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柳叶刀》杂志近日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全
球青少年儿童肥胖问题正在持续升级，预计到 2050
年，将有约7.46亿青少年儿童面临超重或肥胖，这占
青少年儿童总数的约三分之一。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组开展的这项研究显示，从
1990年到2021年，青少年儿童超重或肥胖人数翻了一
番，仅肥胖人数就是此前的3倍。截至2021年，全球
共有4.93亿青少年儿童受到超重或肥胖的影响。在5至
14岁少年儿童中，9310万人肥胖；在15至24岁青少
年中，8060万人肥胖。肥胖率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尤为
严重，而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的增长幅度最为显著。

研究预测，从2022年到2050年，全球肥胖率的增
幅预计会高于1990年至2021年间的增幅。具体而言，
2022年至2030年之间会出现大幅增长，而这种增长趋
势将在 2031 年至 2050 年期间持续。预计到 2050 年，
全球青少年儿童肥胖总人数将达到3.6亿，较2021年增
加1.86亿。

肥胖问题不仅威胁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还会对未
来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负担。研究主要作者、美国华
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埃玛努埃拉·加基多
教授表示，各国政府和公共卫生界可以利用本次研究成
果，确定需要立即干预和治疗的肥胖负担最重的重点人
群，同时针对仍以超重为主的地区强化预防策略。

研究团队表示，科学制定区域性和国家性健康目标
意义重大。2025年至2030年是应对肥胖问题尤为关键
的时期。有关部门迫切需要合作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干预
措施，如健康饮食、倡导运动及优化生活方式。

（新华社记者 孙晶）

新研究预测2050年全球
三分之一青少年儿童超重或肥胖

推进中药工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运用
数智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全产业链……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
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又见
中医药“拥抱”人工智能（AI）的身影。

从“气”“血”等概念，到“望闻问切”四诊
合参的方法，再到君臣佐使等药物配伍理论
……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世所瞩目。但其
理论复杂，一直难以用现代科学语言清晰阐
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还有待
深入挖掘。

“现代科技的进步，给中医带来了很多
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认为，发展中
医药，必须充分借鉴和利用现代科学的成
果。

近两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激起业
界的无限遐想：借力 AI，现代科学研究能否
让传承数千年的中医药焕发新活力？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赵宇平看来，
中医原创思维与人工智能“思维”高度契合
与共融：中医辨证关注全身状态的改变，而
AI大模型关注全局各模块的数据；中医辨证
通过反馈调理，而模型迭代通过反馈调整。

也有专家指出，中医理论体系和诊疗方
法主要基于丰富的经验和观察，这些经验和
观察的积累，在某种程度上与机器学习中的
大规模数据训练相似。

各种相似性，赋予了人工智能与中医药
紧密结合的可能性。从海量数据中挖掘规
律、建立模型，正在转化为“AI+中医药”的应
用场景——

通过对大量患者舌苔图片的深度学习，
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分析出舌象对应的健康
状态，辅助中医医师诊断；通过对中药古籍
中海量方剂数据的挖掘分析，发现新的药物

组合模式，为新药研发提供思路；中医智能
可穿戴设备、中药材品质识别、中医药古籍
及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

传统与现代的“邂逅”，没有想不到，只
有不敢想。中医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针灸机
器人、推拿机器人等科技感十足的技术和设
备，正越来越多投入应用，不断标注着中医
医工融合的新刻度。

然而，“老中医”步入“新赛道”，仍要攻
克诸多“疑难杂症”：医工交叉复合型人才匮
乏，数据安全存在隐患，算法和模型有待优
化改进，诊疗数据和术语标准化程度低……

2024 年 7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
数据局印发《关于促进数字中医药发展的若
干意见》，强调用 3 至 5 年时间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逐步融入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全链条各环节，全力打造“数
智中医药”。

人工智能技术能否真正“领悟”复杂的
中医语言、如何防范化解人工智能技术参与
诊疗行为的伦理道德风险、好中医是否会因
过度依赖技术而越来越少……中医传承人
与爱好者的思考，也启发着科技的新探索。

迎着技术变革的浪潮，中医药这一中华
民族的瑰宝重新焕发璀璨的光彩，必将为人
类创造更多健康福祉。有理由期待，中医药
与AI将携手成就“一桩美好的姻缘”。

拥抱AI，传统中医药能否焕发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3月26日，人们在樱花跑道跑步、骑行。近日，浙江杭州滨江区闻涛路上的樱花跑道3000多株樱花进入盛花期，成为城
市亮丽风景线。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樱花跑道引客来

交通拥堵等情形下不少人会有“路怒症”表现。在一项新研
究中，英国英吉利拉斯金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调查了车辆噪音污
染对加拉帕戈斯黄莺的影响，发现那些暴露在车辆噪音中的加拉
帕戈斯黄莺也存在“路怒”倾向，即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

