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3月份最后一周的星期一，
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伤害不仅严重威胁儿童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更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沉重压力和负担。

有资料显示，超过45%的儿童伤
害发生在家中，且儿童的年龄越小，
伤害发生在家中的比例越大。因此，
家长们别大意，居家安全至关重要。

家长是儿童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和守护人，家长或监护人未尽到看护
责任往往是儿童伤害发生和死亡的
根本原因。

家长看护儿童时要做到有效看
护，即专心、近距离、不间断，不能把
低龄儿童单独留在家中。家长若因
故无法看护，需委托其他成年人进行
有效看护，不可将低龄儿童交由未成
年人看护。家长还要从儿童视角定
期排查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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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儿童误服
药物、化学制剂，或过量服用药物以及
吸入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是儿童中毒
的主要原因。

1.家中药品、有毒制剂应放在儿
童不易取到的地方。过期和不用的
药品要及时扔掉。给儿童服药时，应
严格按标签上指示的年龄和体重给
药，或按医嘱给药；实事求是地告诉

孩子药物对治病的作用，不要哄骗孩
子吃药。

此外，家长要做好药物管理，最好
不要在孩子面前服药，避免孩子模仿，
也不要拿药逗孩子。

2.清洁剂、消毒剂等化学制剂不要
放在废弃的饮料瓶中存放。农村家
庭，家长要注意家中农药的存放，避免
孩子误服。

3.冬季注意安全取暖，避免儿童接
触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保证居室合
理通风。

4.燃气热水器要用强排式，不能安
装在浴室等密闭的空间内，并加装燃
气泄漏报警装置。

5.使用喷雾杀虫剂、蚊香或居室空
气消毒剂后，应通风后再让儿童进入。

据健康中国

新华社东京3月24日电（记者
钱铮）日本一个研究团队近日报告
说，他们解开了哮喘和肥胖的共同抑
制因子 Munc13-4 基因的工作机制，
有可能通过激活这种基因，研发出同
时针对哮喘和肥胖的新疗法。

日本群马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
报说，近年来，有研究显示哮喘和肥
胖有一些相同的风险因素，但不清
楚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该校与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和埼玉医科大学
共 同 组 成 的 研 究 团 队 发 现 ，
Munc13-4 基因对哮喘性支气管炎、
会导致肥胖的白色脂肪组织炎症具
有抑制作用。

在实验鼠实验中，研究人员发
现，Munc13-4 基因通过正向调节具
有抑制免疫应答作用的蛋白质白细
胞介素-10和蛋白质白细胞介素-12
的分泌，可抑制哮喘性支气管炎和白
色脂肪组织炎症。在Munc13-4基因
缺损的实验鼠体内，白介素-10 和白
介素-12 分泌减少，导致哮喘性支气
管炎和白色脂肪组织炎症恶化。

公报说，本项研究中，研究人员
首次解开了与哮喘和肥胖相关的
Munc13-4基因在两种疾病中具体的
工 作 机 制 。 研 究 人 员 推 测 ，
Munc13-4也可能是人体内哮喘和肥
胖的共同抑制因子。他们希望进一
步找到激活 Munc13-4 的方法，以便
同时抑制哮喘和肥胖。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期
刊《变态反应》上。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爱尔
兰科克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神
经科学动向》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
年（通常被认为 40 岁到 60 岁或 65 岁
之间）是大脑逐渐走向衰老的时期，
更好地了解中年时期大脑的变化有
助预测老年认知健康状况。

文章说，人到中年，大脑会经历
重大的分子、细胞和结构变化，其中
许多变化与认知能力下降有关，且认
知能力下降在人到中年时会加速。
从结构上讲，中年时期与大脑部分结
构的体积变化、海马体（与记忆、学习
有关的大脑结构）萎缩以及大脑不同
部分之间的连通性下降有关。

研究人员说，有证据表明大脑
在中年时会经历不确定性的结构和
功能变化，这些变化对认知功能有
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目前大多数关
于大脑健康和认知能力下降的研究
集中在老年人身上，干预措施的效
果有限。研究人员建议，应该对中
年时期大脑的变化进行更多研究，
可能会发现与认知健康有关的新生
物标志物和干预措施，也有助确定
新的治疗目标。

新研究：
了解中年大脑变化
有助预测老年认知状况

日本研究人员
解开哮喘和肥胖
共同抑制因子机制

@家长们

在家看护儿童
这些安全注意事项要牢记

跌倒是造成儿童非致命性伤害
的首要原因，也是造成儿童严重脑损
伤、儿童永久性残疾的重要原因。家
中常见的儿童跌倒包括绊倒、滑倒、
跌落。预防家中跌倒可从以下细节
入手。

1.及时清除家中地面、台阶上易
造成绊倒的杂物，如玩具、起褶的地

毯、地板上的电线以及其他连线（网
线等）。

2.给家中所有窗户安装上防护装
置，如窗户限位器、护栏等，但要注意，
安装护栏时要确保家人在遇到紧急情
况时可以逃生。

3.阳台、窗口不应摆放桌椅类物
品，防止儿童攀爬。

4.保持家中地面不湿滑。浴室安
装扶手，铺上防滑垫或贴上防滑砖。

5.在儿童床、儿童经常活动的区
域放置地毯等软性防护材料。

6.儿童玩耍区域要保持足够亮
度。

7.不要给儿童穿不合脚的鞋子或
过长的裤子。

家中带尖头的用具、小件物品等
会增加儿童被刺伤、割伤的机会。

1.桌子、茶几、柜子等家具，墙的
尖角、锐利处加护角进行钝化防护。

2.家中的刀具、针、牙签等要妥善

放置在儿童不易拿取的地方，并为儿
童配备专用剪刀。

3.低龄儿童应使用儿童专用餐
具，就餐时禁止儿童拿着餐具跑来跑
去，以防摔倒被刺伤。

4.为孩子挑选玩具时，要注意玩
具的边角是否锐利。

5.常用的家用食品加工电器，如
豆浆机、榨汁机等，不要让孩子独自
操作。

热水、热液、热蒸汽以及盛装热液
的容器，明火，烟花爆竹等是儿童烧烫
伤的主要原因。

1.高温或盛有热液的容器应放
在 儿 童 不 易 接 触 且 平 稳 坚 固 的 地
方，带把手的容器应将把手向内放
置。

2.洗澡时先放冷水再放热水，家
长应用手先试试水温，用完水龙头后

应将其调至冷水一侧。
3.长时间贴身使用热水袋、暖宝

宝等物品时，皮肤和热源之间应采
取一定的隔离手段，如使用毛巾包
裹，避免长时间接触皮肤造成低温
烫伤。

4.教育儿童不要玩火柴、打火机、
酒精炉等明火用具。

5.正确购买、存放、使用符合标准

的烟花爆竹，不能让儿童单独燃放烟
花爆竹。

6.确保家庭燃气、电器使用安全，
不在室内或楼道内存放电动车及其蓄
电池。

7.建议配备家用灭火器等消防器
材，教给孩子火灾逃生技能。

8.烧烫伤发生后，要牢记应急处
理五字诀，即“冲、脱、泡、包、送”。

●居家防跌倒

●居家防锐器伤

●居家防烧烫伤

●居家防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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