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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健康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记者王秉阳)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 6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 切实加强
监管的通知》。

对目前存在的虚假、夸大宣传等问题，通
知要求，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
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不得在开
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
“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
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

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
论、技术欺骗消费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近来，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领域乱象频
发，虚假、夸大宣传等问题突出，严重误导近
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威胁儿童青少年视力
健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针对“近视可以治愈”等误区，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松峰
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后，在目前医疗技术条
件下，近视不能治愈。儿童青少年时期可以通
过科学用眼、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减少长时间
近距离用眼等方式预防、控制和减缓近视。

6 部门联合发文加强监管近视矫正领域乱象

近视矫正宣传禁用“降低度数”等表述

新华社圣保罗 4 月 6 日电(记者宫若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发表报告称，对肠道
细菌的研究分析，可用于对不同人群进行结
肠直肠癌有效预测，从而实现结肠直肠癌的
早期诊断和治疗。

发表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医学》期刊上
的报告说，由巴西卡马戈癌症中心领衔的国
际研究团队对采集自德国、法国、意大利、中
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 969 人的粪便样本
中的遗传物质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由结肠
直肠癌患者和健康人两组人群构成。

经对比发现，结肠癌患者中肠道细菌群
的丰富度要比对照组健康人高得多。比如患
者体内一种名叫具核梭杆菌的常见口腔细菌
数量就高于对照组。研究人员表示，虽然尚不
清楚这种口腔细菌迁移到肠道的原因，但具

核梭杆菌进入肠道后可引起肠道炎症，被认
为有可能引发癌症。研究人员发现了 16种与
结肠直肠癌相关细菌。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结肠直肠癌患者的
粪便标本中发现远多于对照组的胆碱三甲胺
裂解酶的痕迹，这表明肠道细菌的胆碱代谢
与结肠直肠癌有关。胆碱是存在于红肉和其
他高脂肪食物中的一种营养素。当酶分解含
有胆碱的食物时，它会释放出致癌物质乙醛。

“这一发现有助于预防结肠直肠癌，因为
肠道内细菌的数量是可以通过饮食加以控制
的。”卡马戈癌症中心的埃马努埃尔·迪亚斯·
内托解释说，高脂肪膳食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不
利影响，因为这会导致有害细菌数量的增多。

结肠直肠癌是全球第三常见的癌症。如
果诊断及时，其治愈率可以达到 95%。

肠道细菌检测可用于预测结肠直肠癌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做一小时中高强度运动可以显
著降低中老年人因骨关节炎而行走不便的风险。

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分析 1500 名年满 49 岁骨关节炎
患者 2008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的健康信息和运动数据。
2008 年 9 月开始采集数据时，这些患者因这种疾病忍受下肢
关节疼痛，但没有行动不便。

数据采集结束时，运动量少于每周一小时中高强度运动
的人中，24% 出现“移动困难”，23%“生活自理困难”。

研究人员解释，“移动困难”指每秒行走距离不足一米，或
者步速慢到无法正常过马路；“生活自理困难”指难以独立完
成在室内行走、洗澡和更衣等日常活动。

相比之下，运动量达到每周一小时中高强度运动的人，出
现“移动困难”和“生活自理困难”的比例分别为 3% 和 12%。

据研究人员推算，每周做一小时中高强度运动，可降低
85% 骨关节炎引起的“移动困难”风险，降低将近 45%“生活自
理困难”风险。

研究项目牵头人多萝西·邓洛普说，这样的运动量相当于
“每天运动不到 10 分钟，非常容易做到”。如果对中高强度运
动没有概念，可以想象与别人约会或者去坐火车快要迟到而
加快脚步的感觉。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预防医学杂
志》。 (新华社微特稿)

预防腿疼走不动

每周快走一小时

都知道肥胖孕妇多运动有利后代健康。美国一项最新研
究显示，即使孕妇体重不超标，孕期多进行中等强度运动，也
有助提升后代代谢健康，让后代不容易长胖。

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人员用老鼠实验得出上述结论。研
究人员让怀孕实验鼠孕期每天活动 60 分钟，观察其后代的代
谢情况，并把孕期不运动实验鼠的后代作为对照组。研究人员
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处于断奶期的运动鼠后代体内与棕色脂
肪组织相关的蛋白质水平有所提高。棕色脂肪组织有助把脂
肪和糖分转化成热量。研究人员还发现，运动鼠后代的体温更
高，这表明他们体内棕色脂肪组织的产热功能更为有效。产热
功能通常与避免肥胖和代谢健康有关联。

