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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古往今来，留下了许多关于夏天的美

好诗句和描述。我们在享受这美好夏日的同时，中医专

家也提醒说，夏季“暑易伤气”“暑易入心”，加之雷雨丰

沛，湿邪也易伤身。对于老年人来说，夏季尤其要注意防

治几种常见病，确保身体健康。

警惕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夏季气温升高，空气中的湿度增大，含氧降低，暑热

也让人‘心浮气躁’，易引起血压波动。”长春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贾秋颖说：“老年人

要特别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需长期服用的药物要坚持规律使用。注意疾病的先兆症

状，患有心肌缺血、高血压等疾病的病人，如果出现胸闷、

憋气、胸痛、心慌或出现背痛、牙痛时，应及时进行检查，

防止突发病情变化。”

贾秋颖说，夏季养心是关键，切记大喜大悲“伤心

气”，注意调节情志，平和心态。夏季昼长夜短，顺应自

然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老年人最好午睡半个小时左

右，补足精力，能保护心脏血管。由于肝气减弱，心气增

强，食欲也多因暑热而不振，饮食上清淡为主，可适量使

用鱼、肉、蛋和豆类等补充蛋白质，饮食中适当可用姜

等，有助阳气生发。

脾胃疾病易发要注意

入夏后雨水增加，湿邪渐盛，易困脾胃，造成饮食不

振，特别是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

冷饮消暑降温，但此时，如过量进食生冷饮食，易引起胃

肠不适而出现腹痛、腹泻等症，老年人肠胃功能低下，更

容易出现状况。

贾秋颖建议，老年人饮食上可以选择食粥，调养胃气。

食材要清淡，多吃当季蔬果杂粮等，也可适当使用健脾利湿

之品，如藿香、佩兰等。夏季汗出较多，人体阳气和津液易

损，注意补充水分，在餐时可配合汤品，这样既能生津止渴，

清凉解暑，又能补养身体。切记冷食不宜贪多，使得寒伤脾

胃，发生吐泻，例如西瓜、绿豆汤等。老年人不宜食用冰镇

食品。

呼吸系统疾病调养正当时

中医养生有“冬病夏治”的说法，夏季是各种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调养的重要时节，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

管哮喘等阳虚类疾病，特别是小暑前后是最佳的治疗时

机。“应用中药、外用敷贴的手段，如三伏贴等对秋冬季节好

发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贾秋颖说，“此类老年患者可适

当运动加强心肺功能，注意强度适宜，运动时间也建议清晨

或者傍晚进行，避免正午暑热。可结合自己身体素质可选

择慢跑、太极拳、八段锦、游泳等运动。”

另外，夏季老人、孩子及体弱多病者，要避免在烈日下

暴晒，不要在闷热的环境中久留。注意预防中暑得病，热伤

风等。可备一些防暑降温的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必要时

涂抹和服用。

夏季养护阳气正当时

“夏季自然界阳气旺盛，万物蓬勃生长，中医认为这个

季节正是养护阳气的好时节，对于老年人尤其重要。”贾秋

颖说，总的来说，“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

“起居有常、饮食有节”，中医认为夏季衣食住行要顺应时节

变化，人体才得以健康无恙。

饮食上宜清补。老年人可以少食多餐，护阳养心、调养

胃气。适当吃酸味食物，如山楂、西红柿、橙子等。亦应常

吃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山药、赤小豆、薏苡

仁、绿豆、冬瓜、黑木耳、胡萝卜、鱼、鸭肉等，忌吃膏粱厚味、

甘肥滋腻、生湿助湿的食物。

起居上不要贪图凉快而坐卧在冰凉潮湿的地面，避免

湿气透入筋脉，引发风湿关节疼痛。夏季降雨后气温变化，

要注意适时添加衣服，尤其是晚上睡觉时，要注意保暖，卫

护阳气，避免着凉受风而患感冒。早起晚睡，以及适当增加

午休，要保证睡眠时间，以保持精力充沛。

参与一些户外活动，不宜做过于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

淋漓，伤阴也伤阳。如出汗后有心慌心悸、气短、手脚微凉等

表现，为心之阳气受损的表现，应及时就医。也可以选一些

怡养性情的活动，陶冶情操，调节情志，琴、棋、书、画都是不

错的选择。另外，运动后可适当饮用些淡盐水，以补充体液。

老年人健康度夏有讲究
本报记者 李晓静

本报讯（记者张鹤）近日，第四届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活动在

浙江杭州举行。活动以国际一流优质

稻品种作为对照，经过专家组严格评

选和专业品鉴，15个粳稻品种和15个

籼稻品种获评金奖。其中，吉林农业

大学凌凤楼团队选育的“吉农大667”

