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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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宁3月22日电）

易 过 敏 人 群 如 何 过 好 春 天 ？
新华社记者 黄凯莹 侠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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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虽远，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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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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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是世界气象日，今年的
主题是“携手缩小早期预警差距”。
记者采访发现，“背包气象站”“地温
CT系统”“海洋牧场卫士”等一系列

“黑科技”，正成为气象灾害风险预警
的“好帮手”，为城乡居民生活、农业
渔业生产等带去气象服务的关怀与
温度。

——“背包气象站”里看气象保
障灵活度。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
气象局关于世界气象日的活动现场，
微型气象站、手持移动式气象观测站
等气象设备吸引来往群众驻足观
看。“手持移动式气象观测站只需一
个背包就能装下，可对温度、湿度、风
速风向、降水量等气象要素进行实时
观测，应用于重大活动、应急救援等
多场景气象服务保障。”济南市气象
综合保障中心高级工程师马蕾在现
场说。

微型气象站是一种新型地面气
象观测设备，可采取太阳能、智能灯
杆等灵活多样的供电方式。目前，济
南市已经安装了600多套，大幅提升
了气象观测业务的空间分辨率。“这
些新型设备可为气象预报预警业务
提供高质量的观测数据支撑，为城市
安全运行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撑起
气象‘保护伞’。”马蕾说。

——“地温CT系统”里读气象服
务精准度。21日，河北省秦皇岛市

抚宁区抚宁镇三里杨庄村的马铃薯基
地内，抚宁区气象局、农业农村局的工
作人员将监测的实时地温数据提供给
种植户温财，并提醒他接下来春管中的
注意事项。由于气象局及时提供了精
准地温数据，温财今年种植的500亩马
铃薯提前了半个月播种，避免了异常天
气带来的地温骤降造成马铃薯幼芽死
亡的情况。

“这相当于给地温做‘CT’。借助
现有仪器设备，基于可获取的实际数
据，建立浅层地温预报模型。依据前一
天的气温、地温、风速、日照等气象数
据，较为准确地预测出未来一周到半个
月的浅层地温，指导种植户适时安排春
播。”抚宁区气象局工程师薛雪说。

——“海洋牧场卫士”延伸气象服
务覆盖面。在山东烟台，“耕海1号”海
洋牧场平台上，安装了能同时观测和记
录风向、风速、紫外线辐射、温度、湿度、
能见度等六大气象要素的新型海上气
象观测站，如“卫士”般帮助海洋牧场实
现分钟级别天气观测，为牧场捕捞、休
闲游钓提供精细化气象保障。

在河北秦皇岛，气象部门联合秦皇
岛市海东青食品有限公司在海上多功
能休闲渔业平台上建起自动气象观测
站，为企业提供精准的海洋气象服务，
便于企业科学调整养殖、捕捞计划，助
力安全高效养殖。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背包气象站”“地温CT系统”“海洋牧场卫士”……

从“黑科技”感受气象服务温度
新华社记者 叶婧 郭雅茹

当住宅空间实现“立体生长”，居住品质将迎来怎样的
变化？

“更大的窗户”“更高的天花板”“更开阔的空间”……层
高的增加，对于住宅舒适性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完
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提高住宅层高，正是通过“立标准”推进“好房子”建设的
重要体现。随着《好房子建设指南》的编制推进和《住宅项目
规范》的修订升级，我国住宅建设标准正经历重大变革。其
中，将住宅层高标准提升至不低于3米，为提升住宅品质按下
了“空间革命”的启动键。

2011年版《住宅设计规范》明确“住宅层高宜为2.80米”
“卧室、起居室(厅)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2.40米”。然而，经过
十几年的发展，这两项标准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改善居
住条件的新期待。

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和营养状况的提升，中国人平均
身高增长，对层高的要求相应提高；另一方面，采光、通风等
住宅性能指标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层高的增加。

层高的增加，看似简单的数字变化，实则关乎人民群众
的居住获得感、幸福感。

层高的增加，不仅为扩大窗户面积，改善室内通风和采
光、降低潮湿和霉变风险提供了可能，还为增加楼板构件厚
度、加装隔声板提供空间，可以有效解决长期困扰居民的隔
音问题。

层高的增加，可以支持多种装修风格和空间布局，如设
计夹层、阁楼或开放式空间等，满足不同家庭的个性化需求，
同时为中央空调、管道式新风、地暖等建筑设备的安装提供
了更大空间，破解了传统住宅设备安装的“空间焦虑”。

