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1日是第34个世界人口日，
我国的主题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护
佑妇幼健康”。

健全出生缺陷防治链条

提升出生人口素质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
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
治，特别是推进出生缺陷防治服务的
均等化，建立起覆盖全链条的出生缺
陷三级防治体系。

出生缺陷病种多、病因复杂，目前
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我国
把出生缺陷防治作为妇幼健康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中安排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等出生
缺陷防治相关重点项目，以中央财政
支持带动，提供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
健服务，全国每年超过千万家庭受益。

目前，我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服
务的均等化水平已经明显提升，全国
婚检率从 2011 年的 41.9%提高至
2021年的70.9%，全国产前筛查率从

2011 年的 22.7%提高至 2021 年的
85.7%。在新生儿阶段，全国新生儿
遗传代谢病和听力障碍筛查率均达到
90%以上，我国已形成三级预防措施
与妇幼健康服务整合推进的中国特色
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策略。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司长
宋莉表示，一级预防就需要把好婚前、
孕前关口，通过婚前保健、健康教育、
孕前健康检查、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
缺陷等服务，让出生缺陷不发生；二级
预防通过提供全方位孕产期保健服
务，加强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和干预，
进一步减少严重致死致畸出生缺陷；
三级预防方面，需要把好出生后关口，
发生的出生缺陷要尽早发现、尽早干
预、尽早康复，尽最大限度减少出生缺
陷所导致的残疾。

各地出台政策

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台生育支持
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

等方面的负担。
育儿补贴已经成为各地鼓励生育

的重要举措之一。四川攀枝花从
2021年7月起，率先为生育二孩、三孩
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
元育儿补贴金，直到孩子3岁。

在医疗方面，各地推动将生育医疗
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今年7月1日
起，北京市将促排卵检查、胚胎移植术
等16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甲类报销范围。父母一方为本
市户籍的新生儿，出生后发生的住院医
疗费用，可在定点医疗机构实时结算。

在住房方面，广东将家庭人数及
构成等纳入公租房轮候排序或综合评
分因素，将符合条件且子女数量较多
的家庭纳入优先配租范围。

大多数省份都延长了产假，明确
了育儿假。浙江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
规定产假的基础上，一孩延长产假60
天，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福建规
定，子女年满三周岁之前，每年给予夫
妻双方各10天育儿假，育儿假期间，工
资、福利待遇不变。（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已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的必备品。据世界卫生组织
估算，2020年，全球至少生产了1290亿
个口罩，其中大多数是一次性医用防护
口罩。若得不到妥善处理，这些口罩将
对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日前，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
高福在湖北武汉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
生物产业大会上呼吁，当前生物产业界
亟须推动产学研结合，促进可降解材料
在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上的应用，减少
环境负担。

■废弃一次性口罩对环境
构成威胁

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以下简称口
罩）一般由面罩、口罩带和鼻夹三部分
组成。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
理技术中心危险废物管理技术部主任
郑洋说，口罩的面罩部分一般分为 3
层，最外层、最里层都是无纺布，中间层
是熔喷布。这三层虽然名称不一样，但
主要原料都是聚丙烯（PP），属于不可降
解塑料。

记者查看了多款口罩的“产品结构
组成”，除了面罩由聚丙烯组成之外，口
罩带的主要材料也是聚丙烯无纺布。
鼻夹则用聚乙烯（PE）来包裹细铁丝，而
聚乙烯也属于不可降解塑料。

废弃口罩处理不当会导致环境问
题。“如果把这种口罩扔到自然环境中，
降解时间可能要几十年到几百年。”郑
洋说。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丁雪佳也表示，口罩的过滤材
料，本质上是一种塑料，需要长达450

年时间才能被分解。
有分析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至

少有15.6亿个口罩因处理不当流入海
洋中，部分废弃口罩入侵野生动物的栖
息地。大量废弃口罩将直接对海洋生
物、鸟类的生存，以及渔业、水产养殖等
造成影响。

废弃口罩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不止
肉眼可见的这些。与其他材料相比，熔
喷布和无纺布的纤维直径极细，口罩的
使用过程又加剧了纤维之间的机械磨
损，形成了更多微塑料。研究表明，未
使用过的口罩，微塑料平均释放量为
71~308个/只；使用后的口罩，微塑料
平均释放量增加到 682~1918 个/只。
在海洋中，这些微塑料很容易被鱼类、
虾等生物摄入，从而进入食物链，最终
进入人体。

