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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
闻发言人表示，要始终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杜绝麻
痹大意，严防“跑冒滴漏”，管住重点
地区、重点人群，切断疫情传播链
条。要聚焦重点流程环节，科学精
细组织实施，防止政策执行极端化、
机械化，防止层层加码。

当前，吉林省各市州均实现疫
情防控社会面清零目标，上海疫情
防控形势总体稳中向好，社会面基
本清零的区域明显增多。放眼国
内，治愈出院的本土病例和解除医
学观察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数量也
在不断增加。这些都说明，我们不
仅有信心而且有能力尽早实现社会
面清零，“动态清零”总方针既是科
学的，也是有效的。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家表
示，“动态清零”与“零感染”有着本
质区别。“动态清零”是对发生的新
冠肺炎疫情，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疫情发现得越早，疫情规模越小，就
越容易做到“动态清零”。作为目前
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最经济、最有效
的防控策略，“动态清零”符合当下
的疫情传播规律。奥密克戎变异株
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过程隐

蔽，但只要守住了“动态清零”的底
线，就能最大限度压缩病毒传播的
空间，守住公共安全的防线。

显而易见，越早发现疫情，越容
易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动态清零”。
然而，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特点，
又使其很难被及时发现。在与病毒
赛跑的过程中，公众的安全意识和
防护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

4 月 28 日，北京市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消息，自 4 月
22 日以来，北京累计报告 194 例新
冠病毒感染者。对已经明确感染途
径和传播关系的 171 例感染者进行
初步分析，近一半感染者与聚餐相
关。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北京的感染病例数据正处于增
长期，稍有疏忽就可能给病毒留下
可乘之机。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特
点，疾控专家表示，如果出现社区传
播，感染病例数据在 2到 3天内就可
以翻倍。这并不是简单的推测，而
是沉重的现实：一些地方因对疫情
形势认识不足、研判不准，导致疫情
出现聚集性传播，甚至造成规模性
反弹。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
摇，首先就要杜绝麻痹大意的心理，
抓早抓小、抓细抓实，为疫情防控赢

得时间，为阻断疫情传播创造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动态清零”

的 过 程 中 ，需 要 清 零 的 不 只 是 病
毒。疫情之下，保供应就是保民生，
稳物资就是稳民心，其中关键在于
畅通物流运输。除此之外，有必要
加强物资采购、管理、发放各个环节
的监督检查力度，对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等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
肃处理，以保障有力的物资供应，稳
定民生、坚定民心。

疫情防控之中，寻医问诊格外

令人牵肠挂肚。秉承生命至上的理
念，“动态清零”是不应动摇的总方
针，在此过程中，应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 施 ，千 方 百 计 保 障 群 众 就 医 需
求。做好信息收集整理、完善快速
响应机制，将阻碍就医的堵点清除，
才能为患者赢得时间。

以精准的公共服务消除各类民
生堵点，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全民战
疫的信心，让“动态清零”成为一种
行动自觉，从而构筑起群防群控的
坚实防线。 据《光明日报》

让“动态清零”成为一种行动自觉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
与健康之间关系密切，但是在我们
的生活中却存在着不少的饮食误
区。营养科专家提醒大家，合理膳
食首先要避开误区，以下饮食误区
的“坑”不要再踩。

●误区 1：大米、面粉越
白越好

因全谷物入口感觉粗糙，精白
米、精白面往往更受人们的欢迎。
其实，谷物加工精度的提升会降低
其营养价值。由于加工过度，谷物
籽粒的谷皮、糊粉层、胚芽被分离出
去，仅留下淀粉含量高的胚乳部分，
膳食纤维损失严重，维生素 B 族和
矿物质的损失约占 60%~80%。长

期食用精白米和精白面对健康不
利，可能造成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
不足，甚至导致维生素缺乏病。所
以，大米和面粉不是越白越好，从营
养学角度，提倡多吃全谷物。

●误区 2：豆浆可以替代
牛奶

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
点，两者不能相互替代。豆浆和牛
奶是不同种类食物，豆类蛋白质与
奶类蛋白质均属于优质蛋白质。豆
浆蛋白质含量与牛奶相当，易于消
化吸收，其饱和脂肪酸、碳水化合物
含量低于牛奶，不含胆固醇，且含有
丰富的植物甾醇，适合老年人及心
血管疾病患者饮用。但是，豆浆中

钙的含量远低于牛奶，锌、硒、维生
素A、维生素B含量也比牛奶低。对
乳糖不耐受者，可选择酸奶、低乳糖
或零乳糖奶制品。同时，含乳饮料
不是奶，不能满足人体的营养需求。

