。不过，

“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
认为有必要，应在密切观察症状的
同时服用。

据《北京青年报》

慢性病选感冒药
避开这些“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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