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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2019年国庆期间，内蒙古科技馆举办了
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精彩纷呈的展教活动、
深入浅出的科普讲解，总接待量达74278人
次，日平均接待量达 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4%，4日当天接待观众达14172人次，创历
史新高。

大型活动 点燃热情
10月1日举办的“庆祝祖国70华诞，我们

都是小小护旗手”活动，科技馆工作人员、少
年军内蒙古103团及新城区苏虎街实验小学
师生共400余人参与，唱响国歌为祖国庆生。
在科技馆科普报告厅聆听“内蒙古科普大讲
堂第40期——从建国以来历次国庆阅兵看祖
国综合国力的强大”科普讲座，并观看70周年

国庆阅兵仪式直播。2日邀请3000余人现场
参与“送祖国母亲一枝花”千人快闪活动，深
情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五星红旗随音而动，
现场观众群情激昂。

展教活动 丰富多彩
国庆期间，内蒙古科技馆常设展览共开展

活动73场，主题科普讲解70场，开放互动展项
303场次，报名参加的小朋友及家长达到千余人
次。科学活动将科学原理与生活常识巧妙结
合，引领观众亲身感受科学的神奇与魅力，激发
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科学课程 趣味不断
举办《魔法科学营亲子活动》和《国庆科学

实验课》两大系列活动，共21堂丰富、形式多样

的课程，吸引了280余名小朋友及家长前来参
与。国庆7天长假期间，魔法科学营亲子活动
每天下午分别开展《指尖上的蝴蝶》《调皮的颜
色》等7个不同主题的亲子活动；科学实验室每
天都在上演妙趣横生的科学实验，包括《魔力
的固体和液体》《百变电路》等4个课程，使同学
们获得亲身探索体验，培养他们观察、探究、合
作等综合能力。

特效影院 目不暇接
数字立体巨幕影院、数字球幕影院、4D动

感影院共放映67场，开展21场映前科学课活
动，接待总人数10625人次。10月4日，对旗
县小学的孩子们进行天文启蒙教育，数字球
幕影院特别协调托克托县双河镇第四小学师

生171人前来科技馆，参加天文教育活动。
后勤保障 措施得力

为保障广大观众的参观安全，对各展厅
参观人数进行限流管理，并对大楼进行例行
检查，排除安全隐患。为科技馆所有展品展
项提供维修维护服务，维修展品展项400余
次，其中主动巡查维修350余次，接单维修50
余次，保障展品完好率在97%以上。

内蒙古科技馆将本着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
的原则，一如既往地倾听公众需求，大力弘扬科
学精神、促进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协调发展，
同心协力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不懈努力。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科普在线 内蒙古科技馆科普活动精彩纷呈 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

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在我区
呈逐年上升态势，目前已经成为
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地方主要
疾病之一。

近年来，刘晓玲与过敏性鼻
炎相关研究团队经过不懈努力，
为治愈地区高发病尝试创新，开
展了一系列医学研究，研究成果
在明确全区范围内过敏性鼻炎
的患病整体状况，建立过敏性鼻
炎规范性管理数据库等方面有
了重大进展，产生了应有的社会
效益。

你知道吗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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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商家宣称，黄色镜片的夜视眼镜可
以提升人们夜间视力，但《美国医学会杂志·
眼科学卷》不久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这
种眼镜并不能让司机在夜里看得更清楚，相
反可能损伤视力。

一些黄色镜片夜视眼镜广告宣称，这种
眼镜可以帮助人们少受夜间路上行驶车辆
强光的刺激，缓解眼部压力，增强夜间视力，
有助更清晰地辨认颜色，并使人在夜间、雾
天、雨天看得更清楚，提高夜间驾驶安全
性。虽然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种有效性，
这种眼镜销量一直不错。

对此，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召集了18名平均年龄为27至28岁的年轻
人和4名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参加了8
个夜间驾驶模拟测试，每次持续约10分钟。
驾驶者需要在看到行人时马上按喇叭。模拟
场景中，行人要么身着深蓝色上衣，要么身着
橙色上衣，驾驶者有时会受到对面汽车灯光
干扰，有时则是在黑暗环境中驾驶。

