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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热浪、洪涝、低温寒潮、台风
……近年来，随着以全球变暖为特征的
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趋多趋强，给人类的健康带来挑战。

国家疾控局等13部门9月18日公
布《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
（2024—2030年）》，提出到2025年，健
全完善多部门气候变化与健康工作协作
机制；到2030年，气候变化与健康相关
政策和标准体系基本形成。这意味着，
我国将开展专门行动，更好防范气候变
化给百姓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何要开展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
行动？

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带来健康风
险、媒传疾病增多、可能诱发多种过敏性
及慢性疾病……2022年6月，17部门联
合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
明确了气候变化可能给健康与公共卫生

带来的影响和风险，部署“全面推进气候
变化健康适应行动”。

今年5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适
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3）》。生态环
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菲表示，气候变化
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作为易受气
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主
动适应气候变化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
而紧迫的任务。

如何提升气候变化下的健康适应
水平？

——明确行动目标
到2025年，加强气候敏感疾病监测

系统建设，完成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脆弱
性和适应能力首轮评估等；到2030年，
我国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健康
影响监测预警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气
候变化健康适应的友好环境基本建成等
……据悉，国家疾控局会同有关部门在

全面梳理国内外形势、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起草形成了我国气候变化健康
适应行动的策略与目标。

——突出10项行动重点任务
有了目标，还需有实施路径。方案

部署了10项行动重点任务，包括提升气
候变化健康风险防范和综合干预能力、
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卫生保障能力、增强
健康与公共卫生系统气候韧性、加快气
候变化健康适应科技创新、推进气候变
化健康适应全球行动等。

——聚焦多部门协作
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具

有显著的区域性，切实有效的适应行动
能够降低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和风险。

对此，我国将推进疾控、卫生健康、
环境、水利、气象等部门的政策融合，出
台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

健康与公共卫生政策和综合干预措施。
——强调增强卫生保障能力
面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提升卫生应

急处置能力是守护百姓健康的关键之举。
方案明确，要制定平急结合的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多部门参
与的联合演练，提升自然灾害下生活饮
用水卫生保障、传染病疫情监测与控制、
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等卫生应急处置能
力。同时，增强卫生应急救治能力，包括
加强医疗机构急诊、急救应对突发性大
规模病患的收治能力和物资储备等。

守护气候变化下的百姓健康是一道
“必答题”。

根据部署，我国将加大对气候变化
健康适应行动相关保障力度，各地疾控
部门将结合本地区实际牵头制定气候变
化健康适应行动实施方案，不断筑牢气
候变化下的“健康屏障”。

“人体内肠道菌群种类繁多，目
前已有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与糖尿
病、肝病、肥胖症、精神疾病、肿瘤等
均密切相关。”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
院疼痛科主任医师廖丽君日前在北
京一场医疗学术大会上指出。

资料显示，肠道菌群形成的微生
态功能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承担
着人体70%的免疫功能，一旦发生
异常，可能导致癌症、免疫缺陷等多
种疾病。

日前，由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
会主办，北大医疗康复医院等承办的
北京微生态医疗学术大会在京召开，
来自行业内的多位专家就菌群移植
的研究成果和临床实践展开探讨。

“调节人体肠道菌群可通过多食
用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
利用益生菌等微生态制剂，以及非肠
道吸收型抗生素药物和菌群移植等

方式。”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微生态诊
疗中心主任、重症康复科主任毕见龙
表示。

毕见龙认为，精准肠道菌群移植
能够重建肠道微生态，有效治疗消化
系统疾病以及肠道菌群紊乱所致的
消化系统外疾病。“在重症监护中，常
规抗生素治疗和其他环境因素会导
致肠道生态失调，危重患者的肠道菌
群受损，病原菌增加。临床可采用菌
群移植、益生菌等辅助策略调节ICU
患者肠道菌群，恢复肠道菌群生态，
对感染、心脏衰竭等相关疾病的治疗
有所改善。”

据悉，北京市精准肠道菌群移植
门诊已启用，并将于9月17日至10
月17日在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微生态
诊疗中心开展线下义诊活动，通过问
诊沟通、科普肠道菌群知识等方式，
提升公众对肠道健康的关注度。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
学院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
智能系统研究所共同开发
出一种“人造肌肉”驱动机
器腿，其不仅比传统机器
腿更节能，而且可进行高
跳、快速移动、检测和应对
障碍物，完成这些任务都
不需要复杂的传感器。研
究发表在最新《自然·通
讯》杂志上。

