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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突
破，遗传学成果已从实验室走
入日常生活，为健康生育和疾
病防治提供科学支持。
“男孩像妈妈，女孩像爸

爸”是民间流传的说法，这可能
来源于一些观察。但遗传学研
究表明，孩子的外貌、性格特征
是父母基因复杂重组的结果，
与性别相关只是概率事件，并
非规律。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
心儿科主任杨光表示：到底是
父亲起主要作用还是母亲起主
要作用？实际上这是一个综合
的作用，看夫妻俩谁的基因更
占显性的作用。孩子从父母双
方各继承 50%的基因，但具体
组合是随机的，可能更像父亲、
母亲，或介于两者之间。但确实
有一些显性遗传特征更容易遗
传，比如双眼皮、卷发、高鼻梁
等。另外，孩子的一些特殊表现
不要归结于遗传而被忽视。杨
光说：比如有些孩子说话晚，很
多家长小时候说话也晚，觉得
这都是先天因素决定的。实际
上如果发现一个孩子到两岁、
两岁半还不能说话，有可能是
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也有一
些是孤独症的表现，这些都得
专科医生来判断。早期干预可

以提高预后效果。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

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
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研
究显示，平均每个正常人都会携
带 2.8 个隐性遗传病的致病变
异基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
产科医院副院长罗琼表示：一对
夫妻如果他们的表型是正常的，
所谓表型正常，就是外观、行为、
认知等方面看起来和正常人没
有偏差。这类人做隐性携带基因
筛查，主要是为了避免夫妻双方
携带同一遗传病的同一致病基
因位点。如果夫妻双方都携带该
基因，他们结合后，胚胎或胎儿
有 1/4的可能性成为患儿。

专家所说的这种单基因隐
性遗传病，包括脊髓性肌萎缩
症（SMA）、苯丙酮尿症（PKU）、
部分遗传性耳聋等。数据显示，
我国 80%的单基因遗传病患儿
父母无相关症状，属于隐性携
带者。专家建议所有计划怀孕
的夫妇，无论有无家族病史，均
应进行孕前筛查。

关于生育的 3 个认知，可
能都是误区。“你这个毛病随爸
爸了”“那个毛病像妈妈”是常
见的民间说法。但这些所谓遗
传的“常识”背后，从医学角度
讲，隐藏着认识误区。

说法一：基因决定一切，后
天努力没用？

杨光表示：包括体格、智力
的发育，都是遗传和环境相互
作用的结果，遗传占主要作用，
环境因素也占 30%左右。所以
一些孩子，后天给他努力营造
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一些促进
发育的措施，他会在自己的基
础上达到最优的成长。

说法二：女性高龄生育可
能影响胎儿质量，男性高龄没
关系？

罗琼表示：女性的高龄主
要是影响卵子的减数分裂，所
以导致胎儿染色体病的概率会
比较大。父亲高龄导致基因新
发突变的概率会高很多。但这
个只是一个比例的问题，不是
说父亲高龄一定会生出有基因
病的孩子。

说法三：无痛分娩，会影响
孩子智力发育？

罗琼说：实际上无痛分娩对
孩子智力发育的影响是没有任
何高质量的证据来支持的。因为
无痛分娩（药物性镇痛分娩）的
药是打在椎管内的，对母亲的一
些神经产生暂时性的镇痛作用，
但是它不会到达胎儿身上。

□ 杨阳 史迎春 赵迎晨
央视新闻客户端 7月 12日

“男孩像妈 女孩像爸”有依据吗

“内部吹哨人”守护
“舌尖上的安全”

千金方

糖友更易出现动脉斑块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糖尿
病患者发生动脉斑块的风险
显著高于没有糖尿病的人群。
糖尿病患者血糖长期处于较
高水平，会直接损伤血管内
膜，引发氧化应激反应并激活
炎症因子。出现血管损伤后，
会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即
“坏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
管壁内，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因此，对于有糖尿病
和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群，
要警惕疾病的早期症状。如出

现胸痛、胸闷等心血管症状，头
痛、头晕等脑血管症状，下肢麻
木、行走时疼痛等下肢血管症
状，应及时就医。

预防斑块的形成，要从以
下两方面入手：科学饮食，控制
总热量，避免摄入过量；定期进
行血液检查，定期监测血糖、糖
化血红蛋白、血脂；定期进行超
声检查：通过超声检查动脉是
否存在斑块。

□杨进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7月 7日

医生教你如何应对荨麻疹

什么是荨麻疹？湖南省长
沙市第四医院皮肤科主任、主
任医师吴志强表示，荨麻疹俗
称“风疹块”，是皮肤黏膜由于
暂时性血管通透性增加而发
生的局限性水肿。

怎么预防荨麻疹呢？吴
志强说，饮食方面：避免食用
已知的致敏食物，限制辛辣、
刺激性食物及酒类的摄入，

以防加重皮肤血管扩张与瘙痒
症状；生活习惯：规律作息，保
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适度运
动，增强体质；环境方面：注意
个人及居住环境清洁，减少接
触尘螨、花粉等过敏原。保持室
内适宜的温度及湿度，避免过
热或受凉。

