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批准，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开始部
署序贯加强免疫接种。需要注意
的是，无论是同源加强还是序贯加
强，都是在完成全程接种满6个月
的18岁以上人群中实施。

那么，为什么打加强针需要年
满18周岁?打了第三针还用序贯
免疫吗?序贯免疫是“混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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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7 日刊登埃菲社报道
《最新研究显示每天一杯啤酒就会损伤
大脑》。报道摘要如下：

大家都知道过度饮酒会损害大脑，但
少喝几口可以吗？根据发表在英国《自
然·通讯》上的一项新研究，即使每周只喝
几杯葡萄酒或几杯啤酒，也是有害的。

为了解饮酒在多大程度上有害，由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领导的一个国际
团队分析了超过 3.6 万名成年人的数
据，发现少量和中度饮酒都会导致总脑
容量减少。

研究人员证明，饮酒越多，这种关
系就越强。例如，在 50 岁人群中，随着

个人平均饮酒量从每天 1 单位酒精（约
240 毫升啤酒）增加到 2 单位，脑容量发
生的变化相当于衰老两年。50 岁人群
的饮酒量从 2 单位增加到 3 单位，造成
的后果相当于衰老了3年半。

该研究主要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教员吉迪恩·内夫说：“我们
拥有非常庞大的样本，因此能够找到微
妙的模式，并发现即使是每天半杯啤酒
和1杯啤酒之间的差别。”

迄今，有很多研究分析饮酒与大脑
健康之间的关系，但结果模棱两可，缺
乏大量数据的证明。而这项研究基于
英国生物银行（一个包含 50 万 40 岁至

69岁人群基因数据的巨大数据库，被用
于自由获取科学研究的资源）中逾 3.6
万名成年人的脑部磁共振扫描图像。

生物银行的志愿参与者回答了有关
自己饮酒量的调查问题，饮酒量从滴酒
不沾到平均每天4个或更多单位的酒精。

当按照平均饮酒量对参与者进行
分组时，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很小但
很明显的模式——个人的脑灰质和脑
白质数量的减少。每天的饮酒量从零
到 1 单位对脑容量没有太大影响，但从
1 单位增加到 2 单位，或者从 2 单位增
加到 3 单位，都会导致脑灰质和脑白质
的减少。 据新华社

饮酒超一定量与脑容量减少相关
新研究：

大家庭和家庭关系有助预防痴呆
澳研究：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4日发布的
一项新研究结果称，与独居生活相比，
与家人一起生活或身处较大家庭中，可
帮助人们延缓痴呆症的发展，且死于痴
呆症的风险也明显更低。

该校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科
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杂志上报告，他们
研究了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60 岁
以上人群的生活水平，以衡量国内生
产总值（GDP）、城市化、年龄和家庭规
模等因素对痴呆症的影响。结果发
现，身处较大家庭中或与家人一起生

活的人，罹患痴呆症的风险低于独居
的人。较大一些的家庭规模明显有助
于延缓痴呆症发展，并降低人们死于痴
呆症的风险。

痴呆症是一类脑部疾病的总称，包
括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等，主要
表现为记忆、思考、语言和日常活动能
力衰退。参与该研究的马切伊·亨内贝
格说，与家人或亲朋一起生活，有一些
非常实际的好处。比如，有规律的进餐
时间、交谈、有人检查你是否服药以及
家人组织定期活动等。

他说，这种参与和交流是积极的，
会刺激人体产生催产素。这种俗称“幸
福荷尔蒙”的激素已被证明可以通过保
护与血管性痴呆相关的心血管系统，对
生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并可能延缓痴
呆症的发展。

研究人员说，这一研究成果对于规
划老年人的护理及生活服务等非常重
要。即便无法保证与家人一起生活，也
应该鼓励老年人多与邻居或社区人员、
养老机构其他人员等积极交流，以延缓
痴呆症的出现及发展。 据新华社

呵护乳腺健康 从早期筛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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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

世界卫生组织 2 日发布声明说，
在全球 12 岁至 35 岁人群中，逾十亿
人可能因为听音乐或从事其他娱乐
活动时过度暴露在过高音量下而听
力受损。

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司司长本
特·米克尔森说，由于不安全地使用个
人音频设备，以及在夜总会、酒吧、音乐

会和体育赛事等娱乐场所暴露于“损害
性音量水平”，众多“青少年和年轻人”
面临听力受损风险。

声明说，短暂暴露于过高音量会
导致暂时性听力损失或耳鸣，但长期
或反复暴露会引起永久性听力损伤，
导致不可逆转的听力损失。世卫组
织提出几项保护听力的建议，包括调

低个人音频设备音量、使用降噪耳
机、在嘈杂场所戴耳塞以及定期检查
听力。

世卫组织在 3 月 3 日世界听力日
来临之际，就听力安全发布新的国际
标准，建议各种活动和场所的平均声
级不超过 100 分贝，以降低听力损失
风险。 据新华社

音量过高
逾十亿人面临听力受损风险

世卫组织：

乳腺健康是女性身心健康的一部
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乳腺
癌新发病例高达226万例。如何呵护乳
腺健康？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乳甲外
科主任杨猛提醒，早期乳腺癌是可以被
治愈的，呵护乳腺健康，要从早期筛查
开始。

杨猛表示，女性从少女期的乳腺发
育、青春期的纤维瘤、哺乳期的乳腺炎、
成年期的乳腺增生到更年期的乳腺结
节以及乳腺肿瘤，乳腺问题贯穿女性人
生的各个时期。因此，呵护乳腺健康十
分必要。

“乳房疼痛是女性乳腺最常见的症

状之一，一般是由乳腺增生引起的，它
不会对女性构成严重的健康危害，发生
率在 50%至 70%。”杨猛介绍，这是一个
生理性变化，只要适当缓解压力、调整
心态，大部分乳房疼痛问题都可以得到
缓解。

女性如何在家里进行乳腺自检?杨
猛建议，首先要观察乳腺有没有发生皮
肤变化，如破损、皮肤凹陷、乳头溢血、乳
头移位或乳腺异常增大等。其次要触
诊，即触摸有无异常肿物。若是无痛性
的、质地较硬的、边界不清楚的肿物，警
惕是否有肿瘤的可能性，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女性可每月进行一次乳腺自检。

此外，针对乳腺筛查的频率，杨猛

建议，20 岁至 39 岁没有危险因素的人
群不用进行筛查；40 岁至 45 岁人群可
每年进行一次 B 超筛查和钼靶筛查；46
岁至 69 岁人群可每一到两年进行 B 超
筛查和钼靶筛查；70岁以上人群可两年
筛查一次。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群，不
到40岁即需筛查。

“虽然乳腺疾病发病率较高，尤其
是近年来乳腺癌出现年轻化趋势，但随
着新技术、新药品的出现，只要早发现、
早治疗，大多数能治好。目前，早期乳
腺癌治愈率达90%以上。”杨猛表示，预
防乳腺癌要加强体育锻炼、坚持母乳喂
养、作息饮食规律，建议女性首次分娩
不超过35岁。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