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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家

马庆瑞 长春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服装专业副教
授，高级服装设计师，吉林省十佳服装设计师，中国纺织
工程学会会员。

复合加绒面料真的有毒吗

马庆瑞：我们先来说结论，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衣

服吊牌上有强制性安全执行标准的，就不用过多担心“有

毒”的问题。

什么是复合加绒面料

马庆瑞：“复合”就是将两种不同面料复合在一起的工

艺。我们日常穿着的面料织到300g/㎡ 就已经很难再织

厚了，但衣服的保暖性往往与厚度密切相关，于是就选择

把两种相对轻薄的面料复合在一起，从而让面料变得更

厚、更具保暖性。

“复合加绒”通常是指将聚酯纤维面料（即我们常说的

“涤纶”），通过拉毛起绒工艺制成法兰绒等样式风格，然后

和其他面料复合在一起。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加绒系列

保暖内衣，就是将外层面料与内层毛茸茸样式的面料复合

在一起。

带绒面料分为几种类型？和其他保暖
面料相比，复合加绒面料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马庆瑞：从加工方式上看，加绒面料分为割绒、抓绒、

磨绒、剪绒。市面上常见的复合绒面料通常采用抓绒的方

式，包括珊瑚绒、摇粒绒、奥粒绒、羊羔绒等。

复合加绒面料有不少优点，例如：通过复合加工方式，

让面料具有较好的保温性能；由多层面料组成，让衣物具

有一定的耐磨性；通常采用化纤面料，易于清洗和维护。

它的缺点是透气性较差，舒适度欠佳，可能含有甲醛

和异味。

加工复合加绒面料时会添加哪些化学物质

加工复合加绒面料需要黏合步骤，因此要用到胶，

常用的是聚氨酯类热熔胶，这种材料本身非常柔软、弹

性好，对面料的手感影响较小，而且耐热性和耐水性较

好，安全性也比较高。由于聚氨酯类热熔胶价格较贵，

因此有的厂家会采用“油胶”进行面料复合，其中会有挥

发性有机溶剂残留。“油胶”很好分辨，往往会散发出刺

鼻的气味。

此外，生产复合布料时还会用到乙酸甲酯，其进入

人体后可迅速代谢为甲醇，进而导致代谢性酸中毒和视

神经损害，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

选购复合加绒面料衣物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选择正规品牌和渠道购买服装。查看服装吊牌上

是否有强制性安全执行标准 GB 18401-2010《国家纺织

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或 GB 31701-2015《婴幼儿及

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这是服装安全的保证。

检查面料成分。优质的复合加绒面料应该具有柔

软的绒面和良好的透气性，这样既能保暖又能保持舒

适。

考虑服装的功能性。如果经常出行或进行户外运

动，就要选择透气性能好的复合加绒服装，确保在寒冷

环境中也能保持良好的透气性和舒适感。

检查面料处理工艺。选择使用热熔胶等环保材料

的服装。可以通过闻气味来判断，优质的热熔胶复合面

料基本没有异味。如果有刺鼻气味，则要谨慎购买。

复合加绒面料，你了解多少
本报记者 徐慕旗

冬季来临，各种款式的加绒衣裤又迎来了销售旺季。最近，关于复合加绒面料

“有毒”的说法在网上引发热议，其观点是：复合加绒面料是用胶粘的，甲醛含量高，有

毒。这是真的吗？本期《求证》，记者邀请专家答疑解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

最宝贵的共同财富，承载着人类的智慧、人

类历史的文明与辉煌。

为了让年轻一代更好地了解和珍惜这

些文化瑰宝，今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策划

开展了“青春”遇见“非遗”暨典籍中的劳动

之光等一系列课程以及多场沉浸式体验活

动，旨在通过亲身体验和学习，激发学生们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4月26日，学院在中心图书馆六楼古籍