□吴佳珍
红网 7月 9日

●廉价手机壳长期接触会
慢性中毒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销量靠
前的“9.9元包邮”的手机壳评论
里，有不少消费者吐槽“新壳拆
封后立即散发浓烈的塑料味”。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曾对 20
款手机壳进行监测，发现部分低
价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出国家标
准上限 30倍。铅含量超标，不仅
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
骼，引发肾衰竭。长期接触廉价
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会引
发慢性中毒。专家表示：选购手
机壳应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
TPU（热塑性聚氨酯，是一种高
性能的聚合物材料，具有优异的
耐磨性、耐油性和弹性。———编
者注）材质，认准 3C认证、执行
国标《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
的产品。避免购买外观花哨、价

格过低的“三无”产品。新壳使用
前可用清水冲洗并通风放置一
周，且建议定期更换。

红星新闻 7月 13日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
扩容提速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
至 6月 30日，已有 30个省份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37 个统
筹区开通医保钱包，实现医保个
人账户跨省共济。

医保钱包转账是实现近亲
属医保个人账户共济的一种方
式。使用医保钱包转账功能，个人
可将本人医保个人账户或医保钱
包中的资金转账至近亲属医保
钱包中，供其用于就医购药费用
结算、居民医保个人缴费等。

□孙秀艳
《人民日报》7月 11日

●研究发现：奶牛“偷奶”致
H5N1流感在美大暴发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

滨兽医研究所在研究中发现，奶
牛因其特有的“偷奶”行为，导致
H5N1 流感在美国奶牛场大暴
发。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家
科 学 评 论 （National Science
Review）》上。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是重要的人畜共患病。2021年
以来，一种新型 H5N1病毒在多
个国家引发上万起家禽和野鸟疫
情。2024年 3月，H5N1病毒在美
国感染奶牛，导致其 17个州的
1000多个奶牛场疫情暴发。

该项研究发现，奶牛的口腔
组织表达丰富的唾液酸受体，为
H5N1 病毒通过污染的饲料和
水感染奶牛提供了便利条件。病
毒可在口腔中复制和向外排泄，
并通过奶牛特有的“自吸乳”或
“互相吸乳”的“偷奶”行为传染
给乳腺。此外，研究还证明，疫苗
免疫可完全保护奶牛不被病毒
感染。

□周姝芸
《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 9日

医目了然

国务院食安委近日发布《关于
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的意见》，旨在发挥食品从业人员
“内部吹哨人”的作用，鼓励其主动
参与监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有效防范风险
隐患。

食品安全是关乎民生的大事。
随着食品产业快速发展，食品安全
问题日趋复杂化、隐蔽化，食品安
全治理仍然存在线索发现难问题，
违法行为往往发生在企业后厨、车
间、库房等“闲人免进”的内部场
所，具有一定隐蔽性，导致监管部
门难以全面及时地发现隐藏较深
的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在第一时间
介入查处，传统的监管模式面临新
的挑战。

对于食品企业而言，“内部吹
哨人”是“啄木鸟”，不是对企业不
忠的“告密者”。企业若怀揣侥幸从
事违法活动，即使内部人员不举
报，迟早也会暴露。“内部吹哨人”
就像无处不在的“隐形摄像头”，第
一时间发现食品风险隐患，有利于
警醒企业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一刻
也不能大意，推动企业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质量管理，确保食品安全。
“内部吹哨人”举报本身无疑

也面临一定风险。要让“内部吹哨
人”制度真正落地见效，一方面，应
加大精神和物质奖励力度，对举报
行为给予相应鼓励，弥补举报人潜
在利益损失，表达政府认可举报行
为的态度；另一方面，须加强举报
人保护，加强对“内部吹哨人”个人
信息保护，企业不得对“内部吹哨
人”进行打击报复；有打击报复行
为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解决
其后顾之忧。
（本版有删节）

□沈小平
中安在线 7月 9日

中药防暑三步走：喝、贴、泡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正骨
医院药学部主任冯小映，从药
学角度总结出中药防暑“三步
走”：喝、贴、泡。
“广东人离不开一碗汤、

一壶茶。”冯小映表示，“潮湿
闷热天气最常见的症状就是
倦怠、胃口差、四肢困重”，她
推荐可适量饮用与山药、芡
实、薏仁等健脾祛湿药材相关
的汤饮与茶方，也可以使用五
指毛桃、扁豆等食材来改善腰
肌劳损、腰痛等症状。
“高温天不少人会自行贴

膏药，但三伏贴属于‘因时制
宜、因人制方’的疗法。”冯小
映提醒，并非人人都适合三伏
贴，应在医生辨证后按体质定

方位、选药物。
空调房久坐、寒气侵体，是

不少都市人的夏季常态。冯小
映建议，不妨通过药浴泡脚，缓
解体内寒湿。

□刘颖颖杜慧中
《羊城晚报》7月 9日

器官“年龄”影响寿命

我们通常用生日来计算
年龄，认为“今年多大”是一个
从出生那天开始累积的数字。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此
前曾发现，我们的身体不止有
一个年龄，每个器官都有自己
的“生物年龄”。这项指标，或
许比生日更能预测我们的健
康，甚至寿命。