断奶期后，怀孕实验鼠产下的后代又被给予 8周高脂饮
食。研究人员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运动鼠后代体重增加较少，
出现的代谢疾病症状也更少。

研究人员将在于奥兰多举行的 2019实验生物学年会上
报告他们的研究结果。美国《科学日报》网站 7 日援引研究人
员的话报道，研究数据显示，健康女性孕期缺乏锻炼会令她们
的孩子更易长胖并导致产热功能受损，这会关联代谢疾病。

(新华社微特稿)

母亲孕期多运动

有助后代不长胖

新华社德国汉诺威电(记者任珂)完全无
线的工厂、实时监测并传输数据的生产线、与
人协同工作的机器人……正在举行的 2019
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工博会)上，5G(第五
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工业应用成为最热门的
话题之一。

业界人士认为，与消费领域相比，工业领
域才是 5G 技术大显身手的地方。5G 将使现
在的许多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可能，有
望从多个维度塑造未来的工业生产。

未来工业的“神经系统”

在主办方为本届工博会专门设立的 5G
展厅，德国大众公司展示了一条基于 5G 技
术的微缩汽车组装流水线。每个零部件经过
流水线时，经 5G 连接的传感器几乎能做到
实时监测并传输数据。与现有的随机监测相
比，这种生产方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大幅提
升。

德国知名光学设备制造商蔡司公司展示
了最新的车身检测系统：安装在机械臂上的
光学成像传感器可对车身部件进行全方位扫
描，传感器处理并通过 5G 实时传回的并不
是简单数据，而是信息量巨大的三维点云数
据。该公司一名主管告诉记者，5G 将使生产
更加灵活、透明和自动化，同时提升了产品质
量。

“5G 就好比是神经系统，将感知传导到
人脑或电脑。”德国博世公司通信和网络技术
部负责人安德烈亚斯·米勒持类似看法。

米勒认为，从 1G 到 4G，都是为了将人
连接起来。而即将到来的 5G时代，连接的不
只是人，还包括一切事物。基于 5G 的互联技
术，是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德国西门子工业无线通信系统经理桑
德·罗特门森预测，5G 将有望应用在远程控
制、大规模无线传感器网络、移动机器人、自
动导航、移动接入和维护等领域。

让“柔性制造”成为可能

华为欧洲研究院工程师安雪莉说，在消
费领域，人的容错率高，手机打不通可一会儿
再打。然而，在工业领域一个数据包出错，整
个生产流程可能因此停止。哪怕停止一分钟，
损失的金额可能就会以百万美元计。低延迟、
超高可靠 5G 技术的出现，终于能使工业领
域迈入无线时代。

在本届工博会上，德国博世力士乐展示
了一个未来工厂的“样板间”：车间内看不到走
线，所有设备都通过 5G 连接，并互相“交流”。
比如，机器人抓取物品后可实时判断载具位
置，并将物品置于载具上，载具将物品在不同
操作平台之间移动，数台载具同时在车间移
动，互不干扰，在有人接近时立即停下来。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车间走线的规划

和施工往往需要较长周期，耗资不菲。一旦要
改变生产，调整线路就将成为一项大工程。而
“工业 4 . 0”时代恰恰强调的是“柔性制造”，
即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小批量定制化生产，针
对市场变化快速精准地调整生产线。换言之，
5G 让“柔性制造”成为可能。

与传统工厂相比，无线工厂还可大幅降
低工厂维护成本，降低能耗。据博世工作人员
介绍，5G 技术已经在德国纽伦堡的工厂里
运用，生产成本节省了约 30%。

让人机更好地协作

人机协作机器人是本届工博会上的“人
气”展品。与传统工业机器人不同，协作机器
人强调机器与人协同工作，强调机器的交互
性、灵活性与安全性，需要机器具备强大的数
据处理能力和传输能力。而要让机器人变得