水稻品种再次获得金奖，吉林农业大

学也成为全国农业院校中唯一一个蝉

联3届金奖的院校。

“吉农大667”是吉林农业大学针

对水稻品种产量与品质及食味性难以

达到同步提升的技术难题，采用生理

育种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的先进技术方

法，经过多年多点筛选鉴定和系谱选

择培育，于2019年通过吉林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优质食味高产

粳稻新品种。该品种属中熟品种，株

型紧凑，分蘖力强，穗长19.6厘米，平

均穗粒数143.1粒，千粒重23.6克。

米质符合1等食用粳稻品种品质标

准，米质优，米饭香味浓郁，符合绿色、

优质食味、高效生产需求。

“吉农大667”于2019年审定通过

后，从2020年起连续4年被吉林省农

业农村厅确定为省水稻主导品种，累

计推广220万亩，占适种区域水稻种

植面积20%以上，产量比当地品种增

加7.5%，每亩按增产50公斤计算，累

计增产粮食1.1亿公斤。“吉农大667”

稻米精米率达75.5%，比对照品种高

5.5%，另因其稻米米质优，米饭香味浓

郁，其稻谷价格比普通品种高0.3元/

公斤，累计为农民约增加3.3亿元收

入，社会效益显著，目前已成为吉林大

米订单的首选品种，其推广规模和前

景十分广阔。

作为我省水稻育种领域的重大突

破，该品种的选育以及大面积推广对

于实现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

工程，从根本上促进东北稻米品质提升以及对吉林大米产业

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吉林农业大学一直走在水稻育种的最前沿，依托

吉林农业大学水稻育种与生理创新团队、吉林省绿色优质粳

稻工程研究中心、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以分子标记辅助

选择育种、基因编辑育种、农作物功能基因组学等新手段加速

了育种进程，实现了从“经验育种”到定向高效的“精确育种”

转变，大幅提高了水稻育种效率，创制了多个高产优质多抗水

稻新品种，引领我省水稻育种进入3.0时代，学校水稻育种科

研实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据统计，目前吉林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收集、创制水稻种

质资源6077份，其中优质高产资源1400余份，优质食味资源

800余份，香稻资源300余份，高产、抗寒、抗旱、抗盐碱等资源

3400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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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路演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景洋）近日，由省科技厅、长春新区联合主办

的2023年首场吉林省科技成果路演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

同时召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座谈会，活动有80余人参加。

以“汇聚新动能 吉遇新未来”为主题的吉林省科技成果

路演系列活动，采取“路演+座谈+招商”三位一体的模式，聚焦

新材料、新医药、新能源、新装备、新农业等重点领域，开辟了

5个专场，汇聚208个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显著的科技成

果。此次新材料专场挑选40个项目进行推介，其中“生物基

生物降解材料改性及制品产业化”“水凝胶新材料及产业应

用”等8个项目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和科技企业面对面提问交

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省、市、区政府部门现场办公，帮助科技成果项目解决土

地、资金、厂房、人才等问题，加速“以高光谱技术为核心的仪

器设备”等5个项目就地转化进程。

大力推进“产教融合”
本报讯（郭淞文）近日，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负责人一

行来到长春农商银行，通过现场参观、经验座谈等方式开展调

研，共同签署了战略合租框架协议书。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作为金融专业类对口院校，长期

以来与长春农商银行在金融互通、人才输送等领域保持友好

合作，此次在金融服务、教育体系等多领域、可持续战略合作，

将共同提升服务全省地方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双方表示，今后将深化校企合作，大力推进“产教融合”，