■用聚乳酸制成生物可降
解口罩

对此，丁雪佳说，使用可降解材料
制作口罩，能有效缓解废弃口罩对生态
环境的压力。

当前，国内市场上已出现多款生物
可降解口罩，其主要材料是聚乳酸
（PLA）。比如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的全降解聚乳酸环保口罩，用
生物基可降解材料聚乳酸替代聚丙烯，
由这种材料制作而成的口罩可在自然环
境下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不会增加生态
负担。

聚乳酸为何能成为生物可降解口
罩的主要材料？这与聚乳酸本身的特
性有关。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撰写的《聚
乳酸纤维产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聚乳酸具有较好的力学性
能、吸湿透气性、抑菌性，以及良好的生
物可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聚乳酸制成
的织物手感柔软……这些性能使得聚
乳酸能够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和医用
卫生材料等领域。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市场推广
部副主任王永生说，在正常温度与湿度
下，聚乳酸及其产品相当稳定。但在一
定温度和湿度的自然环境中，比如在沙
土、淤泥和海水中，聚乳酸能被自然界
中的微生物完全降解，最后分解成水和
二氧化碳。

“聚乳酸具有100%的生物相容性，
是一种安全无刺激的聚酯类物质，即使
进入人体，也能在人体内完全分解为水
和二氧化碳，再经人体循环排出体外。
在其分解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产物乳酸
也是人体肌肉会产生的物质，可以作为
碳素源被人体吸收，完全无毒性。”中国
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总经济师、中国化学
纤维工业协会生物基纤维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李增俊说。

在生物可降解口罩研发和使用方
面，除了聚乳酸外，还有多种技术路
线。如韩国科学技术院开发出了一种
功能性和生物可降解的聚合物过滤膜，
过滤膜由PBAT基质与十六烷基三甲
基溴化铵（CTAB）和蒙脱土（MMT）黏
土混合而成，在静电纺丝过程中，可在
材料表面自发演变放大抗菌、抗病毒活
性，以及长时间持续保留吸附粉尘和飞
沫的静电。

来自印度尼西亚加札马达大学的
两名生物技术研究人员提出，可用菠萝
叶制成生物可降解一次性口罩。由于
用菠萝叶的天然纤维代替了塑料，因此
其在进入土壤后，可在微生物作用下，

快速降解。

■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化
面临挑战

但是聚乳酸等生物可降解材料要
实现产业化应用，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报告》显示，在禁塑限塑的推动下，聚
乳酸已成为我国行业发展热点。2022
年，我国聚乳酸纤维产能达到9.8万吨，
产业快速增长。聚乳酸产业链集生物
发酵、化学、化工、高分子材料加工等技
术于一体，具有技术门槛高、技术集成
度高等特点。目前，我国聚乳酸产业整
体仍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低成本、高
性能技术还亟待提高。

2023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
部委印发《加快非粮生物基材料创新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非
粮生物质原料利用和应用技术基本成
熟。当前，聚乳酸原料主要为淀粉质原
料，李增俊说，在“不与人争粮、不与粮
争地”原则制约下，应开展秸秆、玉米
芯、生物质甘油等的应用开发，拓宽聚
乳酸原料来源。

王永生说，我国聚乳酸生产企业规
模较小，生产成本较高，亟须破解聚乳
酸原料多元化、国产化等难题，补齐聚乳
酸聚合和制备技术短板，降低生产成本。

当前，聚乳酸主要应用于纺织服
装、日用包装材料、农用地膜、口罩等领
域。王永生说，要扬长避短，发挥聚乳
酸性能特点和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发下
游产品。要重视下游应用拉动作用，针
对聚乳酸应用规模较小的现状，促进研
发、生产、应用、装备等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发展，进一步扩大聚乳酸应用规模，
提高其有效供应能力。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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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科学家设计了一种手持设
备 ，让 你 可 以“ 凭 空 取
水”——仅使用阳光作为能
源，从空气中提取水分子并
将其转化为可饮用水。研
究团队指出，气候变化使全
球干旱状况进一步加剧，该
设备可以在任何地方提供
清洁水，有望解决紧迫的缺
水问题。相关研究刊发于
最新一期《自然·水》杂志。