修复室举办了“典籍中的劳动之光”——劳

动教育实践课程“古籍线装书缝制”沉浸式

剧情体验活动，该课程劳动教育共计4学

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课程从典籍的传承

与保护入手，根据史实信息和合理构想，创

设了一个围绕图书馆馆藏善本——《铁崖文

集》展开的故事。

课程中，参与者化身故事中的人物角

色，穿着时代服饰，体验古籍线装书缝制，深

入了解中国书籍装帧技术的发展变迁。同

学们不仅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装订技术的

进步对书籍普及的重要作用，更在劳动中得

以进一步思考如何传承传统技艺，使之为现

代所用。学生周林炎表示，“线装书那丝丝

缕缕的装线中蕴藏着古代文人的藏书智慧

和对知识的尊重，我们青年学子要积极发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文化的对话中读懂

民族精神”。

5月10日，“青春”遇见“非遗”系列沉浸

式文化体验活动第二期——中国篆刻传统

技艺体验活动举行。作为本期的特邀嘉宾，

考古学院古文字专业博士研究生纪帅向大

家讲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篆刻的历史

变迁和形式演化，通过展示我国历代留存的

篆刻文物以及历史文人篆刻作品，带领大家

鉴赏中国篆刻的传统图案和考究工艺，领略

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在了解完制作流程和制作工具后，同学

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开始篆刻。粗石磨

光间，一笔一画，勾勒诸家绝字；刀落石料

间，一刀一锋，耕犁吉祥篆样；遒劲有力，游

刃恢恢，沉心静神，摒弃外物，专注于方寸之

间。印石上的文字渐渐显露，其中的意蕴似

乎也随刀痕印刻其中。

“希望通过今天对山西古建筑的介绍和

与皮影的接触，大家能更深刻地感受到文化

遗产的魅力，将保护与传承铭记于心。”9月

29日，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第三期举行，考

古学院李禹恒通过游戏《黑神话·悟空》引出

本期活动主题——山西古代建筑科普与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的学习体验。

活动中，师生们共同走进皮影艺术的

殿堂，从选材到雕刻，从上色到组装，大家

按步骤分解皮影制作的过程。体验环节，

大家巧妙地将中国古典戏剧中的典型角

色“悟空”融入皮影制作之中。最终，大家

手中的悟空皮影逐渐生动起来，展现出栩

栩如生的姿态。

10月 20 日，第四期沉浸式文化体验

活动——古法香牌制作体验拉开帷幕。

考古学专业朱珂祎为大家介绍了传统香

的制作技艺。内容涵盖制香的技艺发展、

流派和传承现状。通过图文赏析，同学们

了解到传统香制作技艺的悠久历史和在

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制香的复杂步骤和主

要流派的特色，体会到古法制香在技艺传

承、文化精神传递以及非遗保护方面的重

要意义。

随后，考古学院赵梦竹阐述了古法香牌

的制作方法，向参与者介绍了制作过程中所

需的材料及其用法，并结合图示对香牌的制

作步骤进行了细致的讲解与示范。在她的

指导下，同学们纷纷投入到香牌的制作中，

在暗香浮动中感受着非遗文化的魅力。

“这一过程，如同一场与古人的对话，在

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能够静下心来亲手制作

一块香牌，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是一种

难得的体验。它让我明白，传统文化并非遥

不可及，可以通过我们的双手去触摸、去感

受。”学生张育铭说。

据介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典籍中的

劳动之光”系列课程以劳动教育为主线，促

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有机融合，推动

“劳以树德”“劳以增智”“劳以强体”“劳以育

美”“劳以创新”，发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

功能。课程以剧情体验和沉浸式参与的教

学方法，使学习更加生动有趣，以典籍文化

增强青年人的文化认同，以中华文脉滋养青

年人的成长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注入

持久的青春力量。

趁青春，与非遗同行。正是有了年轻一

代的加入，非遗传承才更有未来。在“青春

力量”的加持下，非遗之“火”定能薪火相传。

趁青春，与非遗同行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助推非遗传承记事

本报记者 张鹤

本报讯（记者刘晓娟）11月22日，长春市通达小学280

名学生走进伪满皇宫博物院皇宫剧场，观看大型文旅演艺

《炫·墨》之“东北抗联篇”，开展创新模式研学，学生参与同

台表演，体验与众不同的沉浸式研学。这也是长春市通达

小学“铭记历史 爱我中华”爱国主义教育课的系列活动。

在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学生们通过观看图片、视频和文

物等了解东北抗联历史，一幕幕场景令他们非常震撼，抗联

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他们。

《炫·墨》是一台立足于“勿忘国耻 铭记抗联精神”“振

兴中华 赓续红色血脉”的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的文旅大戏。

它以东北抗联英雄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冷云等

代表人物为原型进行创造性编排，通过歌舞、音乐朗诵剧、

情景表演等多种表现形式，生动诠释了东北抗联可歌可泣

的英雄故事。

在研学过程中，长春市通达小学选出5名学生分别扮演

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冷云等英雄人物，与《炫·

墨》团队演员同台献艺，还参与了音乐朗诵剧《松花江上》、

情景音乐《义勇军进行曲》的表演。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

验，形象生动震撼心灵，深受孩子们的青睐，不但展示了他

们的表演才华，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五年一班的廖子瑞扮演抗联英雄杨靖宇，他穿上演出