结果显示，与戴着普通眼镜的人相比，
戴着黄色镜片眼镜的人并不能更快注意到
行人。而老年测试者无论有没有戴这种黄
色镜片眼镜，注意到行人的速度比年轻人更
慢。研究人员指出，经过染色的镜片，无论
是黄色、红色或蓝色，都会过滤掉一部分光
线。戴着这种眼镜在夜间开车跟戴着墨镜
在夜间开车的感觉一样。因此，研究人员建
议消费者不要企图通过使用这种眼镜来提
高夜间驾驶安全性。 （据新华社电）

黄色镜片
无助提升夜间视力

折叠屏手机淘汰报废可以无毒无害降
解、植入身体的电子芯片到期可自动溶于
体内……近日，天津大学精仪学院黄显教授
团队成功研发“水致烧结”印刷术，实现低能
耗、低成本生产生物可吸收柔性电子元器件。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于国际权
威期刊《先进功能材料》。

折叠电脑、折叠手机、可穿戴数码产品
方兴未艾，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柔性电子设
备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这类设备在弯曲、
折叠、扭转、压缩或拉伸条件下仍可工作，在
能源、医疗、信息通讯等领域拥有十分广阔
的发展空间。

柔性电子印刷术是制造柔性电子设备
的关键核心，其原理是利用精密印刷技术来
制作电子器件或电路，将表达颜色的油墨换
成具有电子功能的油墨，印刷在柔性基质上
的图形就具有了电子功能。柔性电子印刷
后图形的国际主流处理方法包括高温加热、
激光烧结和光脉冲烧结等方式，这些印刷方
式成本高昂，容易造成电路基底的损伤，高
耗能、不环保。

天津大学精仪学院黄显教授团队成功
研发“水致烧结”柔性电子印刷术，利用酸酐
遇水产生弱酸的特性，研发了一种新型纳米
金属导电油墨及新型烧结方法，无需高温、
激光和高强度光脉冲，利用水蒸气即可在室
温环境下制造柔性电子线路，有望成为柔性
电子材料生产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这种“水致烧结”方
法生产的柔性电子元器件在常规使用条件
下可以长期稳定工作，在特定湿度下能够实
现无毒害降解，具有良好的生物可吸收性，
在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广阔前景。

黄显介绍，使用“水致烧结”印刷技术和
纳米导电油墨，用户无需购买安装昂贵的烧
结设备，大规模批量生产柔性电子元器件的
成本有望降至现有成本的百分之一。“新型
柔性电子元器件的加工和处理技术，为生物
可吸收柔性电子设备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带
来了巨大便利。” （据新华社电）

新型柔性电子印刷术
成本可降至百分之一

过敏性鼻炎不但发病率高，影响生活、
工作、学习及睡眠，而且极易引发其他疾
病，又被称为“多病之源”。如今，我区过敏
性鼻炎患者越来越多，且发病呈低龄化趋
势。因此，科学地开展防治工作迫在眉睫。

刘晓玲带领团队不懈努力，为治愈
地区高发病尝试创新。通过刘晓玲及其
团队的研究，对明确全区范围内过敏性

鼻炎的患病整体状况及相关危险因素，
建立过敏性鼻炎规范性管理数据库，与
既往相关研究比较，找出我区患病状况
变化的特点等方面有了重大进展，同时
也产生了应有的社会效益。

随着过敏性鼻炎研究项目不断深
入开展，将会为区内广大过敏性鼻炎患
者带来越来越多的福音。目前，团队关

于防治过敏性鼻炎的防护器具等 2 项发
明正在申请专利。

据悉，刘晓玲正在计划与植物学家
沟通，开展内蒙古地区的植被情况调查
研究，将前期研究结果与环保部门交流，
为城市绿化提供一定的参考，并打算在
各项目点建立以微信平台为基础的花粉
预警播报，为广大群众服务。