更加聪明和敏捷，离不开 5G 的支持。
据日本知名机器人生产商发那科公司的

工作人员介绍，5G 技术能赋予机器人全新
能力，如当一个机器人学习到一种新技能后，
它能几乎实时将这项技能“教给”车间内的其
他“伙伴”。

华为 5G 无线系统设计负责人约瑟夫·
艾兴格认为，现在每个机器人终端都有人工
智能能力，但这也意味着系统复杂，成本高，
维护也麻烦。而在高可靠、低延迟通信的 5G
时代，用一个设备就可以控制车间中的所有
机器人，让运行和维护变简单。

如果说 5G 是未来工业的神经网络，那
么人工智能就将是大脑。业界人士认为，5G
势必会与人工智能结合，届时数据安全将成
为一个巨大挑战。一些专家建议，5G 云端只
整合人工智能最需要的数据，而用户有权自
行决定是否把其他数据也保存到云端。

车间内看不到走线，所有设备互相“交流”
从汉诺威工博会看 5G 塑造未来工业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6 日电(记者周舟)美
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上发表报告说，他们开发出一种可穿戴设备
原型机，可连续收集患者血液中活体癌细胞，
提高癌症诊断和治疗效率。

肿瘤每分钟可向血液释放超过 1000 个
癌细胞，但一次抽血检查出的癌细胞不会超
过 10 个，因此即便晚期癌症患者也可能难以
通过传统的抽血法检测出来。

美国密歇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新开
发的小型设备能够戴在手腕上，通过连接手
臂上的静脉血管，可连续几个小时直接从血
管中“抓取”癌细胞。设备芯片采用了纳米材
料氧化石墨烯。

美国密歇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向健
康的狗注入人的癌细胞，在注射后的两个小
时内，利用这种设备来筛查狗体内 1% 到 2%
的血液，并每隔 20 分钟抽血一次作为对照。
结果显示，设备上的芯片从每毫升血液中获
取的癌细胞是抽血法的 3 . 5 倍。这些癌细胞
在实验后会被狗体内的免疫系统所清除，不
造成后续伤害。

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
萨尼莎·纳格拉斯说，新方法与抽血法的区别
就像可连续拍摄的摄像头和每 5 分钟拍 1 张
照片的相机的区别。

研究人员预计这种设备可在未来 3 到 5
年内开始临床试验。

美开发出可穿戴的癌细胞血检设备

中国学者发现新型红外隐身材料，可躲过红外探测仪“法眼”

新华社南京 4 月 8 日电(记者王珏玢)记
者从中科院苏州纳米所获悉，该所张学同研
究员领导的科研团队，最新发现一种红外隐
身材料。这种新材料坚固、轻便、可折叠，可以
在不需要额外能源的情况下躲过红外探测仪
的“法眼”，应用前景广阔。

自然界中的一切物体，都会辐射红外线。
物体辐射红外线能力的大小，和其表面温度直
接相关。因此无论白天黑夜，红外探测仪都可

以测量到目标与背景间的辐射差，得到不同物
体的红外图像。现有的红外隐身技术原理通常
是改变目标热辐射特性，但这些隐身材料大多
有耗能持续、应用范围窄、反应慢等不足。

此次研究中，技术人员想要发明出一种
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温度，且不需要额外耗
能的红外隐身材料。他们首先制造了一种坚
固但柔软的纳米纤维气凝胶薄膜，这种薄膜
具有优异的隔热性能。将这种薄膜用相变材

料聚乙二醇(PEG)浸泡并进行防水处理，就
得到一种轻薄、坚固、柔韧，但红外隐身性能
优异的复合新材料。

由于纳米纤维气凝胶薄膜本身是一种良
好的绝热材料，而聚乙二醇受热时会储存热
量并软化，凝固时又释放热量后重新硬化，在
模拟太阳光照下，覆盖目标物的复合薄膜可
以从太阳吸收热量，达到抑制升温目的，就像
周围环境一样，使得目标物体对红外探测仪

“隐形”。当夜晚来临，薄膜又能缓慢地释放热
量，以匹配周围环境。此外，选用合适厚度的
气凝胶薄膜覆盖在发热目标与相变复合薄膜
之间，也能做到让发热物体“隐身”。

“新材料不仅可以用于红外隐身，还可以
用作电子隔热材料、电池隔膜材料等，我们预
测应用前景会非常广阔。”张学同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美国化
学学会·纳米》上。

