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个多月前 ， 夕阳余晖
下， 一位医生陪病床上的武汉
老人看夕阳的照片， 温暖了无
数人。 在上海、 四川、 湖北三
地医护人员的接力救治下， 4
月 9 日下午， 87 岁的新冠肺
炎患者王欣， 从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东院治愈出院。

当日下午 1 时许， 王欣老
人告别他住了 58 天的武大人
民医院东院区病房， 背着心爱
的小提琴， 沐浴着温暖的阳
光， 步行来到医院大门口。 东
院区院长肖红军、 分党委书记
鲜于云艳前来送别， 老人一把
搂住两人， 哽咽着说： “你们
把我从死神那里救活了……”

肖红军、 鲜于云艳向老
人颁发了编号为 1399 的 “战
胜者” 证书， 并送上鲜花。

2 月 11 日， 高烧近一周、
被确诊患新冠肺炎的王欣， 入
住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 “刚
来的时候， 我脑子糊里糊涂，
大小便失禁， 连动都不能动。”

老人回忆。 住院的前 20 多天
里， 他整天躺在病床上， 医护
人员喂他吃饭， 帮他换尿不湿，
鼓励他树立信心积极治疗。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
下， 老人一天天好转起来。 3
月 5 日傍晚， 27 岁的刘凯医
生送他去做 CT， 途中停下脚
步， 让病床上的老人看了几
分钟的夕阳 。 抗疫志愿者 、
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陪检员
甘俊超用手机拍下这一幕 ，
上传网络， 温暖了无数网友。

“真好呀 ， 我可以回家
了！” 出院前， 王欣老人说。
他憧憬着今后的日子 ： 有女
儿、 外孙陪伴， 他可以在家
拉小提琴， 天天看夕阳 。 王
欣老人退休前 ， 是武汉爱乐
乐团小提琴手 。 3 月 30 日 ，
得知中山医院医疗队即将撤
离， 他拉了一曲 《沉思》， 向
医护人员表达谢意。

（《楚天都市报》 4.10，
晏雯、 杜巍巍、 刘瑜 /文）

■健康新知

������随着疫情发展， 一个话题逐渐
热了起来 ， 或者说重新热了起
来———在家吃饭， 分餐还是合餐？

热热闹闹的围桌合餐方式是
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就餐方式，
但其存在的健康风险也不容小
觑， 比如传染疾病。 卫生专家指
出 ， 相当数量的食源性疾病传
播， 与餐桌上筷箸触碰时导致的
交叉感染脱不了干系。 可见， 合
餐制虽可让大家一起分享佳肴，
但其弊端不得不防。

疫情让人们意识到了 “分餐
制 ” “公筷 、 双筷制 ” 的重要
性。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就
餐习惯等各种原因， 全面推行分
餐制确实存在一定难度。 与其它
场合的分餐制相比， 家庭分餐制
实施起来可能最难。 因为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吃饭， 是家庭和睦的
体现， 传统观念较浓的人会认为
分餐显得疏远、 冷淡。

当前受疫情影响， 家庭分餐
制容易得到响应 ， 但要不了多

久， 就可能恢复原样。 “非典”
过后， 分餐制一度在很多家庭得
以坚持， 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个
教训应该汲取。

相比之下， 单位分餐、 公共
场所分餐等则比家庭分餐要容易
得多 。 家庭点多面广 ， 难以统
一， 家人关起门来吃饭， 外人也
不便干涉。 但单位和公共场所不
同 ， 在这些场所就餐既一目了
然， 又可以采取一些硬性措施，
更容易推进分餐制。 其中， 单位
比公共场所更容易推进分餐制。
因此， 推进分餐制不妨依照先单
位 、 后公共场所 、 再家庭的次
序， 由易到难实施。

在单位就餐的多是熟人， 且
单位有内部规章制度， 可以出台
规定要求职工就餐时必须分餐，
否则就按规章制度处理， 这样执
行起来难度不大。 餐馆、 饮食店
等公共场所有部门监管， 假如规
定公共场所必须倡导分餐制， 并
为分餐制提供便捷、 创造条件，

不依照规定办事就给予处罚， 就
会产生较强的约束力。

这些场所较好地实施分餐制
后， 就会在社会上营造一定的分
餐氛围， 民众会将在社会上养成
的习惯带进家庭， 此时再大力倡
导家庭分餐制， 就容易得多。 当
然， 任何时候都可以倡导家庭分
餐， 但这与分阶段推进分餐制并
不矛盾， 从整个战略上看， 有计
划分阶段推进分餐制更契合实
际， 也更容易实现目标。