实现互利共赢。

本报讯（记者毕雪）近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胸外科临床

手术教学示范中心”在吉大中日联谊医院揭牌成立。这标志

着该院在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教学培训领域取得新突破，机

器人手术水平走在国内前列。

与普通腹腔镜、胸腔镜相比，“达芬奇”具有更加清晰、逼

真的3D手术视野，拥有多角度自动切换的智能图像处理功

能。“达芬奇”由操控台、机械臂、视频系统组成，手术医生坐在

操控台前，通过双手操作控制器、双脚控制脚踏板来控制机械

臂和内窥镜，达到机械臂尖端与外科医生的双手同步进行操

作。配备的机器人操作臂，具有人手无法比拟的稳定性及精

确度，大大提高了在狭窄腔体内手术操作的灵活度及操控范

围，系统整体设计也更符合人体工程学，更利于医生完成精细

化、高难度的复杂手术。临床实践表明，通过“达芬奇”进行的

手术创伤更小、失血更少、手术适应指征更广，患者在术后恢

复更快，愈合更好，能大大缩短住院时间，降低术后疼痛。

据悉，2020年3月2日，我省第一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委

（属）管医院首台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吉大中日联谊医

院装机调试并投入使用。该院胸外科于2020年7月开始使用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常规开展肺癌根治术，包括肺叶切除、肺

段切除、亚段切除、袖式切除、全肺切除；食管癌根治术；食管

良性肿瘤；纵隔肿物切除；全胸腺切除治疗重症肌无力等，至

今已完成超1000例复杂胸外科手术。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走”上手术台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日前，由省中医

药学会主办，省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

会、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承办的吉林

省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二届七次

学术会议暨首届吉林省血液透析血管通

路培训班在长春召开，举行了吉林省血液

透析血管通路专科联盟成立启动仪式。

专科联盟有90余家医院加入，覆盖全

省三分之二的县级以上医院。联盟将围

绕专科疾病，针对疾病的预防、诊疗、人才

培养及临床研究，与基层医疗科室开展广

泛的业务合作与学术交流，加快先进技术

的推广和引进，造福于广大基层群众。这

对于提升全省血液透析血管通路医务人

员的诊疗水平、规范医疗行为具有重要意

义。

会议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围绕血管

通路手术实际操作技巧、并发症的处理、

超声在血管通路的应用、血液透析血栓的

处理方法及药物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讲解。在实操环节，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肾病科血管通路团队为参会人员设

立多台模型及超声，让学员模拟实践了球

囊扩张、中心静脉置管、超声探查血管等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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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毕雪 实习生王鹭 张莉）

