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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贴士◆

春风送暖，杨柳絮漫天飞扬，有人不
小心鼻子里吸入飞絮，不停打喷嚏，严重
者还会诱发哮喘。杨柳絮令不少过敏体
质者吃尽了苦头，怎样避免这种困扰呢？

做好外出防护。骑车出行的人可
戴上防风镜，防止飞絮入眼。普通的
医用口罩只能阻挡大颗粒物，却很难
挡住细小的杨柳絮，建议选择 N95 口
罩，贴合面部更紧密。如果飞絮钻进
眼内，不要用脏手去揉，可以通过不停
眨眼，让眼泪自然地将其冲刷出来。
假如眼内仍有异物感，可用冷水冲洗
眼睛。如果还不见效，应该立即到医
院处理，谨防导致各类眼疾。衣服应
选择光滑面料的防风外套，避免穿毛
绒、针织类衣物，因其容易黏附飞絮。

做好居家预防。回家进门前，要把
身上的飞絮残留物清除干净，不能带到
居室内。归来后要洗澡，洗去落在头上
和身上的飞絮。上午 10 点至下午 4 点
是飞絮高发时段，建议紧闭门窗，改用空
气净化器，保持室内湿度50%—60%，既
能避免飞絮进入室内，又能缓解人体鼻
腔干燥。还可用吸尘器，重点清理窗帘、
床底等易积絮的角落。

此外，还可以进行食物调节。经常
喝蜂蜜的人能对飞絮和花粉过敏产生
一定的抵抗力。除蜂蜜外，过敏体质者
还可多吃红枣、胡萝卜、金针菇、洋葱、
大蒜等食物，它们都含有抗炎、抗过敏
物质，能够有效预防春季过敏症、过敏
性皮炎等。（选自《甘肃日报》）

如何应对飞絮困扰

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日前发布公报
说，该校研究团队联合多所高校，研发
出一套基于人工智能的预测模型，可高
精度预判雷击可能引发野火的时间和地
点，整体准确率超过 90%。相关研究
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公报说，森林火灾是当前全球生态
安全面临的重要挑战。近年来，受气候
变化影响，雷暴天气发生频率显著上
升，致灾风险日益加剧。与人为火源不
同，雷击引发的火灾多发生在偏远地
区，具有隐蔽性强、爆发性高的特点，
极易造成大范围生态破坏和人员伤亡。

针对这些问题，巴尔伊兰大学科研
人员与阿里埃勒大学等机构协作，借助
近几年的全球高分辨率卫星数据，综合
分析雷电分布、地形地貌、植被类型、
气象条件等因素，研发出一套覆盖全球

的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可对雷击引发野
火的空间风险精确识别。研究人员通过
2021 年实际野火数据进行验证，该模
型表现出显著的实用价值和推广前景。

研究人员指出，该模型的优势在
于不仅仅依赖雷电记录，还可综合考
虑野火发生的环境背景条件，有效识
别高风险区域。这一成果可为气象部
门、消防机构和应急管理单位提供科
学决策支持，有望显著提升火灾预警
能力和响应效率。

公报说，该模型在捕捉雷击火源形
成机制的同时，还可显示气候变化背景
下野火风险扩大的趋势，特别是雷击火
灾与人为火灾在成因逻辑和发展路径上
的显著差异，凸显了分类治理、因灾施
策的必要性，为提升全球极端气候防灾
能力提供了新手段。（选自新华社）

人工智能新模型可精准预测雷击引发野火风险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我国首批车网
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城市和项目，共
计39个。其中，首批车网互动规模化
应用试点的城市包括了上海、常州、合
肥等9个城市。试点的项目有30个，
包括北京市基于新型储能的车网互动
协同调控试点项目、天津市车网互动
示范中心试点项目、保定市车网互动
规模化应用项目等。

电动汽车车主最熟悉的场景就是
利用充电桩给爱车充电。在这个过程
中，电动汽车和电网之间的关系是被
动式的单向输入。而车网互动（V2G）
则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进行电量
交换，双方有来有往。在用电低谷时
新能源汽车有序充电；在用电高峰时，
将电池中的电能反向“卖”给电网，提
供电力支持。

实现车网互动好处不少。对于
电动汽车车主，车网互动可降低用车
成本，还可赚取收益。对于充电桩运
营商，可探索充电站参与电网需求侧

响应、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等新型运营
模式，有效提升收益。更重要的是，
车网互动可提升配电网接入能力，唤
醒电动汽车“沉睡”的储能调峰潜力，
助力新能源消纳，支撑构建新型能源
体系。

此前，车网互动探索早已在全国
范围内陆续开展。2023年末，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印发《关
于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
实施意见》，提出大力培育车网融合互

动新型产业生态，在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鲁、川渝等地区开展车网互动
规模化试点示范，力争2025年底前建
成5个以上示范城市，以及50个以上
双向充放电示范项目。

