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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 2月 15日电
（记者 王其冰）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的最新一期猴痘疫情报告显示，
由猴痘病毒 Ib分支引起的疫情持
续蔓延，多个国家出现旅行相关
病例。

根据世卫组织13日发布的猴
痘疫情报告，截至去年年底，全球
范围内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了 124753 例确诊病例，死亡
病例为272例。

报告显示，截至 2 月 2 日，由
猴痘病毒 Ib分支引起的疫情主要
集中在刚果（金）、布隆迪和乌干
达，自 2023年 9月以来，猴痘病毒

Ib分支已在刚果（金）的 8个省份
被发现。在非洲，布隆迪、肯尼
亚、卢旺达、乌干达和赞比亚已报
告社区传播，津巴布韦已报告旅
行相关病例。

报告数据还显示，非洲以外
有 13 个国家报告了 38 例感染猴
痘病毒 Ib 分支的病例，尚未报告
相关的死亡病例。其中，阿联酋
2 月 7 日报告首例因猴痘病毒 Ib
分支引起的病例，该病例近期有
乌干达旅行史，而其他国家报告
的病例中 7 例有阿联酋旅行史，
世卫组织认为阿联酋可能出现
社区传播。

世卫组织：

猴痘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黎晖）近日，四川
省口腔医疗科技创新促进会理事会暨学术
年会在资阳高新区举行，来自全国的口腔
医疗科技创新专家、教授和学者及口腔医
疗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100余人参加。

会上，四川省口腔医疗科技创新促进
会会长、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教授、博
导赵志河作 2024 年度工作报告并汇报
2025年工作计划。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学院党委副书记、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林云锋和北大口腔医学院教
授、主任医师、博导孙玉春，分别作《框架
核酸药物研发进展》《数智仿生口腔修复》
主题学术演讲。

据了解，四川省口腔医疗科技创新促
进会由在四川省有一定影响力且致力于
口腔科技创新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及有合
法经营权的企事业单位等自愿联合发起
成立，是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旨在团结引
领广大口腔学科、口腔相关产业的工作
者，为促进四川省口腔医学及相关产业的
融合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今年，促进会

将联合兄弟学会持续打造中国西部国际
口腔学术会和展览会的品牌格局，拓宽交
流合作渠道，提升国际影响力。联合政
府、资本推动口腔医疗科技创新专利孵化
及转化，促进科学研究平台开放共享、科
研院校和中国牙谷企业的交流合作。

会前，还举办了第四届“中国牙谷杯”
（2025）中国西部优秀研究生论文评选
会。评审专家、重庆市医学会秘书长戴红
卫介绍，评选会共收到来自西部十余个省
市的投稿 35 篇，其中有一部分非常地契
合临床，有转化的价值，将为口腔医学事
业、口腔产业的发展提供帮助，为企业在
学术成果转化上提供支撑和依据。

“这次论文评选非常注重研究生培养
的质量和区域性，不仅能够带动西部的人
才培养，还可以让西部的科学家以及研究
成果向中国牙谷汇聚，把牙谷建设成为中
国特色一流的口腔医疗工业园。”中国医
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四川省口腔医学会会
长、中国牙谷战略发展顾问、促进会名誉
会长周学东说。

会议现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凌曦曦）
近日，2025 年全市医疗保障工作
会议、定点医药机构开展自查自
纠动员部署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举行。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医保
基金安全，各定点医药机构务必
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级要求，深入
开展自查自纠，确保医保基金合
理使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稳
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确保医疗保障政策全面落实。要

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防
止和纠正医疗保障领域的不正之
风，确保医疗保障工作公正、透
明，为全市人民提供更优质、高效
的医疗保障服务。

会议还传达了国省关于2025
年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金使用自
查自纠工作的要求，并部署相关
工作。各县（区）医疗保障局作工
作经验交流，分享在医疗保障工
作中的创新举措与显著成效，为
全市医疗保障工作的优化提升提
供宝贵借鉴。

