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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细菌耐药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健康领
域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
的问题。为此，世卫组织 （WTO） 将每年 11月的
第 3 周定为“世界提高抗菌药物认识周”，今年宣
传周的主题为“着眼未来，停止过度使用和误用抗
菌药物”。旨在通过宣传周活动，向公众普及抗菌
药物知识，促进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管理不容忽视

在感染治疗与防控领域，一直以来深受抗生素
滥用的困扰，人类面临着无抗生素可用的威胁。据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介绍，《中国
抗菌药物管理和细菌耐药现状报告 （2019年版）》
已发布，该报告详细介绍了我国抗菌药物相关监测
指标的变化情况，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取得的成绩，
如遏制细菌耐药的社会治理体系逐步形成，抗菌药
物使用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细菌耐药形势总体平
稳向好等。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抗菌药物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
题，公众对抗菌药物的认识有待加强，民众用药习
惯亟需改变，地域间管理状况差距较大，基层医务
人员用药水平不高。抗菌药物管理体系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中国正在取得积极成效

有关数据显示，抗菌药物被发现至今已经挽救
了不计其数的生命，但是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使
用，其作用却不同程度地有所削减，其中，不合理
用药导致细菌耐药，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减小甚至
消失，使抗菌药物疗效降低甚至无效。由此可导致
一系列问题，如耐药细菌感染的患者会面临更复杂
的治疗问题，如住院时间延长，病死率增加，个人
和社会经济负担加重等。与人类用药相似，兽用抗
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同样会影响到动物产品的质
量安全，甚至威胁到人们舌尖上的安全。

自 2016年起，中国已连续 4年与 WTO 同步举
办“提高抗菌药物认识周”活动。中国相关政府部
门在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技术规范、加强使用监
测、开展专项整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等方面，开
展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在应对细菌耐药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下，国家卫健委会同农业农村部
等 14 个国家部委，制定发布了 《遏制细菌耐药国
家行动计划 （2016-2020年）》。今年印发的《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

见》 中，将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作为一项考核指标，
进一步推动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目前正在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草案）》 中，也将应对微生物耐药纳入其中。从
当前的监测结果来看，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和行动正在取得积极成效。

提升公众抗菌药物的认识水平

为了创新今年抗菌药物认识周活动的形式，国
家有关部门制作了专业版与公众版短视频，提供给
不同人群，以提升其对抗菌药物科学合理使用的认
知水平，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正确使用抗菌药物的
知识，科普抗菌药物的使用误区，介绍滥用抗菌药
物的危害等。

此外，有关部门还为此公开发布抗菌药物现状
报告，在国家卫健委官网上同步刊载抗菌药物合理
使用的一图读懂、海报标语等，采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社会公众传播相关知
识，让公众了解细菌耐药问题带来的风险，改变认
知误区，让人们更加谨慎地寻求抗菌药物治疗，养
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以实际行动做到合理用
药，保护自身和家人健康。

伴随着气温逐步下降，近期早晚时
段体感上会更冷一些。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呼吸科何礼贤教授近日提醒，抵

抗力弱的老人和孩子更要做好防护，避免肺炎球
菌感染引起的各种侵袭性疾病。

肺炎球菌是引起婴幼儿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
原体，每3个下呼吸道感染的宝宝中，就有近1个携
带肺炎球菌。当宝宝抵抗力下降时，就会导致肺
炎、脑膜炎、菌血症等严重的疾病。肺炎球菌容易
引发肺炎、脑膜炎、菌血症、中耳炎等一系列致命疾
病，两岁以下儿童和老人是肺炎球菌易感人群。

肺炎是全世界 5 岁以下儿童的“头号杀手”，
全球每年肺炎球菌性疾病引起约47.6万5岁以下儿
童死亡，在疫苗可预防疾病死亡中位居首位。肺
炎球菌是引起侵袭性疾病以及肺炎和上呼吸道感
染的最常见病因。

肺炎球菌广泛存在于健康成人和儿童的鼻咽
腔中，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一个喷嚏或者
咳嗽，病菌就悄无声息地传染。因此，在呼吸道
疾病高发的秋冬时节，居家要保持良好的卫生条
件，定时通风透气，尽量少去人多的公共场所。

肺炎球菌伤害的并不仅仅是孩子，成人也不
能幸免，尤其是已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和抵抗力
较弱的老人。专家提醒，每到秋冬季节，都要预
防流感、预防肺炎球菌感染。气道疾病的患者每
一次的急性发作或加重，都会影响疾病进程和预
后。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预防相关疾
病，减少发作非常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将肺炎球菌性疾病列为“需极
高度优先”使用疫苗预防的疾病，而疫苗接种是
唯一可行的特异性预防措施。目前，肺炎球菌结
合疫苗在我国仅批准在2岁以下婴幼儿中使用，未
来随着更多基于我国临床使用证据的出现，有望
推行老年群体的使用。