那么，哪个器官的“年
龄”最关键？答案是：大脑。大
脑一旦“提前变老”，患阿尔
茨海默病的风险将大幅增
加。大脑处于“极度衰老”状

态的群体，未来十年内的患病
概率是“大脑年轻”群体的 12
倍。其他器官的年龄则与疾病
风险密切相关。心脏衰老的人，
更易出现心律失常或心衰；肺
部衰老则可能导致慢性阻塞性
肺病；肾脏、肝脏、胰腺等器官
老化，与糖尿病、肝肾病等慢性
病风险上升密切相关。这一研
究不仅有助于预测疾病，也有
望成为检测抗衰老疗法是否有
效的指标。

□张佳欣
《科技日报》7月 9日

知心

近年来，随着心理健康问
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少
医院陆续开设了“学习困难门
诊”（“不爱上学门诊”）。近日，
河北的陈女士（化名）在社交
平台发文称，秦皇岛一家二甲
医院除了挂有“不爱上学门
诊”的牌子外，还开设了“不爱
上班门诊”。

7月 10日，记者采访了正
在“不爱上班门诊”值班的医
生———该院睡眠心理科主任岳
利民。

据他透露，该门诊是在患
者建议下开设的。“之前有孩子
来看‘不爱上学门诊’，家长说
不爱上学有人管了，不爱上班
有人管吗？平时他们也因为工
作而身心疲惫。我们在接诊过
程中也发现，有的人不爱上班
其实背后存在焦虑、抑郁等问
题。但直接说这与焦虑症、抑郁
症有关，患者可能有病耻感，所
以我们在今年设立了一个‘不
爱上班门诊’。”岳利民称，“不
爱上班门诊”的诊断流程和正

常的精神心理学科差不多。“不
爱上班门诊”已经开设了两个
多月，岳利民表示，目前来问诊
的患者并不多。他说：“工作中
心生乏力、疲惫的感觉、情绪不
稳定、人际关系不好、感觉上班
很痛苦，这些表象背后有很多
复杂原因。我们作为专业人士
的作用就是找出原因，进行系
统梳理和诊断，最后进行治疗
和改善。”

□赵映骥
上游新闻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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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一医院开设“不爱上班门诊”素问

健谈

你以为的中暑有可能是“热中风”

“中风”是卒中的俗称，
“热中风”是指在高温天气（气
温超过 32摄氏度）下出现的
卒中疾病。研究表明，极端高
温天气和极寒天气都会增加
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热中风”一般表现为：突

发的局部神经功能缺损，如偏
瘫或偏身麻木（一侧肢体明
显）；言语表达障碍，或理解困
难、言语含糊；口歪眼斜或流
涎，步态不稳。而中暑者最早
出现的症状是脸红、眩晕，之
后会表现为高热，出汗少甚至
无汗，严重时可能昏迷，但无
特定偏侧症状。所以，区分“热
中风”和中暑的关键，在于观

察患者是否有局部神经功能受
损的表现（如偏瘫），以及体温
是否异常升高。在高温天气下，
一旦出现头晕、偏侧肢体无力
等症状，切勿自行诊断为中暑，
这可能会延误治疗时机。

“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
7月 8日

左氧氟沙星
可致跟腱断裂？

7月 8日，一网友发帖称，刷到
有网友在做跳舞的热身动作时跟
腱断了。评论区好几个网友问：“你
跳舞前用左氧氟沙星了吗？眼药水
也算。”“左氧氟沙星副作用之一就
是跟腱断裂，使用期间要避免运
动。”该帖一经发布引发激烈讨论。

记者找到了关于左氧氟沙星
滴眼液和左氧氟沙星片的说明书，
其中滴眼液的严重不良反应中并
未出现肌腱断裂等字样；而口服药
片的严重不良反应包括肌腱炎和
肌腱断裂，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和重症肌无力加剧。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省新华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汪
雪峰接受采访时表示：“滴眼液属
于局部用药，在全身暴露量很少，
相对比较安全。而口服的左氧氟沙
星片是全身用药，两者风险并非相
当。滴眼液小孩子能用，但是全身
用药要 18岁以上。”
“在左氧氟沙星片的注意事项

中显示，氟喹诺酮类药品，包括左
氧氟沙星会使所有年龄段患者的
肌腱炎和肌腱断裂的风险增加。这
种风险多见于 60岁以上老年患者，
服用皮质类固醇药品患者及肾脏、
心脏或肺移植手术的患者中。”

汪雪峰提醒，在使用左氧氟沙
星药物后，应避免跳跃、奔跑、快速
扭转等高强度活动，如篮球、足球、
跳绳等。即使是低强度的运动，如
散步、慢跑等，也应谨慎进行。

□贾晓雯余佳欣
潮新闻 7月 10日

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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