在政策支持下，部分电动汽车车主
开启全新“卖电”体验。3月28日，全国
最大规模车网互动在南方电网经营区
内启动，10万多辆次新能源汽车参与
此次互动，互动的电量达到50万千瓦
时。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个

省份同时开展车网互动，63个城市的
10万多辆次新能源汽车参与。这是全
国首次开展如此大规模的车网互动，也
是首次跨省联动。

近年来，我国在充电峰谷分时电价
制定推广、车网互动资源聚合参与辅助
服务和需求响应试点验证，以及双向充
放电技术可行性验证等方面取得了积
极进展。但面对下一阶段大规模新能
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需求，还存在
诸多制约。

专家建议，接下来要加大动力电
池关键技术攻关，在不明显增加成本
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动力电池循环寿
命，攻克高频双向充放电情况下电池
安全防控技术，加快制定修订车网互
动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优化完善
配套电价和市场机制，实现居民充电
峰谷分时电价全面应用，研究探索新
能源汽车和充换电场站对电网放电
的价格机制，进一步激发各类充换电
设施灵活调节潜力。

（选自《经济日报》）

车网互动开启规模化应用

新能源汽车变身城市“充电宝”

春季到来，万物复苏，各类新鲜蔬
菜纷纷上市，丰富着人们的餐桌。今
年春天，有一种名为“板蓝根青菜”的
蔬菜格外引人注目，成为市场新宠，吸
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板蓝根青菜是消费者对这种蔬菜
的昵称，其学名为“菘油1号”，是华中
农业大学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历时16年研发的新型蔬菜。

板蓝根，学名为菘蓝，是一种传统
的中药材，属于十字花科菘蓝属植物，
主要以其根部入药。在人们的印象
中，板蓝根常被制成药用冲剂，味道甜
中带苦，被认为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利
咽等功效。

从外观上看，板蓝根青菜与普通
油菜相似，不过它与板蓝根才是“亲
戚”。

2004年前后，华中农业大学国家
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始进行油
菜与板蓝根的远缘杂交研究。最初
的目标是想攻克油菜的一种重要病
害——油菜菌核病，但由于两者亲缘
关系较远，研究人员没能获得预期的
杂交品种。

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油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教授葛贤宏介绍，在研究过
程中，团队发现，把板蓝根的一些成分
导入到油菜中后，油菜会具有一定的
抗病毒活性。此外，杂交出来的菜口

感较好，适合市场推广，所以团队决定
将其发展为一种新型蔬菜。

许多品尝过板蓝根青菜的消费
者 都 对 它 的 味 道 和 口 感 表 示 了 认
可。与板蓝根的苦涩口感不同，板蓝
根青菜的口感类似菜薹，清甜鲜脆。
其茎部质地脆嫩，没有明显的纤维
感，叶片也较为柔软，烹饪后依然能
保持较好的口感。而且，板蓝根青菜
对烹饪手法要求不高，无论是清炒、
白灼、汤食还是涮火锅，都能展现出
独特的风味。

根据农业农村部品质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武汉）此前出具的权威检测报
告，每100克板蓝根青菜中，维生素C

的含量高达98.4毫克。与常见水果相
比，板蓝根青菜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
子的2倍至3倍之多，更是苹果的整整
30倍。按照成年人每日100毫克的维
生素 C 推荐摄入量计算，人们每日仅
需食用大约 100 克板蓝根青菜，就可
基本满足成年人每日维生素C的推荐
摄入量。

尽管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葛贤
宏提醒，板蓝根青菜本质上仍然是一
种蔬菜，而非药材，不能当作药品使
用，并且极少数人可能会对其过敏。
一旦食用板蓝根青菜出现不适，消费
者应立即停止食用，并及时就医。

（选自《科技日报》）

百姓餐桌迎来“跨界”菜——

板蓝根青菜是菜不是药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
学系张霖课题组通过改进区域空气质
量模型，并结合全球植被卫星观测和
我国林业统计年鉴数据，揭示了我国
南方地区森林化对区域臭氧空气质量
与森林碳储存具有双赢效果，表明我
国造林既有助于增加碳储存，又能降
低区域臭氧含量，进而持续改善空气
质量。相关研究成果《中国南部造林
对臭氧空气质量和碳储存的协同效
益》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
然·通讯》。

自2000年以来，地球变得越来越
“绿”，其中我国南部造林工作作出了

重要贡献。而近地面臭氧是我国面临
的主要空气污染物之一，主要由人为
与植被排放的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
氮氧化物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并通
过大气化学反应分解与地表吸附等过
程去除。但森林覆盖面积的变化与大
气环境及区域臭氧空气质量之间的关
系究竟如何，仍是摆在全球科学家面
前的一道科学难题。

为此，张霖课题组通过优化区域
空气质量模型，引入新方案，使模型更
加完整地模拟森林植被—大气环境的
相互作用，更为准确地捕捉华南森林
站点测量的近地面臭氧含量的垂直分

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课题组结合全
球植被卫星观测和我国林业统计年鉴
数据，量化评估了2005年以来我国南
方地区森林化对区域臭氧空气质量与
森林碳储量的影响，以及未来造林的
潜在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至2019年
期间，森林化使我国南方地区生长季节