此外，层高的增加，为全屋智能设备预留了安装空间，为
装配式装修、光伏屋顶、模块化家居等新技术集成开辟了应
用场景，为未来便捷、舒适的生活体验创造了条件。

面对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的命题，新的层高标准同样
提供了参考。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可以通过空间改造和其他
设计布局方法，增加房屋的采光量和空气流通性，努力使房
屋达到和“层高3米”相近的居住体验。

标准水平决定房屋品质。随着我国住房需求从“有没
有”转向“好不好”，人们期待住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

“好房子”。标准的迭代升级，正是对人民群众改善居住条件
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住宅层高标准的调整只是推动“好房子”建设的一部
分。当前，中央和地方正在加紧构建支持住房品质提升的制度和标准体系。
《好房子建设指南》《住宅项目规范》等全国性标准规范修订出台后，将作为强
制性国家标准，引导地方进行相关标准修订，全面提高房屋设计、材料、建造、
设备以及无障碍、适老化、智能化等标准。

“好房子”建设是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房地产行业来说，
“好房子”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好房子”对功能、质量、体验等方面的更高
标准，要求房企尽快把新标准融入产品设计，打造不同价位的优质住宅产品。
谁抓住了人民群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新期待，谁就能在品质竞争时代把握先
机、赢得市场。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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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宽敞的玻璃窗洒进
LDR产房，窗明几净。这间约40平
米的产房位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新
近投入使用的大兴院区。LDR，是
Labor-Delivery-Recovery 的英文
缩写，即待产-分娩-产后观察于同
一房间，是产科现代化分娩模式的重
要标记。

“如果没有医生的专业判断，后
果不堪设想。”38岁的新晋妈妈燕女
士的宝宝正在新生儿监护室接受治
疗，回想起来她仍有些后怕。

燕女士的宝宝在26周时产检发
现可疑十二指肠梗阻，需要出生后立
即手术，她经朋友介绍来到大兴院区。

“宝宝在29周时突发胎心异常，
医生决定立即进行剖宫产。当时我
真懵了，急得直掉眼泪。”燕女士说，
分娩过程中产科及儿科团队的保驾
护航逐渐平复了她紧张焦虑的心情。

如今，宝宝情况逐渐稳定，燕女
士每天都能收到医生的详细反馈，还
能得到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

燕女士的经历是我国建设生育
友好医院的一个缩影。国家卫生健
康委妇幼健康司有关负责人说，为孕
产妇及其家庭提供全面、人性化、高
质量医疗服务，其核心在于保障母婴
安全，提升生育体验。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

印发《关于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的
意见》等文件，提出到2030年生育友
好医院在助产医疗机构中的比例力
争达到90%的目标。

作为北京市首批“母婴友好医
院”之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大兴院
区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生育友好医
院建设，建立产娩一体化产房，保证孕
产妇待产和分娩过程中的私密性与安
全性；开展产儿联合查房，打造妇幼特
色多学科诊疗模式；开通互联网诊疗，
实行“无假日门诊”、“全院一张床”管
理，让患者少等待、早入院；推出检验
检查一站式预约、床旁办理入院手续
等，让患者少排队、少跑路……

“何谓友好？就是要精准聚焦孕产
妇现实关切，全方位呵护母婴健康。”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妇产生殖医
学中心副主任孙瑜说，我们积极引进国
外先进的孕产妇健康管理理念，重视生
命早期1000天的健康管理，强调从怀
孕到孩子两岁这一关键期内的健康
干预。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姜辉
表示，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生育友好型医院是重要一环。多地也在
积极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南京市妇
幼保健院丁家庄院区，通过全面、连续、
规范的医疗保健服务，营造温馨、舒适的
分娩和住院环境；上海市推动助产医疗
机构“全天候”开展“无痛”分娩服务；北
京市推广现代产房安全分娩模式，围绕
产房设施设备、人员配备、人文关怀、质
控指标四个维度，建设现代产房81家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生育友好医院”为更多母婴保驾护航
新华社记者 李恒 刘祯

科学防护。 （新华社发）

3 月 24 日凌晨起，“指环王”土星的光环将上演持续数日的“消失”奇观。
这是时隔15年多再次迎来土星环“消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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