在健康中国等大健康政策、人均收入提高、人口老龄化以及人
们健康意识增强的背景下，社会整体对营养保健食品的需求日益增
长，中国保健食品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近日举行的“2019中
国营养食品产业发展研讨会”上，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会长边振
甲表示，随着 12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等
政策的落地，保健食品市场监管将更加严格，行业内优胜劣汰，诚
信自律、管理规范的优秀企业将脱颖而出，中国保健食品国际化将
得到进一步发展。

据统计，2018年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市场规模约在4000亿元人民
币左右，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保健食品市场。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丁钢强表示，随着我国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明显改善，未来营养食
品产业将在膳食结构个性化、营养组分模块化、营养代谢评价靶向
化等方向上着力突破。

作为此次会议的特邀嘉宾，美国知名健康节目 《奥兹医生秀》
的主持人迈哈迈特·奥兹博士长期专注心血管疾病、健康管理等领域
的研究与实践，著有多本原创出版物、专著及医学教科书籍。他痴
迷于中国的中医药文化，并曾专赴中国录制节目向全球介绍中医奥
秘、太极拳以及全民健身文化。

在奥兹博士看来，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很多宝贵财富，中医药便
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西方医疗保健往往会忽略预防的重要性，而

“治未病”恰恰是中医文化的一大精髓。当前，美国医学界对于中医
的接受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美国公众也在寻求中医的治疗方案。因
此，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对于各国的营养保健产业发展而言都
是有所助益的。

寒秋最爱山里红，树树挂满红灯笼。
酸甜适口开脾胃，活血散瘀心脑清。
生津止渴可入药，消食化积肠道通。
江湖郎中施妙手，冰糖葫芦显神功。
儿时最甜蜜的零食要数果丹皮和糖葫芦了，那

时觉得吃一串糖葫芦，就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
的了。用山楂制成的果丹皮，也是一种大众化食品。

山楂自古便是有名的“果子药”。山楂是我国的
原产植物，已有 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古代文
献《尔雅》一书中即有记载，称之为“朹梅”，作为
药用也有 1500多年了。最早载于南朝陶弘景 《神农
本草经集注》。明代李时珍说“赤瓜、棠梂、山楂一
物也”。中医认为，山楂性味酸甘，微温。归脾、
胃、肝经。主治消食积，散瘀血，驱绦虫。治肉
积，症瘕，痰饮，痞满，吞酸，泻痢，肠风，腰
痛，疝气，产后儿枕痛，恶露不尽，小儿乳食停
滞。消食健胃，行气散瘀。用于肉食积滞、胃烷胀

满、泻痢腹痛、瘀血经闭、产后瘀阻、心腹刺痛、
疝气疼痛、高血脂症。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山楂里
含有山楂酸具有抗菌、抗炎、抗肿瘤、抗艾滋病病
毒等作用。西班牙学者研究发现，细胞感染艾滋病的
病毒，在丝氨酸蛋白酶作用下，会被释出扩散到其他
细胞，山楂酸则能抑制丝氨酸蛋白酶的活性。山楂中
的类黄酮成分能抗御对人体有害的自由基、强化细胞
膜、使受损细胞再生、保护肝脏、抗过敏、防血栓、调节
免疫、抗炎、抑制癌肿、延缓人体衰老。山楂中的三萜
类化合物，能扩张血管并增加血流量、防止心律不
齐、降低血清胆固醇、抗炎等。

山楂虽好，但是也有一些人食用时需要注意。
儿童、胃酸分泌过多者、病后体虚及患牙病者不宜
食用。脾胃虚弱者不宜多食。儿童在牙齿发育的时
候，大量吃山楂对牙齿健康不利，吃完之后要记得
及时漱口刷牙，以防损害牙齿。孕妇刚怀孕的时
候，难免会有呕吐等反应，常喜欢吃酸的东西，这

时不要选择山楂，因为其有破血散瘀的作用，能刺
激子宫收缩，易引发流产。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中国植发技术引来国际关注中国植发技术引来国际关注

提到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有些人知
道这是和人体免疫系统有关的疾病，但这种
疾病有多严重？表现出来的症状有哪些？是
不是症状越重，疾病就越严重？对于这些问
题却不甚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风湿
科副主任朱剑教授表示，判定疾病活动度不
能只看症状。

SLE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可导致肾
脏、血液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心血
管、肺、皮肤、眼部等多器官组织的损伤，未得
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将显著增高患者的死亡风
险。SLE 发病的核心机制之一是体内 B 淋巴
细胞的大量活化，产生大量自身抗体，从而导
致组织损伤。抗体就好比是人体“警察”，当有
害物质即“坏人”进入身体后，免疫系统即“警
察局”会派出大量“警察”，识别“坏人”，并及时
消灭“坏人”。如果免疫系统出问题，派出的