“听说是吉大一院心内科的专家来给讲课

看病，我带着老伴老早就来等着了。”5月17

日，在第19个“世界高血压日”当天，吉大一

院心内科医护团队来到长春高新怡众名城

社区开展“世界高血压日”主题健康宣教义

诊活动，坐在第一排76岁的周大娘说。

像周大娘这样的居民有很多，活动还

没开始，讲座室里已经坐满了人。“高血压

患者如何实现血压早期达标？合理用药、

规范测量、自我管理是关键。”讲座开始，心

血管内科医生围绕高血压疾病危害、降压

目标值、血压达标的最佳时机等内容，为居

民详细讲解。随后，心血管内科医护团队

为现场居民免费测血压、提供专业的健康

指导和建议，帮助居民了解自己的身体状

况，提高生活质量。“我老伴一直高血压，刚

才大夫给测完又告诉该怎样吃药，以后吃

东西要怎样注意，今天真是没白来！”周大

娘告诉记者，她老伴83岁，去趟医院特别

费劲，像今天这样有专家到家门口给看病，

他们非常高兴，希望以后能多组织这样的

活动。

“高血压的预防大于治疗。大家在平

时生活中要注意缓解精神压力、规律作息，

饮食方面要做到低盐、低脂，同时，要控制

体重和戒烟限酒……”该院心血管内科主

任佟倩介绍，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心

血管内科已多次走进社区、村镇等开展科

普宣教义诊活动。同时，科室承接省内高

血压管理项目，基本实现“三甲医院——社

区家庭医生（乡村医生）——基层患者”联

动管理机制，让更多高血压患者得到科学

规范的血压监测及用药指导。

义诊进社区
本报讯（李卓林 李敬超 记者张鹤）近

日，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包保帮扶的长白朝鲜

族自治县八道沟镇蛤蟆川村、小蛤蟆川村山

野菜售卖活动结束，7天累计销售额达1.63

万元，带动两个村的20余户村民增收。

据了解，2021年 10月开始，学校就与

蛤蟆川村、小蛤蟆川村建立起了帮扶关系，

先后在产业帮扶、健康帮扶、文化帮扶等方

面开展了多项工作，累计投入资金50余万

元，受到当地政府和村民的一致好评。今

年3月，学校驻蛤蟆川村、小蛤蟆川村工作

队了解到，两村村民每天早晨5点上山采

摘山野菜，下午3点下山后还要骑三轮车

前往20多公里以外的镇上售卖，十分不方

便。于是，为了帮助村民解决山野菜售卖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学校驻村工作队决

定联合两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开展山野菜售

卖活动。

为了做好此次活动，学校驻村工作队前

期做了市场调研、包装设计、宣传设计、物流

设计、试销售等大量工作，最后正式推出包

括刺嫩芽、猴腿菜、刺五加、山芹菜等在内的

山野菜组合箱产品。5月初，山野菜售卖活

动正式在学校内推出，得到了校工会、附属

医院工会和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工会的积极

响应，在自愿的前提下，广大教职员工热情

参与购买，山野菜产品很快销售一空。

此次活动充分体现了帮扶而非代替的

工作要求，两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承担了本次

山野菜售卖活动的主体工作，独立完成山野

菜采集、筛选、包装、发货等工作。通过这次

活动，两村也打造出了值得信赖的农产品销

售团队，为今后自主开展各类农产品销售提

供了必要的保障。

包保帮扶助增收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日前，由省电化教育馆组织的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编程教育专项援疆团队一行10名教师在新

疆阿勒泰地区中小学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送教行动。行动

期间，专项援疆团队共开设讲座、公开课160余节，授课560

余节，辅导阿勒泰地区师生完成人工智能实验项目120余

个，累计培训阿勒泰地区师生2.8万余人次。

阿勒泰位于我国西北边陲，优质教育资源尤其是信息

技术教育资源较为稀缺，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掌握程

度也较为有限。省电化教育馆组织的送教团队，将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编程教育与阿勒泰地区的中小学信息技术学科

结合起来，对当地教育水平提高、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和学生

全面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小学搭建火星车、初中搭建智能风扇、高中搭建三轮巡

线车……我省专项援疆团队的教师们针对阿勒泰地区不同

学段的学生设计了不同难度的课程，这些创新课程降低了

语言障碍，大大提高了编程学习的易操作性和易得性，深受

当地学生喜欢。学生迪拉拉开心地说：“我太喜欢‘趣味火

星车’这节课了！通过课程，不仅了解了我们国家‘天问系

列’火星探测工程，还制作了一辆属于我自己的‘祝融号’火

星车。我希望以后可以了解更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编程知

识，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人们往往只考虑使用层面，

特别是人如何使用；在编程教育方面，人们也是多年遵循英

文编程范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不得不考虑机

器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而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扩展到更宽的领域，全面提升国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

养。”省电化教育馆馆长刘云程说。

李博阳是此次专项援疆团队的一名教师。起初，他还担心

自己的教学不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没想到每次课后，总会有学

生主动向他请教一些疑难点或和他分享自己的新点子。“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编程学习的种子，已经在阿勒泰地区学生的心中萌

芽、生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开花、结果。”李博阳说。

阿勒泰地区的教师们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编程教育也

充满兴趣和期待。援疆团队教师陈悦说：“培训时，当地的

木合亚提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年龄比较大，生

怕自己基础不好跟不上，经常会感慨‘时间不够用啊’‘我还

没学够呢，就下课了’。还有别力克老师，他是一个特别能

钻研的小伙子，每次培训后他都会继续自学。”

我省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编程教育援疆活动

10名教师一个月培训2.8万人次

美国和赞比亚科研人员进行的一项实验显示，人体散发的气味分子可吸引蚊子从几十米外追踪而至，不同“配
方”的气味对蚊子的吸引力大不相同。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