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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法制晚报报道，昨天
上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
析。长安福特、一汽大众和上汽大
众成为 2017年汽车投诉量排名前
三的品牌。而在消费者投诉集中的
问题中，售后服务成为投诉的最主
要问题。

超六成投诉对象为家用轿车

2017年度，全国消费者协会投
诉与咨询信息系统共录入汽车产品
（含零部件）投诉20474件，比2016
年增长34.3%。全年投诉案件共受
理19348件，受理率为94.50%，其他
为不受理、待受理或移转案件。

2017年所有汽车产品投诉中，
65.32%的投诉对象是家用轿车，占
比最大，其次是汽车零部件，占比
25.77%。从 2017 年全年汽车投诉
案件分布情况来看，下半年的投诉
量相对较高，其中9月份作为汽车
销售的黄金期也是汽车相关投诉的

高峰期。
从消费者投诉性质的数据来

看，汽车经营者的售后服务、合同及

质量问题占比较大，三项问题合计
占投诉总量的70%以上。

长安福特被投诉850次

从投诉涉及的品牌来看，长安
福特被投诉850次，排名第一，一汽
大众被投诉806次，上汽大众被投
诉712次，位列第二、第三名。此投
诉数值为绝对值，因为各品牌汽车
产品的销售量和保有量不同，消费
者应综合考量。

从被诉汽车前十大品牌看，投
诉主要问题均以不履行三包义务、
合同违约行为及产品性能三大问题
为主，其次是不履行售后承诺和不
合格商品问题。

从被投诉的具体问题看，前十
品牌被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动机
故障、涉嫌欺诈、强制保险和变速箱
故障问题。

各个品牌主要问题略有差异，
其中奥迪汽车的驾驶室问题和驾驶
室异味问题严重，投诉量较高；北京
现代汽车的导航仪问题突出；奔驰
汽车的轮胎磨损等问题投诉量较高
等。 （张鑫）

中消协：2017年汽车投诉涨3成
长安福特被投诉850次居首位

科研团队募集经血提取干细胞
官方称宫血干细胞仍在科研阶段，不具备投入正式临床治疗准入条件

研究团队招募经血捐献者

3月 8日，一则《宫血（经血）捐赠和临床研
究志愿者募集》的消息，成为网络热点。消息中
称，浙江大学医学部研究团队，面向社会征集宫
血捐赠者，并鼓励20岁到 35岁之间的女性参
与，招募人数为80名。所募集到的宫血，将被
用于分离宫血干细胞，并进行医学研究。

这一研究，由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
导师项春生主持。

公开资料显示，“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
复制能力的多潜能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干细
胞可以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因此具有再生各
种组织器官的潜在功能。在医学界，干细胞被
称之为“万用细胞”“生命种子”。

项春生表示，比如治疗白血病的骨髓移植，
其实质是通过移植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让患
者身体机能恢复正常。此外，用脐带血治疗贫
血、癌症等疾病，其原理，依然是通过干细胞，使
身体内的病变器官再生。

项目研究团队称，女性经血当中的宫血干
细胞，是目前已知的人体细胞中，自我复制与定
向分化能力较强的一种干细胞。项春生介绍，
宫血干细胞来源于女性的子宫内膜，通过经血
排出体外。由于可以常规和安全地从所有育龄
妇女中，通过采集经血获得，因此，研究团队认
为，宫血干细胞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目前完成369人次收集

截至3月11日，项目团队共接入全国各地询
问电话875个。工作人员从中选取年龄在25岁
到45岁之间的女性进行检验。目前，累计完成
369人次的宫血收集。

一位研究人员介绍，一份宫血样本从进入
实验室开始，需要经历病原体检测、宫血干细胞
分离、细胞数量、活率检测、培养、冻存等一系列
工作，到最终得出实验所需数据，大概需要30
天的周期。

按照研究团队的说法，接下来，团队还将向
社会征集240位宫血干细胞志愿者，应用于治
疗肝硬化的临床研究。捐赠者签署捐赠意向书
后，在经期前两日预约，获取包括卫生棉或月事
杯在内的经血采集套装，采集后联系工作人员
进行样品回收即可。

■ 延展
宫血干细胞未具备临床治疗条件

质疑者指出，女性整个月经周期血量在七
十毫升左右，其中的干细胞量极少，此外，经血
里的卫生度不好控制。因此，目前所谓从“大姨
妈采集宫血干细胞”，实施难度很大，不排除有
炒作之嫌。

对此，项春生表示，“宫血干细胞”的真正来

源是子宫内膜，这种干细胞可以在体外扩增，
“可以培养扩增很多倍”“20毫升的经血从里面
分离的干细胞，足够给一个成年人2至3个疗程
的用量”。项春生表示，要保证没有病原体、没
有微生物，因此需要设计排除微生物，“这是整
个研究的核心技术，用到临床上面肯定要经过
一个严格的鉴定”，所以目前这项研究，仍然在
临床前阶段。