我 们 期 望 ，有 更 多 的 科 研 人 员 加
入其中，通过研究和科技创新，对今后
从全区整体层面开展过敏性鼻炎防控
工作，建立防治结合、科学有效的疾病
控制模式进行不断探索，从而控制我
区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进一步努力
使我区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水平步入国
内先进行列。

狙击过敏性鼻炎：““防防””重于重于““治治””

壮美70 智“惠”草原

过敏性鼻炎在我区已经逐渐成为严重过敏性鼻炎在我区已经逐渐成为严重
危害群众健康的地方主要疾病之一危害群众健康的地方主要疾病之一。。

□本报记者 白莲

近日，一个关于“花粉浓度播报”的微
信小程序火爆朋友圈。打开小程序，首页
醒目地显示着呼和浩特地区 24小时内的
花粉浓度。

“目前，北京等一线城市已建立了完整
的花粉浓度监测播报体系，我院耳鼻喉科
经过半年的前期准备，于今年 3月正式通
过多媒体形式开展了花粉浓度日播报工
作，目前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
们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这个小程序发布呼和
浩特地区的花粉浓度，为过敏人群及时做
好过敏原隔离防护提供参考。”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刘晓玲介绍说，除了
发布花粉数据，小程序还以温馨提示的方
式宣传过敏性鼻炎防控要点及相关科普知
识，同时开设咨询问答栏目，由该院的专业
医生为患者进行问题解答。

启动过敏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

刘晓玲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也是一位与耳鼻咽喉领域疾病打了 28年
交道的基层一线老医务工作者和科研工作
者。看着越来越多的人陆续患上过敏性鼻
炎，作为耳鼻喉科的医学专家，她很焦急。

2010年，刘晓玲开始筹备建立医院过
敏性鼻炎专病门诊及鼻科实验室，并与北
京同仁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广泛
科研合作，共同承担过敏性鼻炎的全国多
中心研究工作。

2017 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注
与支持下，卫健委、科技厅、财政厅等部门
联合发文设立了自治区重大专项课题，投
入 400万元科研经费，全面开展内蒙古地
区过敏性鼻炎患病与气传致敏花粉等环境
因素的相关性研究。鉴于在全区鼻科学领
域科研工作的积累和成绩，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被确定为牵头单位，刘晓玲成为
项目负责人。

“我区东西跨度 2400 公里，为了尽可
能实现不同区域全覆盖，我们选择赤峰、呼
和浩特、鄂尔多斯设立了4个花粉监测站，
每日定时采集花粉，为研究的顺利开展打
下基础。”项目组成立后，在相关领域专家
的协助下，参照我区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
气候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聚居情况
等，遴选并确定了具有代表性的花粉监测
点，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内蒙古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赤峰学院附属医院、鄂
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并在上述 4家医院开
展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状况调查及所在城市
的气传花粉监测工作。

刘晓玲多方沟通，积极组织协调，利用
设立好的 4个花粉监测站，与相关部门合
作，以多媒体平台形式实时向广大市民进
行花粉浓度播报，为过敏性鼻炎患者提供
了最快速有效的预警提示，极大地预防了
病症发作，不同程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

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刘晓玲发现，目

前我区过敏性鼻炎的整体患病状况尚无统
一规范的研究数据，现有的结论基本上以
特定人群、小样本研究为主，相对零散，普
遍性及代表性差，这对今后政策层面制定
防控措施的参考价值有限。

“借助本研究项目，进行患病率的调
查，发现一些致病的危险因素，更有利于疾
病的防控。虽然开展这项研究不仅工作量
大而且困难重重，但却非常有必要。”刘晓
玲告诉记者。

2018 年 8月，刘晓玲与研究团队开始
启动 3个城市多中心、大样本量的普通人
群过敏性鼻炎的流行病学调查。他们深入
社区、村庄，入户调查过敏性鼻炎的患病情
况，宣教防控知识，现场免费进行过敏原检
测。