新华社广州/伦敦2月 15日
电（记者 马晓澄 郭爽）辐射可造
成DNA损伤，进而导致细胞死亡
等。中国科学家 13日在英国《细
胞死亡和分化》期刊上发表的新
研究揭示了 STING（干扰素基因
刺激因子）蛋白通过结合DNA损
伤响应蛋白 PARP1 合成的产物
分子 PAR（多聚二磷酸腺苷核
糖），驱动辐射后细胞死亡的关键
机制。

动物实验表明，阻断或抑制
该通路可使小鼠肠道辐射损伤降
低70%，生存率提升5倍。这一发
现为癌症放疗副作用防护和急性
辐射损伤救治提供了全新策略。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
与健康研究院研究人员介绍，高
剂量放疗是治疗盆腔、腹腔肿瘤
的常用手段，但常导致患者出现
严重胃肠道综合征，表现为肠黏
膜脱落、出血甚至多器官衰竭。
传统防护手段主要依赖物理屏
蔽和抗氧化剂，这类手段阻止辐
射引发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效果
有限。长期以来，科学家试图寻
找 调 控 DNA 损 伤 响 应 的“ 开
关”，而 STING 蛋白作为先天免

疫的核心分子，其与细胞死亡的
关系逐渐引起科学界关注，但机
制仍不清晰。

该研究通过辐射损伤模型
发现，STING 通过“捕获”DNA
损伤后 PARP1 蛋白合成的大量
产物分子 PAR，触发细胞“自杀
程 序 ”。 使 用 PARP1 抑 制 剂
PJ34 可减少 80%的 PAR 生成，从
而减少 STING 介导的细胞凋亡
通路，极大降低了细胞死亡和辐
射损伤。

该研究除了为辐射损伤防护
带来全新突破, 也将为癌症治疗
带来双重影响。在防护方面，开
发 STING 抑制剂或 PARP1 调控
药物，可保护正常组织免受肿瘤
放疗伤害。在增效方面，在肿瘤
局部激活 PARP1-PAR-STING
通路，可增强放疗对癌细胞的“定
向清除”效果。通过精确调节该
通路的活性，未来可实现“保护正
常组织”与“杀死癌细胞”的智能
切换。

研究人员表示，新研究为安
全利用放射治疗肿瘤以及防治核
事故造成的辐射损伤奠定了理论
基础并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

四川省口腔医疗科技创新促进会理事会
暨学术年会在资阳高新区举行

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
医疗保障服务

中方领衔团队破解辐射损伤细胞机制
有望优化放疗防护

□ 新华社记者 李恒董瑞丰

2 月 18 日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雨
水节气。随着雨水节气的到来，天气渐
暖，降水增多，湿气也逐渐加重。这一时
期如何保持身体健康？17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以“时令节气与健康”为主题召开新
闻发布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雨水节气健脾祛湿，中医
养生有妙招

湿气加重，容易导致食欲下降等
症状。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汪红兵
指出，这一时期的健康保健重在健脾
祛湿，尤其南方地区更需注意。饮食
上 应 遵 循“ 多 甘 少 酸 ”原 则 ，少 吃 山
楂、乌梅等酸味食物，多吃大枣、山药
等具有甘甜味的食物。同时，要注意
少吃生冷、油腻、高糖等容易加重湿气
的食物。

为帮助公众更好健脾祛湿，汪红兵推
荐了几款药食同源的食材。其中，薏米可
以与赤小豆搭配煮水饮用，也可做成薏米
红豆粥、薏米冬瓜汤等。山药则可以做成
山药排骨汤、山药小米粥、白扁豆山药粥
等。此外，适当吃些辛温的食物，如韭菜、
香椿、葱等，也有利于增强消化功能。

“祛湿并非人人适宜。不同人的体质
各有差异，湿邪也分为不同证型。”汪红兵
说，例如，湿热体质的人需要清热祛湿，寒
湿体质的人则需要温中散寒祛湿。阴虚体
质和血虚体质的人盲目祛湿可能会进一步
伤阴或耗伤气血，因此应慎用祛湿方法。