“警察”会去攻击自身正常的组织器官，“自身
抗体”就是其中的“坏警察”。SLE处于活动期
时，体内的“坏警察”数量增多，体内各器官受
到的损害也就更严重。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否处于活动期，需要
通过患者近期的症状和体检数据来综合判
定，而不能只依靠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患
者出现了皮疹、关节痛等症状，总是抱着

“问题不大，等等看”的心态，拖延治疗。但

是这些患者不仅没有等来疾病缓解，反而由
于拖延治疗，使疾病活动度越来越高。

一般发现患者出现红斑、关节痛，医生都
会给患者做比较全面的检查，其中就包括肾功
能检查。系统性红斑狼疮很重要的病变部位
是小血管，而肾脏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所以
肾脏是该病常见的受累器官。如果早期发现
该疾病活动时，及时使用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
剂等可尽早把病人的肾脏病变控制住。如果
一段时间内控制不住，病人往后肾脏病变进一
步进展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医生非常强调
早期识别这些病人，及时进行积极地治疗。

如果患者出现皮疹、关节痛等症状时，
要尽快就诊；如果没有症状，也要坚持每 3
个月的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免疫球
蛋白和补体等基本检查，从而及时发现疾病
复发、及时调整治疗。

目前 SLE 的治疗药物有糖皮质激素、免
疫制剂、抗疟药和今年中国刚批准上市的生
物制剂等。生物制剂可抑制 B 细胞过度增殖
分化，即减少“坏警察”的数量，从而达到
降低疾病活动度、治疗 SLE 的目的。只有规
范治疗，把病情控制在对各个脏器损伤相对
最小的状态、药物的剂量控制在对病人副作
用最小的范围，患者是可以长期处于缓解、
保持良好的机能状态的。

日前，百济神州公司自主研发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通过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一项
疗法的套细胞淋巴瘤患者。泽布替尼也成为迄今为止第一款完全由
中国企业自主研发、在FDA获准上市的抗癌新药。

淋巴瘤是一组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的统称，是发病
率增速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柳叶刀》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2012
年淋巴系统恶性肿瘤全球发病人数约为45万。

泽布替尼是一款新型强效BTK抑制剂，目前正作为单药或与其
他疗法联合用药，在多种淋巴瘤治疗中开展临床试验。数据显示，
在针对套细胞淋巴瘤的临床试验中，84%以上接受泽布替尼治疗的患
者达到了总体缓解。

泽布替尼获得FDA批准是基于两项临床试验的有效性数据。作
为这项关键性2期临床研究的首席研究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
科主任朱军教授表示：“作为临床肿瘤医生，能够参与并见证本土自主
研发的新药首次在FDA获准上市，我感到非常欣慰。这代表着我国的
医药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得到国际肯定，我们不仅能为中国患者研发
新药，也能为世界提供中国的治疗方案，让更多国家的患者受益。”

截至目前，泽布替尼在全球启动的临床试验累计超过20项，临
床试验覆盖的国家超过20个，全球范围内超过1600位患者接受了泽
布替尼的治疗。

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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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新药首次获批在美上市
珏 晓

青少年健康教育公益项目签约

本报电（程汝怡） 为培养学生健康意识、观念和生活方式，提
高学生健康素养，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司局支持指导，中国
健康促进基金会主办的 《健康中国我行动》——青少年健康教育公
益项目签约仪式近日在北京举办。

据介绍，该项目拟用2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多元化、广覆
盖的青少年健康促进活动，其中包括围绕儿童青少年近视预防、心理
健康、预防接种等重点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同时，在全国开展针对预防
接种人员和校医的以疾病防控为主题的知识更新与教育活动等。

促进我国睡眠医学水平进一步提升

本报电（付东红）“北大医学 2019北京国际睡眠医学论坛”暨
第五届北京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睡眠医学论坛日前举办，中外
专家学者就国际睡眠医学研究新发展进行学术交流探讨。

据了解，该论坛由北京大学睡眠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医学部睡
眠医学中心、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北京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委会主
办。论坛交流涉及睡眠慢病与护理、网络数据与机器学习、生物识
别与诊断、新型居家监测、表型与预测等。此外，论坛还设置了唯
一一个分论坛——青年学者论坛，美国、加拿大的专家及北京大学
睡眠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韩芳与青年学者进行对
话，旨在促进睡眠医学领域青年人才成长。

药食同源话“山楂”
王红蕊

药食同源话“山楂”
王红蕊

提高认知提高认知 合理使用合理使用

破破解抗菌药滥用难题解抗菌药滥用难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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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不能只看症状
谷新颖

第27届世界植发大会近日在泰国曼谷举行，来自69个国家的近
千名毛发移植专家就技术、行业规范、临床实践等议题进行了学术
交流与探讨。会上，中国大麦微针植发专家李兴东关于眉毛种植的
课题演讲，引起与会专家的关注。

图为外国专家在现场近距离观察中国植发技术。 李宏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