这种“采水机”由一种被
称为金属有机框架（MOF）
的超多孔材料制成。研究
团队在伯克利和北美最炎
热、最干燥的地方——死亡
谷国家公园测试了该设
备。尽管死亡谷的湿度极
低，气温也很高，但该设备
能在这两个地方反复提取
水。每公斤MOF每天可提
取285克水，相当于一杯水
的量。而且，该设备可以持
续运行多年。在其使用寿
命结束时，可在水中以零排
放和可持续的方式将其拆
卸和重新组装。

而且，与其他清洁水技
术相比，这种采水机完全由
阳光供电，不需要额外的电
源即可运行，因此不会排放
温室气体。它也比过去的
MOF采水机小，可以放在
手提包里。尽管“体型”变
小，但能效甚至更高。从空
气中提取1立方米的水蒸气
能产生200克清洁水，是团
队早期类似设备的3倍多。

团队指出，可进一步提
高这个原型机的效率并缩
小尺寸，在数据科学和机器
学习的帮助下，其未来可应
用于家庭和社区，出现在厨
房里，甚至空调旁，为家庭
提供清洁的烹饪和洗涤用
水。

(中国科技网)

近期，部分消费者向中消协反映，
自己多年前注册使用的某平台云存储
服务因最近一年多未登录，被平台判
定为不活跃用户，云存储的文件被永
久删除，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中消协调查了当前手机应用市场上
下载量较大、用户评论较为活跃的云存
储服务应用程序，发现多数应用程序服
务协议中均注明，服务逾期后如不采取
续费等措施，数据会被永久删除。

消费者收到云存储服务到期的信
息，必须采取措施，否则逾期数据将会
被永久删除。消费者对于云存储服务
公司的逾期提醒须高度重视，并且通
过服务续费、备份等方式保存数据。
如果对云存储服务到期通知存有异
议，务必在妥善保存数据的同时联系
云存储服务公司，避免数据被永久删
除后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云存储服务公司在消费者云存储
服务使用时长到期前后，要通过多种
有效方式提醒消费者。云存储服务到
期前后，云存储服务公司通常会以短
信或APP提醒等方式提示消费者，但

仍有消费者忽略或者表示没有收到提
示内容。云存储服务公司应创新提醒
方式，通过多途径、多手段、多方式提醒
消费者，提醒内容要更有针对性、准确性
和有效性，必要时，做单条警示信息，由
消费者确认。鼓励消费者通过手机号注
册云存储服务，便于云存储服务公司
通过人工(自动)电话方式对消费者进
行服务到期提醒。

云存储服务公司与消费者签订的
服务协议中对“数据安全”的约定要显
著明确，并注重公平。消费者与云存
储服务公司所签订的云存储服务协议
一般属于格式条款，经营者对于服务协
议中的数据风险应以显著方式提示，必
要时可要求消费者特别确认。免费服
务风险易被消费者忽视，经营者对于向
消费者免费提供云存储服务有时间限
制的，更要通过明确、有效的方式提醒
消费者逾期保留文件的时长及不采取
对应措施的严重后果，充分保护消费者
知情权和选择权。

倡导云存储服务公司通过分类分
级划分市场、丰富业务内容、采取多种

措施提升服务消费者能力。云存储服
务公司应尽量避免使用永久删除的方
式处理消费者数据，可以通过限制权
限、“雪藏”等形式留存补救余地，防止
消费者因疏忽大意等原因而遭受无法
弥补的损失。对于部分关键问题，如
数据信息转存服务或找回功能、认定
是否属于“不活跃用户”、充值收费延
展服务功能或使用期限等，应提前告
知消费者或征得消费者同意，确保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中消协将通过体验式调查监督、
典型问题披露等多种途径提升云存储
服务经营者服务水平，对于“变相要求
下载、激活App账户”或“强制绑定购
买扩展容量”、“永久免费服务”变“限
时特惠充值”等明显违背公平诚信原
则的不良营商手法进行点评评议，依
法维护消费者权益。现阶段，中消协
正在搜集多家云存储服务公司会员手
册、服务协议以及提醒方式，以便对比
出更便捷存储消费者数据的方案、更
有效提醒消费者的方法和对消费者更
有利的合同保护条款。 （中新网）

中消协提示：云存储逾期会永久删除

6岁男孩因“食脑虫”引发
脑膜炎，专家表示——

“食脑虫”感染率很低
牢记三点就能有效预防

生物可降解材料 >>>

便携设备
让你能“凭空取水”