（4—10月份）平均的地表日最大8小时
臭氧浓度净减少了2.8±4.6微克每立
方米，且臭氧相关的植被暴露损害减少
了15%~41%。其中，森林植被非甲烷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增加（排放效应），导
致地表日最大8小时臭氧浓度略微增

加了0.6微克每立方米，而森林植被通
过臭氧干沉降作用增加以及森林冠层
湍流的抑制作用，分别减少了近地面臭
氧浓度约2.0微克每立方米和1.4微克
每立方米，远超其排放效应。基于我国
历史森林储积量数据分析，我国2005
年至2019年期间的森林化使其碳储量
增加了16~21亿吨碳。

“这一研究成果为我国实现碳中
和与污染防治的协同增效提供了新思
路。”张霖表示，“这一研究发现为评估
植树造林在生态环境改善中的多重效
益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选自《光明日报》）

科学家发现造林能降低区域臭氧含量

2025 年 4 月 25 日是第 39 个全
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专家表示，接种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安全、有
效的手段，对于早产儿、免疫缺陷患
儿、过敏体质儿童等重点儿童而言更
是如此。通过科学评估、规范接种，
为重点儿童筑起一道坚实的免疫屏
障，守护他们健康成长。

“重点儿童的免疫功能不完善或
存在基础疾病，对病原体的抵抗能力
显著低于健康儿童。”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儿内科主任医师
梁芙蓉说，“疫苗接种正是他们抵御
高危传染病的重要武器。”

梁芙蓉指出，疫苗接种能激发重
点儿童的特异性免疫应答，使其体内

产生针对性抗体，形成免疫屏障。这
不仅能有效预防麻疹、百日咳、脊髓灰
质炎等高危传染病，还能显著降低儿
童因感染而导致的严重并发症风险。

“未接种疫苗的重点儿童可能成
为传染病传播的‘突破口’。”梁芙蓉强
调，“尤其是免疫缺陷或无法接种减毒
活疫苗的儿童，他们感染后可能长期
携带病原体，增加社区传播风险。因
此，通过科学评估后接种灭活疫苗或
部分减毒疫苗，对于巩固群体免疫效
果至关重要。”

此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童医
学中心儿内科主治医师宋丹羽特别
提醒，某些患有特殊疾病如先天性心
脏病、癫痫等的儿童，虽然本身不会

直接增加感染风险，但如果没有接种
相关疫苗，儿童可能因感染相关严重
疾病而导致病情恶化。

然而，疫苗接种仍需全面了解和认
识。宋丹羽说，疫苗接种有严格的接种
禁忌和适应证，重点儿童的疫苗接种需
要进行专业评估，并在专业指导下进行
接种。科学的评估体系与规范的接种
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既保护儿
童个体健康，也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专家建议，家
长和医疗机构应密切合作，共同做好
疫苗接种前的评估工作。社会各界
应加强对重点儿童疫苗接种的宣传
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疫苗接种重要性
的认识。（选自新华社）

重点儿童疫苗接种不可忽视

马拉松对跑者的体力和耐力都是挑
战。英国《自然-代谢》杂志近日刊登的
一项小样本研究发现，跑完马拉松后，跑
者特定脑区的髓磷脂含量似乎会减少，
但这种效应在马拉松比赛结束两个月后
会完全恢复。

长时间运动会迫使人体消耗储备的
能量，比如马拉松跑者主要将糖原这种
碳水化合物作为一种能量来源，但当肌
肉中的糖原耗尽时便会开始消耗脂肪。
髓磷脂主要由脂质组成，包裹在大脑神
经元周围，起到电绝缘的作用。此前对
啮齿动物的研究显示，这些脂质可能作
为极端代谢条件下的一种能量储备。

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大学等机构的
研究人员选取了8名男性和2名女性马
拉松跑者，在他们参加42公里马拉松比
赛前以及比赛后的 24 至 48 小时内，对
他们的大脑进行了磁共振成像。通过测

量大脑髓磷脂水分数——髓磷脂含量的
一个替代指标，研究人员发现跑者参加
马拉松比赛后，大脑部分白质区域的髓
磷脂含量会减少，这些区域与运动协调
以及感觉和情感统合相关。他们还在比
赛两周后对其中 2 名跑者，以及比赛两
个月后对其中6 名跑者，进行了大脑成
像。结果发现，两周后，髓磷脂含量显著
上升，但仍未回到赛前水平；两个月后髓
磷脂含量完全恢复。

研究人员指出，髓磷脂或可被视为
耐力锻炼中大脑其他营养耗尽时的一
种能量来源，但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确
定更极端的锻炼形式与大脑中髓磷脂
含量的相关性，以及评估这些变化是否
影响相关脑区域的神经生理学和认知
功能。本项研究样本量较小，未来还需
要在更大人群中进行测试确认。

（选自新华社）

跑马拉松能量不够时“烧脑”来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