浙江温州附一医血液科主任俞康表示，宫
血干细胞“可以通过实验室采集，但是想从经
血中提取干细胞用于临床治疗还有漫长距
离。”

记者从浙江省卫计委获悉，早在2016年 8
月1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即发布《关于开展医疗
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其中
明确要求，干细胞用于临床治疗必须经审批，

“未经批准严禁用于临床”。其中，目前得到批
准，被允许用于临床治疗的包括骨髓、外周血、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宫血干细胞目前
仍在科研阶段，除极少部分实验外，尚不能投入
正式临床治疗中，也不具备准入条件。

■ 对话
国外已有宫血干细胞药物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项春生表示，
“姨妈血治病”只是一种大众说法，严格说来并
不准确，是“大姨妈”里面分离的干细胞可以治
病。项春生说，国际上目前已经批准的干细胞
药物，有10多种，其中就包括宫血干细胞药物。
宫血干细胞市场潜力巨大，但目前国内的研究，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记者：捐献志愿者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项春生：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排除病毒类的

病原体，包括乙肝、梅毒以及艾滋病等，对身体
健康这方面要求比较严格，要求经血里面不能
有任何病毒。

记者：这一方面，捐献者需要注意什么？
项春生：首先捐献者应该根据前几年，或者

最近的体检结果来衡量自己是否具有资格，还
有包括，半年之内有没有生过重大的疾病，做过重
大的手术，献血期间有没有重大的感染，比如感冒。

收到样品以后还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测，保
证样品里面没有这些问题。总的来说，是一个
经血的采集收集。

记者：目前国内外这一领域研究存在怎样
差距？

项春生：国际上目前已经批准的干细胞药
物，有10多种，其中就包括宫血干细胞药物。包
括加拿大、韩国、日本都是走在比较前面的。目
前来说，国内的干细胞研究，主要在卫生部门领
导下，作为一个临床项目研究来做。国内目前
在新药研发方面，跟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

（王煜）

浙江大学教授项春生的研究团队，从女子经血中分离出宫血干细胞，用于临床疾病的治疗研究
引发关注。新京报记者近日获悉，目前该团队正面向社会募集捐赠者。

有人指出，这一研究技术难度大，且宫血干细胞不在卫生部门批准的可用于临床治疗范围内，
其实际效果目前存疑。浙江温州附一医血液科主任俞康指出，“宫血干细胞”研究，目前尚在科研阶
段，距离正式临床治疗，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项春生在介绍宫血干细胞相关科研内容

网络（远程）教育招生
院校：四川农大 江南大学 东北大学 东北师大 吉林大学 西南科大

专业：法学、工商管理、会计、护理、药学、土木工程、学前教育、
计算机、电气、采矿工程、安全工程等八十个专业

层次：高中起点专科、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

特点：报名免试入学，学习过程简单，到期准时毕业

地点：湛南路26号（市技师学院）联系电话：13353751558田老师

本报讯 近日，有网络媒体发布
新闻称《还没考驾照的人注意了！
4月 1日起，驾考将有重大变化！》，
文章称，自2018年4月 1日起，科目
一、科目四的理论学习部分，将实行
网络教学和签到打卡，且需要打卡
满80多个小时才能预约考试。昨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交通运输部运
输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
示，此种说法不实，交通运输部相关
文件没有规定。

“网络远程教学只是理论教学
的方式之一，学员可以自由选择学
习方式。”该负责人表示，交通运输
部与公安部联合印发的《机动车驾
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交运发
〔2016〕128号），明确了驾驶培训大
纲第一部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和相关知识”，第四部分“安全文
明驾驶常识”教学可采用多媒体教
学、远程网络教学、交通安全体验等
多种方式，倡导课堂教学与远程网
络教学相结合，课堂教学不得低于
6学时。

该负责人表示，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

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88
号），交通运输部组织制定了《机动
车驾驶培训网络远程理论教学技术
规范》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开发
布，主要是规范机动车驾驶培训网
络远程理论教学的教学素材、教学
课程（件）以及远程教育平台功能、
技术要求、运营服务、课程（课件）质
量与服务评价等要求；主要适用于
机动车驾驶培训网络远程教育平台
的建设、运营和管理，以及指导远程
教育平台内教学课程（课件）的制作
与管理；是进一步提升驾驶培训行
业理论教学质量，满足学员多样化
的学驾需求的便民措施。

据了解，我国机动车驾驶培训
一直实行学时制，学员到驾校培训
需按照《机动车驾驶培训教材与考
试大纲》规定的学习时间、学习内容
等的要求进行培训。而此次发布的
《机动车驾驶培训网络远程理论教
学技术规范》是对《大纲》理论教学
远程教育部分的技术和内容进行了
细化，不涉及培训和考试环节、流程
等的调整变化。 （人民）

交通运输部辟谣：
网传“驾考新规”消息不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