为了完成过敏性鼻炎患病现状的流行
病学调查任务，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刘晓
玲加班加点，不惜放弃节假日及休息时间，
带领课题组相关人员先后 10余次深入多
个城区、乡镇、农村牧区等近 1000 余户居
民家中开展健康宣教、普及医学常识。

虽然在过敏性鼻炎的流行病学调查中
遇到很多困难，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有些事让刘晓玲每每提起总是非常感动。

在她众多患者中，有一位做过鼻窦炎
手术的患者，在复查时得知刘晓玲正在做
流行病调查，主动表示愿意全力帮助配合
她的工作。这位患者在社区开了一家中医
诊所，利用他的圈子，主动帮助课题组做前
期宣传，并协调社区人员安排场地，甚至帮
助团队做后期的调查。

因为有这些热心为健康事业义务服务
群众的帮助，社区调查工作进展顺利。在
广大群众及媒体的重视与积极配合下，整
个调查工作顺利开展，也使过敏性鼻炎患
者体会到了政府及卫生管理部门对该病的
重视与关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倡议把健康宣教和环境控制放在首位

“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是草原和沙海，牧
草及风沙是地区环境特点。植物在授粉期
产生的大量花粉粒子以风为媒介播散于空
气中，风沙气候使得空气中植物花粉播散
量大，加之气候干燥，空气漂浮物不易沉
淀，从而导致花粉成为我区较为集中的致
敏原。”刘晓玲说。

根据刘晓玲及研究团队 2017 年和
2018年的研究数据表明，蒿草类和杨柳科
植物花粉是引起我区过敏性鼻炎季节性发
病的主要过敏原，5月和8月是较为集中的
发病期。

“过去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理念是
以药物治疗为主，而现在的规范化治疗理
念是把对患者的健康宣教和环境控制排在
首位，因此，亟需把该病的相关防治知识向
大众传授，让患者都能科学地认识过敏性
鼻炎，积极预防并尽早接受正规治疗，这样
才能把本地区的发病率控制下来。”刘晓玲
说，由于大部分患者对过敏性鼻炎缺乏科
学认知，误当感冒自行服药治疗，有的拖延
不去就医，甚至不愿接受系统性规范化的
治疗，不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复诊，导致病
情进一步严重。

近年来，刘晓玲及团队通过临床观察
和研究发现，不仅是成人，患过敏性鼻炎的
儿童患者也在逐渐增多，呈上升趋势。但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年龄太小，怕使用激素
类药物影响发育，一拖再拖，后期很容易由
于病情迁延导致哮喘。

刘晓玲介绍，目前医生推荐用于治疗
过敏性鼻炎的一线药物鼻用激素是比较安
全的，因为是局部用药，每次用药量大约相
当于口服或注射激素用药量的 1%。每喷
一次，95%的有效成分集中于鼻腔，使药物
在局部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有5%的量被鼻
纤毛清除，最后能进入全身的激素有效成
分非常少，并不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也
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目前国内许多
这类药物均具有很好的疗效。

“建议患者在用药前先去医院明确过敏
原，便于今后尽量规避过敏环境，并要注意
选择正规医院进行确诊，按照医生的指导规
范用药。”刘晓玲介绍，在非过敏季节，要适
当地增加户外活动，增强体质，避免熬夜，保
持营养的均衡，提高自身免疫力，让身体有
一个很好的免疫状态储备，可以减轻日后鼻
炎的发作和减轻发作的症状。她建议，不要
盲目跟风购买偏方及海淘药物，一定要确定
药物的成分，选择正规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生
推荐的药物和接受规范化的治疗，按照医生
的要求定期复诊。只要医生和患者共同努
力，客观认识，科学应对，过敏性鼻炎一定会
得到很好的预防和控制。

近年来，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态势，在内蒙古地区尤为明显。每年
5月至9月，伴随着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流眼泪等一系列症状，“过敏性鼻
炎”来势汹涌地成为了一个季节性“热词”，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群。目前，该病
在我区已经逐渐成为严重危害群众健康、影响正常生活的主要疾病。

刘晓玲为患者进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