近70年来，绝大部分
机器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由马达驱动。马达装置出
现已有200年，但即使是
新款的可行走机器人，其
手臂和腿也需马达驱动，
无法做到像人类和动物那
样由肌肉驱动。这也是为
什么机器人的行动总是缺
乏生物的机动性和适应性
的原因之一。

此次，团队将一种电
液压致动器连接到骨骼上
成为“人造肌肉”。致动器
是充满油的塑料袋，类似
于用来制作冰块的塑料
袋。每个塑料袋两侧涂有
多条导电材料制成的黑色
电极。随着电压增加，电
极会越来越近，将袋中的

油推向一侧，使袋子整体变短。
将成对的致动器连接到骨骼上，

就可产生与生物相同的成对肌肉运
动：当一块肌肉缩短时，另一块肌肉会
伸长。团队使用与高压放大器通信的
计算机代码来控制哪些致动器收缩，
哪些致动器伸展。

团队将新机器腿的能源效率与传
统机器腿进行了比较。在红外图像
上，他们观察到，传统机器腿在保持弯
曲姿势的情况下，会消耗更多能量。
相比之下，新款电液压致动机器腿的
温度却保持不变。

同时，与需要传感器不断“告知”
机器人腿运动角度的机制不同，“人造
肌肉”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就能调
整出合适角度。其仅由两个输入信号
驱动：一个用于弯曲关节，一个用于伸
展关节。每次落地后，机器人腿部关
节都会根据表面的硬度自适应地移动
到合适角度。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英国学
术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论文说，2025
年至 2050 年间，全球预计将有超过
3900万人死于抗生素耐药性。研究人
员17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
抗生素耐药性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
重大挑战，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应对这一
威胁。

抗生素耐药性是指致病微生物发
生变化，对能杀死它们的抗生素产生耐
药性。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对

1990年至2021年间的抗生素耐药情
况展开全球调查，覆盖204个国家和地
区的5.2亿人。

结果发现，2021 年全球估计有
114万人死于抗生素耐药性，预计这一
数字到2050年将达到191万人。预测
还显示，到2050年，70岁及以上人群
中抗生素耐药性所致死亡人数会大幅
增加，抗生素耐药性所致死亡率最高
的区域将是南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地区。

参与这项研究的瑞典卡罗琳医学
院研究人员奥蒂亚·格雷17日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研究结果表明，抗
生素耐药性对老年人构成了最大威胁，
鉴于全球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预计抗
生素耐药性所致死亡率将随时间推移
继续上升。

多名研究人员呼吁，必须立刻采取
果断行动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威胁，具体
措施包括改善药物获取渠道、控制药物
过度使用、加强感染预防等。

日本京都大学日前报告，该校研究
人员参与的一个科研团队发现，乳腺癌
淋巴结转移过程中，在抗肿瘤免疫中发
挥关键作用的一种巨噬细胞会减少，乳

腺癌细胞得以躲过人体的免疫系统监
视。相关论文已发表在国际期刊《E生
物医学》上。

京都大学在新闻公报中介绍，乳腺

癌常发生淋巴结转移，而淋巴结内存在
许多免疫细胞，为何那么多免疫细胞不
能清除乳腺癌细胞呢？科研团队试图
弄清乳腺癌细胞是如何躲过淋巴结内
的免疫细胞攻击的。

研究人员选取了6名乳腺癌患者，
对比同一个乳腺癌患者的发生癌细胞
转移淋巴结和未发生转移淋巴结，发现
前者的CD169 阳性巨噬细胞出现减
少，而两者的其他免疫细胞则未发现有
明显差异。CD169阳性巨噬细胞是一
类具有特定功能的巨噬细胞亚群，它们
在肿瘤免疫应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人员还对58名乳腺癌患者的
474个淋巴结进行了研究，发现癌细胞
转移的淋巴结中这种免疫细胞的减少
是所有类型乳腺癌的共性，同时也发现
这种免疫细胞的减少情况与乳腺癌的
分期相关。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揭示了在
乳腺癌淋巴结转移过程中CD169阳性
巨噬细胞的重要性。这一成果可能有
助于开发乳腺癌新疗法和防止复发的
新手段。不过，在癌细胞转移的淋巴结
中，CD169阳性巨噬细胞是如何被抑
制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13部门联合发布健康适应行动方案

如何帮助孩子科学管理体重？
“吃动平衡”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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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发现乳腺癌淋巴结转移如何躲过免疫系统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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