不让口罩成为下一个塑料污染源不让口罩成为下一个塑料污染源

最近，贵州的苗女士在网上持续记录自
己的孩子小丁（化名）生病就医的经历。根据
苗女士所发信息，她6岁多的儿子小丁去海
南旅游回家后出现发烧症状，发烧10余日不
见好转，辗转几家医院就医，最终确诊为狒狒
巴拉姆希阿米巴原虫感染而引发的脑膜炎。
苗女士的经历让一些计划暑假带孩子去海边
休闲度假的家长们感到不安。

天津大学泰达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王一旻表示，狒狒巴拉姆希阿米巴原虫为阿
米巴原虫的一种，虽然阿米巴原虫（俗称“食
脑虫”）引发脑炎致死率较高，但发病罕见。
成人和儿童在游玩中做好防护，一般就不会
被感染。

“食脑虫”并非吃人脑

“‘食脑虫’这个名字听着挺吓人，但其实
它并不会吃人的大脑。‘食脑虫’会破坏脑组
织引发感染，导致急性出血性脑膜炎，甚至最
终可能导致死亡。”王一旻向科技日报记者介
绍，除了感染小丁的罪魁祸首狒狒巴拉姆希
阿米巴原虫外，还有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
和棘阿米巴原虫，它们是目前已知的3种可
以引起严重脑部感染的阿米巴原虫。

据了解，阿米巴原虫属于单细胞生物，通
常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温暖的淡水、土壤或
腐败的有机物中。阿米巴原虫可以通过人体
鼻腔、呼吸道进入人体，也可能通过人体皮肤
的切口、溃疡或其他开放性损伤进入人体。
此次据小丁妈妈回忆，可能是由于孩子在海
边玩水玩沙导致的感染。

阿米巴原虫侵入人体中枢神经后会迅速
繁殖，然后沿着脑膜向脑中心部位播散，引起
化脓性脑膜脑炎、血管出血和脑实质坏死。
由于阿米巴原虫在自然界以吃细菌和其他微
生物为生，它们的体内经常寄生着许多细菌，
因此还有可能把细菌带入大脑，引起细菌性
炎症。

“由阿米巴原虫引发的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主要分为两大类：原发性阿米巴脑膜脑炎
和亚急性肉芽肿性阿米巴脑炎。”王一旻解
释，前者的患者会出现高热、严重头痛、畏
光、恶心、呕吐、行为异常、癫痫发作和精
神状态改变等症状。“这种脑炎发病极快且极
其凶险，从出现症状到死亡的平均时间为5.3
天。”

相比而言，亚急性肉芽肿性阿米巴脑炎
病程更长。症状一开始可能很轻，然后是持
续数周或数月的症状加重，从头痛、低热、视
力障碍慢慢发展为颅内压异常、癫痫发作、意
识丧失、昏迷和死亡。该病从感染到死亡的
时间中位数为24天。

如何预防“食脑虫”感染

“被‘食脑虫’感染很罕见，全球报告的总
病例数不超千例。”王一旻坦言，自己从医20
多年，只在教科书上看到过这种病例，在临床
上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目前没有治疗被“食脑虫”感染的特效
药，也没有相关疫苗。首选治疗方案也都是
基于以往的治疗经验总结出来的，治疗药物
包括喷他脒、磺胺嘧啶、米替福新、四环素、大
环内酯类抗生素、阿苯达唑、氟康唑和氟胞嘧
啶等。所有成功治疗案例均需要数月甚至数
年的药物治疗，且成功治疗的患者数目非常
有限。

王一旻强调，虽然较难治愈，但大家也无
须过度恐慌。在日常多加防范，就不会被“食
脑虫”感染。

首先，“食脑虫”的感染率很低。以福氏
耐格里阿米巴原虫为例，研究发现其暴露发
生率很高，但感染发生风险每百万次接触只
有2.6例。人体自身免疫力可以抵御阿米巴
原虫的感染。

其次，不要在野外温暖的死水里玩，特别
是在身体有开放性伤口的时候；在淡水、温
泉和其他未经处理的热水体中游泳时，保持
头部在水面以上；避免潜水和跳入停滞的淡
水中，不要挖掘或搅动水体底部沉积的腐败
物。

此外，如果身体出现相关症状，例如头
痛、发热、呕吐、嗜睡等，一定要及时就
医。“从狒狒巴拉姆希阿米巴原虫感染的发
病病程上来看，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表明感染
的最初表现是局部的皮损症状。”王一旻表
示，如果能够在皮损阶段就进行诊断，基本可
以治愈。

（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