服装非常激动：“我感觉这个角色特别厉害，我要尽最大努

力去演好他。”

扮演赵一曼的小学生马梓涵说：“这次活动十分有教育

意义，抗联英雄赵一曼宁死不屈为国献身，让我了解了日本

侵略者的残酷罪行。我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

习！”

歌唱家刘春梅为参与演出的小演员颁发了《炫·墨》剧

组“特聘小演员”证书。与此同时，刘春梅被聘为长春市通

达小学艺术指导教师，伪满皇宫博物院皇宫剧场被该校定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长春市通达小学董事长曲春明表示，这次走进伪满皇

宫博物院研学，是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系列活动，也是学校

与刘春梅团队合作开创的研学新思路，下一步还将通过书

写心得体会、在校开展演讲活动等形式，继续加强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增强他们的爱国情怀。

体验别开生面的沉浸式研学

人参是中医药宝库中的瑰宝，《神农本草经》列人参为上品，

云：（人参）味甘小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

气，明目，开心益智。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山谷。张仲景的

《伤寒论》中多有应用验方，如四逆加人参汤、桂枝人参汤均重用

人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人参主治条目多达31条，其中涉

及治疗心系疾病中的怔忡病。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

心主任医师牟宗毅师从全国名中医黄永生教授，在应用人参治

疗中医心病、急慢性疾病等均收到较好效果，现总结部分临床应

用经验，以飨读者。

急诊急救抗休克

独参汤
独参汤主治元气大虚，昏厥，脉微欲绝，及妇人崩产、脱血、

血晕。清代伤寒学家柯琴曰：“一人而系一世之安危者，必重其

权而专任之；一物而系一人之死生者，当大其服而独用之。”故先

哲于气几息、血将脱之证，独用人参二两，浓煎顿服，能挽回性命

于瞬息之间，非他物所可代也。根据人之体型盛衰，人参，用林

下山参尤佳，30g—50g浓煎顿服，待元气渐回，后可随证加减。

参附汤
参附汤可治阴阳气血暴脱等证。取人参15g，制附子10g（颗

粒剂）冲服或鼻饲，或参附注射液20ml加液泵推，以回阳救逆。

先身而生，谓之先天；后身而生，谓之后天。先天之气在肾，是父

母之所赋；后天之气在脾，是水谷之所化。补后天之气无如人参，

补先天之气无如附子，此参附汤之所由立也。二脏虚之微甚，参

附量为君主。二药相须，用之得当，则能瞬息化气于乌有之乡，顷

刻生阳于命门之内，方之最神捷者也。

益气固本有奇效

生脉饮
生脉麦味与人参，保肺清心治暑淫。生脉饮主治热伤元气，

气短倦怠，口渴出汗。为治疗心悸病的主要方剂，临床常用人参

15g，麦门冬15g，五味子10g，水煎服。方中君以人参以补气，即

所以补心肺。臣麦冬以清气，即所以清心肺，佐五味以敛气。生

脉饮治疗频发房性、室性早搏，高血压病和低血压症均有奇效。

尤其在治疗病毒性心肌炎时，尤以生脉饮为主方。

病毒性心肌炎为西医病名，根据其发病特点属中医学温病范

畴，根据其临床特点又属中医内科“心悸”“怔忡”“胸痹”等范畴。

主要由于素体正气不足，加上外感邪毒所致。方中人参益气，生津

止渴；麦冬养阴生津，益心肺之气；五味子敛肺止汗，养阴宁神。三

药一补一润一敛，益气养阴，生津止渴，使气复津生，汗止阴存。

麻黄附子细辛汤合保苓丹
麻黄附子细辛汤合保苓丹加减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疗

效显著。

病窦综合征为西医学名称，根据临床表现的特点应属“迟脉

证”“心悸”“寒厥”等内科疾病的范畴。本病的发生，多因先天禀

赋不足或后天饮食不节、情志不遂、外感邪毒、年老体弱、劳逸失

度等，致脾肾阳虚，命火不足，相火不发，心脉失于温养，鼓动无

力，心血不能充养五脏六腑及四肢百骸而成。

方中以附子为君，温少阴之经，内固元阳以解里寒，使命门

火旺，则五脏六腑得到温煦推动。仙灵脾、补骨脂助君药补养脾

肾之阳；细辛辛温香窜，助附子、麻黄解里寒散外寒；茯苓补脾益

胃，利水渗湿，宁心安神；桂枝行里达表，温胸阳，通血脉，共为臣

药。且桂枝合甘草温养心阳，心阳振奋，水气得利，心悸自止。

人参、黄芪、甘草补益中气；当归性温，能养血活血以祛瘀，扶阳

益气以充达周身，共为佐药。使以大枣调和诸药，且与茯苓合用

安肾气，培中土。诸药合和，共达补肾益心，温阳通脉之功，使五

脏六腑及四肢百骸皆得所养而诸症自平。

人参，中医心病治疗的利器
本报记者 张添怡

本报讯（记者李开宇）建立中小学校党

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是办好中小学教

育的根本保证。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教育局党委全面推进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

的校长负责制工作落地见效。

成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