加拉帕戈斯群岛隶属厄瓜多尔，距离厄瓜多尔本土约
1000 公里，由于拥有大量独特物种，被认为是天然的生物实验
室。查尔斯·达尔文曾在其环球航行中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考
察，为其进化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旅
游业兴起，当地常住人口每年增长超过 6%，导致岛上的车辆数
量增加。

研究团队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选取了两个岛进行实验，共涉
及黄莺分布较多的 38 个地点。其中有 20 个地点靠近道路，另
外 18 个地点离道路较远，超过 100 米。针对对照组黄莺，研究
人员只用扬声器播放鸟鸣声来模拟入侵者；而对于实验组黄
莺，除了播放模拟入侵者的鸟鸣声，还同时伴有录制的交通噪
音。他们随后测量黄莺的鸣叫（通常用于驱赶入侵者）以及身
体的攻击行为，例如靠近扬声器并反复飞越扬声器等。结果显
示，与对照组相比，在这两个岛上生活在道路附近的实验组加
拉帕戈斯黄莺都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而远离道路的实验组黄
莺则都表现出较低的攻击性。此外，无论其领地是否靠近道
路，实验组黄莺都提高了鸣叫的最低频率，这有助于减少其鸣
叫与低频交通噪音的重叠。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国际期刊《动物行为》上。论文通讯作
者、英吉利拉斯金大学行为生态学高级讲师恰拉尔·阿克恰伊
解释说，鸟类在领地防御中使用鸣叫作为攻击信号，如果交通
等外部噪音干扰了信号传递，那么增加身体攻击性是一种适当
的反应。这一研究结果凸显了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行为的影
响，在动物保护工作中，需要考虑野生动物行为的可塑性并
制定策略以减轻噪音污染对它们的影响。 （新华社发）

研究发现鸟类也存在“路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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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研制出一种能高效增强细胞免疫的靶向
药物分子，有望为肿瘤免疫疗法和传染病广谱疫苗提供
新“利器”。相关研究论文北京时间27日在国际科学期
刊《自然》发表。

研究牵头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准医学研究
院研究员王骥说，细胞免疫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通过T 淋巴细胞直接攻击病原体或异常细
胞。病原体进入人体后，首先会被树突状细胞吞噬，被
处理成为抗原片段后，递呈给T 淋巴细胞，从而激活
免疫反应。

高效诱导细胞免疫反应一直是疫苗领域的难题，原
因在于抗原交叉递呈过程比较复杂、低效。以往研究大
多聚焦新型佐剂和递送系统，侧重于如何增强抗原跨越
细胞膜进入细胞质，这虽然部分提升了相关T 细胞免
疫反应的诱导效果，但抗原从细胞质到内质网的“最后
一步”仍是效率提升的瓶颈所在。

王骥团队历时六年，联合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
员陆路团队、辽宁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曾颖玥团队完
成这项研究，创新性地研制出一种全新靶向药物分子。
这一靶向分子以内质网上的一种跨膜蛋白为靶点，通过
体外细胞实验验证，不但可以有效激活树突状细胞，还
显著提升了其抗原交叉递呈效率。

研究发现，与现有主要佐剂相比，这一分子诱导相
关T细胞免疫反应的能力高出5倍以上，同时保留了相
当的诱导体液免疫反应的能力。

王骥说，这一技术有望作为未来研发的传染病疫苗
和肿瘤疫苗的新型佐剂与递送系统，增强其诱导广谱免
疫反应的能力。 （新华社记者 马晓澄 徐弘毅）

增强细胞免疫新发现
有望为疫苗研发提供“利器”

智能中药房按照传统中药的煎煮方法，经过现代化生产技术进行把优质中药材提
取、浓缩、干燥、制粒精制而成中药配方颗粒，是传统中药汤剂的剂型改革。

易过敏人群如何过好春天？
新华社记者 黄凯莹 侠克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皮肤红肿……
春季是过敏高发季节，易过敏人群全副武装
仍难逃其扰。春季过敏主要是由什么导致
的？反复过敏是因为“免疫力差”吗？防过敏
需要怎么做？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春季过敏，要防的只有花粉吗？

“每年的 3 月初至 3 月中，过敏‘雷打不
动’，准时到来。”家住北京西城区的李女士
说，她大约十年前开始反复过敏，最初几年滴
抗过敏的眼药水就能缓解，如今已需要服用
抗过敏药。

今年3月上旬，李女士又出现眼睛痒、打
喷嚏、鼻酸、鼻塞、流涕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夜
里会因鼻塞“憋醒”。经检查，李女士最主要
的过敏原为圆柏花粉，她家周围许多公园都
种植着圆柏、梧桐等树木。

