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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今日本报 03 版通讯《让不孕者“幸孕”》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王帆） 7 月 6 日起， 长沙市中小
学、 职业学校、 幼儿园开始放
暑假。 记者日前从长沙市疾控
中心了解到， 暑期最常见的导
致学生死亡的意外伤害主要为：
溺水、 交通事故、 跌落及中毒
等。 该中心公布意外伤害防治
“安全锦囊”， 提醒家长们谨防
暑期孩子发生意外伤害。

溺水
孩子外出游泳 ， 应由家长

或其他成人结伴同行， 最好陪
孩子到正规游泳馆学习游泳 ，
不去不熟悉的地方游泳。 水有
“显浅” 特点， 往往比看上去要
深。 疾控专家提醒， 孩子在安
全水域游泳时如果遇到危险 ，
保持冷静， 在身体下沉时屏住
呼吸， 待身体上浮后再大声呼
救。 不会游泳的孩子发现他人
落水时， 切忌盲目下水， 应大
声呼救和报警。 在水中发生抽
筋时 ， 应立即上岸擦干身体 。
在深水处或腿部抽筋剧烈、 无
法上岸时， 应保持镇静、 呼人
援救。

交通事故
疾控专家提醒 ， 家长应提

高孩子的交通安全意识， 横过
马路时须走人行横道、 人行过
街天桥或地下通道； 不可在道
路上强行拦车 、 追车、 扒车或
抛物击车 ； 不乘坐货运汽车 、
机动三轮车、 拖拉机等没有合
法客运资格的车辆 ； 搭乘公共
汽车时， 后背尽量靠紧座椅靠
背， 站立时抓好扶手。 下车时
要注意观察车后方， 确认没有
车辆驶近才下车。

意外跌落
高空坠落是城市比较常见

的意外伤害类型之一。 家长要
告诫孩子不要擅自攀爬高处 。
儿童跌落主要发生在阳台、 楼
道、 运动场所及高架床。 窗户
安装窗栏、 楼梯的高度和坡度
应全面考虑孩子的身形。 孩童
单独一人在家时， 家长一定要
有防止其从高处坠落和在地面
跌倒的措施。

防孩子意外伤害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春新 包昌红）
6 月 30 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市
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工作电视电
话会， 要求 8 月底前基本完成市县两
级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省食安
委副主任李友志强调， 这次市县食品
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整
合全省市州、 县市区分散在多个部门
的食品安全监管和药品管理职能及相
关机构， 构建行政管理、 监管执法、
技术支撑、 基层监管 “四位一体” 的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

湖南省市县两级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体制原则上参照省政府整合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职能和机构的模式， 将原食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原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 工商、 质监、 卫生、 商务等部门的
食品安全监管和药品管理职能进行整
合， 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 作为
同级政府工作部门， 同时承担同级政府
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湖南省将以这次食品药品监管体
制改革为契机， 健全基层监管体系。
县市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在乡镇 （街
道） 设立食品药品监管所， 或者按区
域设置派出机构。 食品药品监管所的
人员编制， 按每个所 3-5 名配备， 主
要从市县工商部门和基层工商所、 乡
镇 （街道） 计生服务机构以及乡镇
（街道） 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人员编
制中划转。 在农村行政村和城镇社区

设立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 可由村
（社区） 干部、 卫生室人员担任。

会议要求， 按照 “编随事走、 人
随编走” 的原则， 将市县质监部门、
工商部门及其基层工商所相应的食品
安全监管执法人员、 编制和相关经费
基数， 以及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划转同
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同时， 市州、
县市分别设立食品药品稽查支队、 大
队； 县市可建立区域性检验检测中
心， 条件具备的也可单独设置。

构建“四位一体” 监管体系

������本报讯 （张昊） 6 月 27 日， 国
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白酒产品中塑化
剂风险评估结果表明， 当白酒中邻苯
二 甲 酸 二 （ 2 - 乙 基 己 基 ） 酯
（DEH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的含量分别在 5 毫克/千克和 1 毫克/
千克以下时， 塑化剂对饮酒者造成的
健康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据介绍， 塑化剂是添加到塑料聚
合物中增加塑料可塑性的一类物质总

称， 塑料管道中的 DEHP 和 DBP 容
易迁移至酒中， 是导致白酒中含塑化
剂的主要因素。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专家委员会分析国内外文献后认
为， 60 千克体重的人， 每天摄入 3.0
毫克的 DEHP 是安全的； 而对于毒性
较大的 DBP， 每天摄入的安全限量
则为 0.6 毫克。 该估算安全限量与欧
洲食品安全局评估制定的限量一致。
综合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量和主要食品

中塑化剂含量数据， 最后得出两种常
见塑化剂在白酒中的含量低于 5 毫
克/千克和 1 毫克/千克时， 塑化剂对
饮酒者造成的健康风险处于可接受水
平。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知情
人士介绍， 从此前相关监测结果看，
我国现售白酒的塑化剂含量与造成健
康危害的限值仍有距离， 因此尚不必
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标准进行管理。

湖南市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白酒中塑化剂健康风险较低

�������主任医师、 教授、
知名专家， 中西医结合
妇科博士， 硕士生导
师， 现任湖南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 （湖南
省中医院） 妇科主任。
国家级名老中医谢剑南
教授的学术继承人， 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
病不孕症专科负责人、
湖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
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

中医妇科专家

匡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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