制改革专项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党组织的

政治引领作用，全面规范中小学校建立健

全议事决策制度，完善学校协调运行机制，

将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纳入

学校章程。依据实际完善干部选育管用链

条，科学选人用人，严格标准和程序，选拔

党性强、懂教育、会管理的优秀党员干部担

任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和专职副书记，优

化班子配备。

建立“抓党建，带团建，推工建，促妇

建”四位一体模式，以“打造一流党支部、打

造一流教师队伍”为两翼，强化“政治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四轮驱动，

形成了“一体两翼四驱四联”党建新体系，

实现各级各类学校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

覆盖。加强跟踪调度，完善考核评价、激励

保障机制，增强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

性，推动学校领导人员履职尽责、潜心育

人、清正廉洁。

打造“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开展

“大思政”一体化教育，推动党建工作与全

面育人同频共振、双融共进。以“红旗精

神”红色文化课程、“红旗精神”党团队课程

等为载体，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立大思政工作

站，健全小初高思政课教师一体化备课及

跨学段、跨学科的教研研讨机制，建立党政

主要负责人带头抓思政课、带头上思政课

机制，建设思想过硬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构建幼小初高优质拉动链，做好幼小、

小初、初高、高中和高校的各学段衔接，建

立异质异段学区联盟，确立学前教育“1+1+

N”大园区发展战略，整体布局九年一贯制

四中教育联盟等大片区教育改革，着力打造一批幼小初高优质

名牌园校，不断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发展。

同时，结合区位优势，推动党建引领区域教育特色发展。弘扬

红旗精神，打造红旗艺术团，建立红旗青少年交响乐团、合唱团、民

乐团、舞蹈团，培育艺术金名片。充分发挥红旗先锋少年宣讲团作

用，带动区域青少年共唱、共讲、共颂“红旗精神”，挖掘红色精神文

化内核，深挖区域科技、人才资源禀赋，实施汽开区中小学科技创

新教育行动，成立少年工程院，打造“一厅五站八坊”，形成普及、提

高、拔尖的梯次人才体系，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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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玉鑫）吉林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区，也是

享誉世界的“黄金玉米带”，玉米平均单产位居全国首位，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多年来，吉

林省农科院黑土地玉米丰产高效工程技术研究团队围绕黑

土地保护与玉米丰产高效技术联合攻关。明确了黑土肥力

退化机理与调控技术，实现长期连作高强度利用前提下的

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黑土地提质增效可持续利用的协调

统一，并在我省大面积应用推广。

在农安县吉林隆源玉米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文博

告诉记者：“自2022年与吉林省农科院黑土地玉米丰产高效

工程技术研究团队合作以来，通过秸秆全量深翻还田技术，

实现每亩地产量提升200公斤以上。”

据了解，秸秆全量深翻还田技术，是通过将秸秆进行深

翻处理，打破土壤板结，改善土壤结构，提升有机质含量，增

加土壤的疏松度和透气性，使玉米根系更好地生长发育，提

供更加丰富的养分来源。

“目前，秸秆全量深翻还田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我省

西部半干旱区达到了 700 万亩以上，平均亩产由 500—

600 公斤提高到 800—900 公斤。”黑土地玉米丰产高效

工程技术研究团队带头人王立春对记者表示，该技术已

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并在吉林东、中、西部分

别建立示范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玉米生产水平大面积

提升，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1564 万亩，增产 8.36 亿公斤，

增收16.33亿元。

秸秆全量深翻还田技术助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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