近期以来，有很多人正经历着李女士类
似的遭遇。北京同仁医院数据显示，每年1—
3月春季花粉播散期间，门诊过敏相关症状的
患者较平时明显增长。

“由于吸入外界空气传播的花粉而引起
的过敏反应被称作花粉症，它是一种常见的
过敏性疾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
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马婷婷说，患者在
吸入或接触到花粉后会发生以鼻黏膜、眼结
膜等为主的一系列症状，包括鼻痒、打喷嚏、
流清水样涕，部分人可伴有眼睛红肿、眼痒、
咽痒、耳痒、上腭痒和咳嗽，严重者可出现胸

闷气短，甚至呼吸困难。
春季里，在华北和华中地区，桦木花粉、

柏树花粉和梧桐花粉是主要过敏原。在湿度
较大的华南地区，此时主要的过敏原除了花
粉还有霉菌、粉尘螨等。

“这是南方气温回升且湿度较大所致，特
别是恼人的‘回南天’时有出现。”广西壮族自
治区妇幼保健院过敏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冯
燕华说，温暖且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霉菌，同
时也非常适合粉尘螨繁殖。

霉菌过敏、粉尘螨过敏与花粉过敏的症
状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粉尘螨过敏可
能影响生长发育，霉菌孢子进入人体后可能
引发咳嗽、气喘等过敏反应，严重可危及生
命。”冯燕华说。

反复过敏是因为“免疫力差”吗？

过敏时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马婷婷
说，以花粉过敏为例，患者机体免疫系统会将
原本无害的花粉识别为“有害物质”，为清除

“有害物质”产生一系列异常免疫应答。
“一些患者将反复过敏的原因简单归结

于‘免疫力差’。”冯燕华说，其实过敏的原因
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环境因素、遗传体质、欠
科学的生活方式等。

冯燕华说，现代人户外活动减少、室内过
敏原暴露增多、肥胖、不健康饮食等，都可能
导致免疫功能紊乱；过度使用洗涤用品、反复
消毒、过度防晒等习惯，也容易破坏皮肤和消

化道的自然屏障，增加过敏几率。
许多人称自己是过敏性体质。一般而

言，过敏性体质人群更易出现过敏症状，且对
过敏原的耐受性较低。北京同仁医院鼻过敏
科主任医师段甦说，以过敏性鼻炎为例，它是
由外界过敏原刺激鼻腔黏膜引发的超敏反
应，空气中漂浮的各种花粉、尘土、螨虫、动物
皮毛、霉菌等都是常见的过敏原，“但即便是
在相同的环境下，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患过敏
性鼻炎，这与过敏性体质有一定关系。”

过敏性体质是否都是天生的？段甦说，
有家族过敏史的人群患过敏疾病的概率会显
著增加，但原本非过敏性体质的人也可能因
外部刺激演变成过敏性体质。

专家提醒，导致过敏的成因有很多，可能
是综合的因素，“免疫力差”确实是导致反复
过敏的原因之一，免疫力低下时更容易发生
过敏。

防过敏需要怎么做？

远离过敏原是预防过敏发生的重要手
段。近日，中国天气网联合中国气象局公共
气象服务中心发布全国春季花粉预报地图，
提供2025年3月至4月柏科花粉、垂柳花粉
始期预报。

据该地图显示，未来一周，北京、天
津、河北中部、内蒙古西南部、山西中部、
陕西北部、甘肃北部等地将进入柏科花粉
期；河北南部、山东南部、山西南部、陕西

南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等地将进入垂柳
花粉期。

专家提醒，易过敏人群可参考相关公共
服务信息做好防护，如在花粉浓度较高时外
出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南方的居民在春季尤
其要注意保持卫生，控制室内湿度在50%以
下，定期清洁家居用品，防止室内霉菌滋生。

此外，春天不仅是“过敏季”，也是感
冒高发期。马婷婷说，过敏和感冒的症状部
分相似，一些过敏患者也常把过敏误判为感
冒。因此，建议患者在症状较重或难以自行
缓解时及时就医，切勿自行滥用抗生素，延
误治疗最佳时机。

过敏用药也应慎重。一些过敏患者认为
自己“久病成医”，一过敏就习惯自行用
药，其中氯雷他定一度被网友称为“过敏神
药”。美团买药最新发布的 《早春过敏季健
康指数前瞻》显示，氯雷他定跃居平台3月
热销药品榜前十名。

对此，冯燕华提醒，氯雷他定属于第二
代抗组胺药物，出现轻微的过敏反应时，早
期用药确实可以减轻、缓解过敏症状，但是
发生严重过敏反应时，氯雷他定并不能快速
控制症状，过敏反应还可能继续加重，此时
应尽快就医，避免出现过敏性休克。

专家提醒，应对过敏最有效的方法是找
到过敏原，避免接触过敏原，有条件可进行
脱敏治疗。“抗过敏是一场‘持久战’，需要
有科学的方式和足够的耐心。”冯燕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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