新华社新德里 4 月 8 日电印度研究人员最新发现，一种
先前未知的酶能够影响细菌细胞壁的合成。以这种酶为靶点，
有望开发出新的抗菌药物。

印度细胞和分子生物中心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国家
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介绍，他们在研究大肠杆菌时发现，
一种特殊的肽聚糖水解酶在细胞壁合成中起到关键作用。这
种酶可以“剪开”原有细胞壁，为新生成的细胞壁组织提供空
间，从而实现细胞壁的扩展，让细菌得以生长繁殖。

研究人员说，这种酶在其他细菌中也存在。若能抑制这种
酶的功能，则有望开辟一条新的抗菌途径，研发出能够杀死细
菌的新药。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是弄清这种酶的分子结构并开
展新药研发实验。

新近发现一种酶

或助研抗菌新药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7 日电(记者周舟)美国一项新研究显
示，红辣椒中含有的天然化合物——— 辣椒素可延缓肺癌进展，
未来有望以此开发抗癌药物，与化学疗法联用抗癌。

美国马歇尔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研究病理学学会年
会上报告了这一成果。研究人员介绍，肺癌细胞可能会向身体
其他部位转移，使治疗变得更加困难；而最新研究发现，红辣
椒中的辣椒素可使肺癌细胞转移放缓。

研究人员对培养皿中的人类非小细胞肺癌细胞进行实验，
发现辣椒素可以抑制癌细胞侵袭其他细胞，而这是癌细胞转移
的第一步。另外，给患有转移癌的小鼠喂食辣椒素后，其肺部的
转移性癌细胞面积比没有食用辣椒素的转移癌小鼠要小。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辣椒素可通过控制蛋白质 Src 的活
性来抑制肺癌转移。这种蛋白质在控制细胞增殖、分化、运动
等过程的信号传导中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希望未来能够联合使用辣椒素与化疗药
物治疗各种类型的肺癌，同时他们还在寻找不具有刺激性的
辣椒素类似物。

红辣椒中辣椒素

可延缓肺癌进展

在本届工博会的 5G 展厅，德

国大众公司展示了一条基于 5G

技术的微缩汽车组装流水线。每

个零部件经过流水线时，经 5G 连

接的传感器几乎能做到实时监测

并传输数据

德国博世力士乐展示了一个

未来工厂的“样板间”：车间内看不

到走线，所有设备都通过 5G 连

接，并互相“交流”。现场工作人员

介绍说，车间走线的规划和施工

往往需要较长周期，耗资不菲。一

旦要改变生产，调整线路就将成

为一项大工程

与传统工业机器人不同，协

作机器人强调机器与人协同工

作，强调机器的交互性、灵活性与

安全性，需要机器具备强大的数

据处理能力和传输能力

新华社悉尼 4 月 7 日电(陈宇)漏斗蜘蛛是世界上毒性最
大的蜘蛛之一。澳大利亚科研人员日前发现，这种蜘蛛分泌的
毒液中包含一种独特成分，可切断中风患者大脑中的某些离
子通道，从而避免患者脑细胞大量死亡。未来有望在该成分的
基础上研发出新药来避免中风对患者大脑造成的损伤。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
上。该研究的主要负责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格伦·金教
授说，他们在漏斗蜘蛛的毒液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肽。当患者
中风时，大脑会因为供血不足缺氧而患上酸中毒，这是造成中
风患者脑损伤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肽可以阻断大脑中的
酸敏感离子通道，从而大大减少中风后的脑损伤。

金表示，中风发生后，在送往医院和接受检查以判断中风
类型的过程中，患者的大脑正在快速死亡。而用特殊的肽制成
的药物可在中风发生后的几分钟之内用于患者。他说：“我们
相信这种药物同时适用于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因而可
以在患者被送往医院的路上使用以保护他们的大脑。”

金对记者说，这种药物在实验动物身上已取得成效，但还
需几年时间才能展开临床试验。他们下一步将在澳政府资助
的基础上继续筹集资金以加快新药的研发过程。

漏斗蜘蛛毒液成分

可保护中风者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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