●误区 3：土鸡蛋比洋鸡
蛋更有营养

人们通常把在农家自然环境中
散养的鸡所产的蛋称为土鸡蛋，将
在养鸡场等用合成饲料养的鸡所产
的蛋称为洋鸡蛋。两类鸡蛋的营养
素含量大多数并无实质差别。真正
意义上的土鸡是完全散养，主要以
虫子、蔬菜、野草等为食。土鸡蛋由
于产蛋鸡没有统一的饲料，所以根
据鸡所吃的食物，鸡蛋其中所含的

营养会受到影响，营养并不均衡。
洋鸡蛋因为产蛋鸡有着统一的饲养
标准和饲养程序，所以产出的鸡蛋
质量比较整齐划一。

●误区 4：喝鲜榨果汁可
以替代吃新鲜水果

鲜榨果汁即将水果榨成汁，加
工过程会使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
养素流失，所以喝鲜榨果汁不能代
替吃新鲜水果。另外，鲜榨果汁是
液体，进食后容易被人体吸收，从而
引起血糖短时间大幅波动。对于想
通过喝鲜榨果汁减肥的人而言，喝
鲜榨果汁会使人不知不觉摄入过量
的糖分，不但不会帮助人们减肥，反
而会导致肥胖。 据人民网

这5个是常见饮食误区你中招了吗？ 一些家长给宝宝喝奶粉期
间 ，总 觉 得 奶 粉 会 让 孩 子 上
火。有的家长就会给宝宝喂煮
菜水，或是用蔬菜水冲奶粉，认
为蔬菜水“清火”，可以预防宝
宝上火。育儿专家提示，不要
用蔬菜水给婴儿冲奶粉，否则
容易导致婴儿中毒。

“蔬菜水”就是将蔬菜煮熟
所用的水。菠菜、油菜、生菜
等叶类菜以及根茎类菜中天然
含有较多的硝酸盐。蔬菜被煮
熟后放置时间长，在硝酸盐还
原菌的作用下，其中的硝酸盐
会被还原成亚硝酸盐，产生毒
性。

成年人如果吃了硝酸盐或
亚硝酸盐含量高的食物一般不
会出现严重反应，但婴儿特别
是 6 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发育

不完善，能引起中毒的剂量很
低，经常用蔬菜水冲奶粉很容
易中毒。曾经发生过家长用熬
煮的蔬菜水为婴儿冲奶粉导致
婴儿全身青紫、缺氧的事件。

除了蔬菜水外，有的家长
还会用米汤、矿泉水等来给宝
宝冲奶粉。其实，把自来水烧
开后晾到适当的温度来冲泡奶
粉是很好的方法。

每种配方奶粉在使用说明
上都有专门的关于奶粉冲调的
介绍，一定要按照使用说明来
冲奶粉，不要相信一些所谓的

“偏方”。如果宝宝出现上火、
便 秘 等 症 状 ，应 该 到 医 院 就
诊，不要擅自使用偏方。

据中国经济网

蔬菜水冲奶粉
容易导致婴儿中毒

发表在近日《自然》杂志上
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与中枢神经系统之间
存在联系。这个以前未知的

“回路”涉及 3个系统作用的组
织，即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
心血管系统。正如实验模型所
展 示 的 ，这 种 串 扰 是 功 能 性
的，因为对神经系统的干扰会
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斑块由胆固醇、纤维组织
和免疫细胞的积累组成，是动
脉粥样硬化的标志。意大利罗
马第一大学丹尼拉·卡内维尔
教授解释说，当出现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时，免疫细胞的聚集
体也会形成在外层结缔组织
中。这些聚集体与淋巴结有相
似之处，在健康条件下调节免
疫反应。重要的是，动脉周围
的结缔组织富含神经纤维，正
如新研究表明的那样，建立了
一个斑块和大脑之间的直接联
系。事实上，这种外膜组织被
神经系统用作到达全身所有器
官的主要管道。

研究人员重建了整个神经

纤 维 路 径 ，直 至 中 枢 神 经 系
统。卡内维尔说，来自斑块的
信号一旦到达大脑，就会通过
迷走神经（控制大部分器官和
内脏功能的神经系统的一部
分）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直到
脾脏。特定的免疫细胞被激活
并进入血液循环，导致斑块本
身的进展。

研究人员将这个真实的回
路定义为“ABC”或“动脉—脑回
路”。像所有电路一样，它可以
断开或调制。研究人员进行了
进一步实验，通过中断与脾脏的
神经连接，该器官中存在的免疫
细胞的冲动被中断。这种治疗
中断的结果是：动脉中的斑块不
仅减缓了它们的生长，而且稳定
了疾病的严重程度。

考虑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的稳定性是评估疾病严重程度
临床上最相关的特征之一，并
且在该研究中，“ABC”的成分
也在受动脉粥样硬化影响的人
体动脉中发现，该研究具有非
常重要的转化意义。

据《科技日报》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能与大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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