推进分餐制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 除了要注重分阶段实施
外， 还应该不断地优化条件。 比
如， 当前的餐具设计大多以聚餐
制为基础， 适合分餐的餐具不多，
应该开发出更多这类餐具。 餐馆的
装修与摆设、 菜谱的设计等， 也大
多针对聚餐制， 没有为分餐制提
供更多便捷。 推行分餐制， 功夫
在 “桌外”， 这些条件不改善， 推
行分餐制也将面临较大的阻力。
（《北京青年报》 4.6， 时本 /文）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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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个人类细胞图谱近日公布。
科学家首次从单细胞水平上全面分析了
胚胎和成年时期的人体细胞种类， 定义
了许多之前未知的细胞种类。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 近日， 浙
江大学医学院郭国骥团队公布绘制成功
世界首个人类细胞图谱。 发表在国际期
刊 《自然》 上的这项研究， 首次从单细
胞水平上全面分析了胚胎和成年时期的
人体细胞种类， 系统性地绘制了涵盖八
大系统的人类细胞图谱， 建立了 70 多万
个单细胞的转录组数据库， 鉴定了人体
100 多种细胞大类和 800 多种细胞亚类，
研究团队还搭建了人类细胞蓝图网站。

郭国骥介绍， 人类细胞图谱就是人
体细胞的数字化。 它用数字矩阵描述每
一个细胞的特征， 并对它们进行系统性
的分类。 郭国骥表示： “我们定义了许
多之前未知的细胞种类， 还发现了一些
特殊的表达模式。 比如多种成人的上
皮、 内皮和基质细胞在组织中似乎扮演
着免疫细胞的角色。 这些非专职的免疫
细胞也在兼职干着免疫的活， 我们认为
成年人非免疫细胞的广泛免疫激活是人
体区域免疫的一种重要调节机制。”

此外， 通过跨时期、 跨组织和跨物
种的细胞图谱分析， 团队发现细胞分化
经历了从混乱到有序的状态变化过程，
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细胞命运决定
机制。

研究数据将成为探索细胞命运决定
机制的资源宝库， 也将对人体正常与疾
病细胞状态的鉴定带来深远影响。 在未
来， 临床医生有望通过参照正常的细胞
来鉴别异常的细胞状态和起源。

（综合 《科技日报》、 新华社）

������厦门 7 岁的球球 （化名） 经常晚上
膝盖痛， 家人起初以为是 “生长痛”，
不料却查出是骨肉瘤。 目前， 球球正在
接受化疗。

球球一到晚上就喊膝盖痛， 家人赶
紧上网查资料， 发现很多人说是 “生长
痛”， 便没当回事。 最近， 球球的妈妈在
给球球洗澡时， 发现其大腿上鼓起了一
个包， 这才急忙带他到厦门市儿童医院
诊治。 拍片检查显示， 球球大腿的骨头
已被 “吃” 出一个洞， 结合相关检查，
医生初步认为是 “骨肉瘤”。 目前， 球球
已经在厦门市儿童医院接受手术活检，
病理确诊为骨肉瘤。 医生建议先化疗。

厦门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裴新红主
任介绍， 虽然很多孩子夜间下肢痛的确
是 “生长痛”， 但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疾
病的可能， 比如慢性炎症、 骨样骨瘤、
骨肉瘤、 血液或免疫系统疾病等， 在早
期都可能只表现出单纯的夜间疼痛。 因
此， 小朋友如果反复出现夜间肢体痛，
应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找准病因。
（《厦门日报》 4.10， 楚燕、 王怀铿 /文）

我国科学家
绘制出人类细胞图谱

■给您提个醒

������运动不但能健体， 还能健脑， 维
持良好的认知功能， 哪怕每天仅用 10
分钟。 这是近期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
究小组继弗雷明翰研究之后， 发表在
《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 转化研究与临
床干预》 杂志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

弗雷明翰研究指的是从 1948 年
开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进行的大规模
流行病学研究， 除了最初的参加者
外， 其子孙也作为对象， 对其健康状
况和生活习惯现在仍在继续追踪。 美
国波士顿大学研究小组以该项研究的
2770 名参加者为对象， 针对其中中
年 （平均年龄 48.7±8.6 岁 ） 和老年
（平均年龄 71.3±7.6 岁） 两个不同的
组， 探讨了运动量及强度与认知功能
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无论哪个组， 每天进
行约 10～20 分钟中等强度或高强度运
动的人， 均维持了良好的认知功能。
在中年组， 仅进行 10 分钟中等强度
或高强度运动的人， 语言记忆能力也
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在老年组， 相比
运动强度， 总运动量与认知功能提高
的程度有更强的关系。

研究人员认为， 这次研究结果尽
管还不能表明通过运动能否抑制阿尔
茨海默病等疾病， 但却提示运动对预
防早期的认知功能降低有很好的作
用。 另外，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之处，
即对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 (HHS)
推荐的 1 周 150 分钟以上中等程度有
氧运动的运动指南， 难以满足或被认
为不可能的老人而言， 每天运动 10
分钟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宁蔚夏 编译）

■健康观察

推进分餐制不妨从易到难分阶段实施

■健康故事

病床上看夕阳的 87岁老人出院了
左图为 3 月 5

日， 已住院近 1
个月的王欣老人病
床上看夕阳。

右图为出院前
王欣老人和医生
相拥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