春季消化道疾病高发，预
防与治疗并重

春季是消化道疾病的高发期，尤其
是腹泻、呕吐等症状比较常见。北京协
和医院主任医师李景南表示，预防这些
疾病，应从日常的卫生习惯做起。餐前

便后要认真洗手，食物要彻底烹熟，生
食蔬果要清洗干净。冰箱储存的食物
应加热后再食用，避免进食过夜食物。
同时，家长要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手卫
生习惯，注意避免交叉感染。

在出现轻度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
时，李景南建议，可先多喝水、清淡饮食，
必要时可服用相关药物控制症状。但如
果症状持续或加重，尤其是出现发热、腹
痛等，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针对“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
“饭后喝茶助消化”“洗肠可以排毒”等
说法，李景南表示，饭后适当散步可以
改善消化功能，但饭后剧烈运动会影响
肠道功能，加重肠道负担，导致消化不
良。饭后喝茶虽然可以促进食物的消
化，但长期大量饮用浓茶可能导致肠胃
不适。对于不需要肠道清洁的健康人
来说，过度洗肠一方面会破坏肠道微生
态的正常菌群，另一方面大量水的机械
性刺激会损伤肠道黏膜，不利于健康。

流感等呼吸道疾病呈下降
趋势，专家提醒仍需警惕

近期，有媒体报道称有些国家和地区
流感病毒仍处高位流行。对此，中国疾控
中心研究员彭质斌表示，当前我国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继续呈下降趋势。其中，流感
病毒是导致近期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主
要病原体，但流行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南北方省份流感活动水平存在差异，第 6
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结果
提示，南方流感活动水平高于北方。

彭质斌表示，流感疫苗在整个流行季
节能提供一定的保护作用，还没有接种流
感疫苗的人群仍然可以接种。

在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彭质斌建议
加强环境清洁和通风换气工作，促进室内
空气流通。此外，要加强健康监测，提倡
学生、教职员工坚持不带病上课或上岗。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雨水时节话健康：

专家解读春季养生与疾病预防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顾天
成）新学期伊始，校园人群聚集、密切接触
增多，鼻病毒传播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疾
控中心 17 日提示，鼻病毒是引发普通感
冒的重要病原体之一，应采取针对性防护
措施，更好保障开学季师生健康。

鼻病毒是一种无囊膜小RNA病毒，
因最早从感冒患者鼻腔分离而得名。其
适宜在 33℃至 35℃的鼻腔环境中繁殖，

目前已发现 169种型别，型别多样导致人
体难以形成持久免疫力。感染鼻病毒后，
大多数人症状较轻，体温通常正常或略微
升高，常见鼻塞、流涕、咽痛等轻微症状，
一般一周自愈。但对少数儿童、免疫力低
下者及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可能诱发哮
喘或下呼吸道感染。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有关专家
介绍，鼻病毒主要通过接触传播和空气

传播。鼻病毒在物体表面存活时间可
长达数日，且对酒精具有一定耐受性。
接触门把手、课桌等污染表面后触摸口
鼻，或吸入患者咳嗽、打喷嚏的飞沫均
可感染。

如何加强校园防控？专家强调以下
措施：鼓励师生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手并
避免手部接触眼鼻口；教室、宿舍定时通
风，减少密闭环境空气滞留；学生乘坐公

交、出入人员密集场所可佩戴口罩，既阻
隔飞沫又为鼻腔保温增湿；定期科学消毒
高频接触物品，如课桌、门把手等。

专家呼吁，儿童、老人及基础疾病患
者出现症状，需及时休息，若症状加重要
及时就医，学龄儿童避免带病上学加重传
播风险。学校应加强健康宣教，家长配合
关注好学生身体状况，共同筑牢校园健康
防线，护航新学期。

疾控机构：开学季防范鼻病毒校园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