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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餐具作为人们日常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
不达标，将危害人们的身体健
康。加强餐具行业管理，是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身体健康的
一项民心工程。为保障人民群众
用上放心餐具，根据市人民检察
院部署，近日，叶县人民检察院会
同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卫健委
等部门，对辖区的餐饮店和一次
性消毒餐具生产企业进行了全面
检查。

“这餐具都是从什么渠道购
买的？能提供进货凭证与批次检
验合格证明吗？”在一餐饮店，叶
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华民向
餐饮店人员详细询问道。该餐饮
店人员一边向检查组出示进货凭
证一边介绍说：“这些餐具都是由
专门的消毒企业生产的，我们在
购买消毒餐具时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查验企业的生产资质和批次检
验合格证。”在一些自己配备消毒
设备的餐饮店检察人员现场还检
查了消毒设施的日常运行情况、
消毒剂的使用情况以及消毒记
录。

在一冷热饮品销售点，叶县
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杨自
朋等人重点查看了外卖包装盒的

使用情况、包装盒的购买渠道、是
否符合食品包装标准等，并现场
听取了消费者对外卖包装盒使用
的一些意见。

在一家一次性餐具生产企
业，叶县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组
组长孙星浩重点查看了一次性餐
具生产场所卫生状况、设备运行
情况、各项记录是否完整、能否保
证溯源、是否设立卫生质量检验
室配备相关设备，是否建立洗涤
剂、消毒剂、包装膜的进货索证和
验收制度、工作人员是否持有健
康证等。消毒餐具管理人员介绍

说，他们每天凌晨对生产场所进
行消杀处理，对出厂的每一批次
餐具严格检验，对检验不合格的
餐具全部进行重新生产，同时还

完善了产品的出场等环节记录制
度和档案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
塑、去向可查、责任可追究，确保
出厂的餐具符合卫生标准（左
图）。针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持续加
大监督力度，督促相关职能部门
强化日常监管，对存在突出问题
的企业，督促立即整改。

叶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赵弘军说：“检察机关开展
相关领域公益诉讼工作，是守护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保障人民群
众舌尖安全的重要举措。餐具是
否卫生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疾病预防，是餐桌安全的
一项重要内容，人民群众用得放
心，我们才能安心。”

（冯俊杰 陈晨光 孙星浩/文
陶赴京/图）

让群众用上放心餐具
叶县人民检察院联合有关部门检查辖区内餐具安全

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记者
张莹）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除
了疫苗之外，人们也寄希望于特效
药物。目前，越来越多的候选药物
已进入科研人员视野，大量临床试
验正在全球开展，不过真正的新冠
特效药迄今仍未出现。

那么，新冠特效药研发的进展
究竟如何？突破口在哪里？真正的
特效药问世还需多久？

搜寻潜在靶点

研发特异性抗病毒药物，首先
要基于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细胞、自
身复制以及致病等多个环节的关键
机制来筛选和设计药物靶点。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
文辉日前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已知
新冠药物靶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类靶向新冠病毒本身，另一类靶向
宿主也就是人体。靶向病毒的靶点
还可以细分，一类是针对病毒入侵
阶段，比如，帮助病毒入侵细胞的刺
突蛋白，其受体结合域（RBD）是一
个关键靶点；另一类针对病毒复制
阶段，其中主蛋白酶和“RNA 依赖
的 RNA 聚合酶（RdRp）”被认为是

两个较有前景的靶点。
主蛋白酶就像一把“魔剪”，在

新冠病毒复制酶多肽上存在至少11
个切割位点，只有当这些位点被正
确切割后，这些病毒复制相关的“零
件”才能顺利组装成复制转录机器，
启动病毒的复制。而RdRp就像病
毒RNA（核糖核酸）合成的核心“引
擎”，以其为核心，病毒会巧妙利用
其他辅助因子组装一台高效 RNA
合成机器，从而自我复制。

科研人员迄今已成功观察到多
个新冠病毒靶点的结构。相关研究
为新冠药物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国科研团队2月首次报告了
刺突蛋白在原子尺度上的三维构
造。3月，上海科技大学和清华大
学团队解析了转录复制机器核心

“引擎”“RdRp-nsp7-nsp8复合物”
近原子分辨率三维空间结构。上海
科技大学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等机构4月报告了一种主蛋白酶强
效抑制剂N3，并率先解析了“主蛋
白酶-N3”高分辨率复合物结构。

靶向人体的药物靶点更为复
杂，这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多
样，影响多个脏器。从治疗方面看，

更多这类靶点仍处于探索中，其中
一些靶向免疫系统。

多个方向并进

据专家介绍，在研新冠药物基本
涵盖了常见的药物类型，在小分子靶
向药物、生物大分子药物等方向都取
得了进展，未来还可能出现干细胞疗
法、基因疗法等其他候选疗法。

小分子药物研发领域，多个团队
报告了靶向主蛋白酶的候选化合物
新发现，认为这类化合物有发展为新
冠药物的潜力。德国吕贝克大学科
研人员在非典疫情后研发了以主蛋
白酶为靶点的α-酮酰胺类抗病毒化
合物，并于今年5月公布了其“改良
版”α-酮酰胺13b的细胞实验数据。
澳大利亚科研人员通过计算机模拟
确认它能有效阻止新冠病毒复制。

美国《科学》杂志6月19日以封
面文章形式介绍了中国科研团队发
现的以主蛋白酶为靶点的两种化合
物11a和11b。研究团队不仅分析了
两种化合物与新冠病毒主蛋白酶相
互作用模式，还揭示了它们抑制主
蛋白酶的分子机制。

生物大分子药物研发方面，全

球多个团队报告了针对新冠病毒的
单克隆抗体。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单位共同开发的重组全人源
抗新冠病毒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近期
获批进入临床试验，有望在不久的
将来用于新冠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该候选药物的研制基于中国科
研团队从新冠康复患者体内分离的
单抗CB6。英国《自然》杂志5月在线
发表报告说，利用恒河猴开展的动物
实验中，CB6表现了预防和治疗新冠
感染的能力，与刺突蛋白RBD结合位
点和宿主细胞高度重叠，并比宿主细
胞更有“亲和力”，颇具临床前景。

“老药”显示新效

“老药新用”也是新冠药物主要
研发策略之一。如果能从现有药物
中找到对新冠病毒感染有效的药
物，就可以绕过药理学研究、动物实
验等阶段，直接进入临床试验。

常见皮质类固醇激素地塞米松
已被证实可降低危重新冠患者死亡
风险。英国牛津大学领衔团队在临
床试验中对超过2000名重症新冠
患者使用了地塞米松，这种药物能

让需用呼吸机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
35%，需吸氧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
20%。世界卫生组织已呼吁增加该
药产量。

瑞德西韦、法匹拉韦、托珠单抗
等药物也对不同新冠患者群显示了
一定临床效果，不过曾被寄予希望
的羟氯喹临床效果不如预期。

“一些老药对（新冠病毒）已知
靶点和已知机制有什么样的效果，
现在有了一些新的临床试验结果。”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清华
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对记者表示，
相关试验进展有助于定义“老药”适
用患者人群、实现更精准用药并提
出新的组合用药方式等。

丁胜也强调，“老药”毕竟不是
针对新冠病毒开发的药物，科研人
员还是要利用已验证的靶点开发新
的新冠特效药。基础研究领域已为
新冠药物研发积累许多，然而新药
研发没有捷径，开发一种全新药物
到最终获批可能需要长达 10年的
周期和数以亿计美元的资金投入。
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背后有特
定的科学规律和严密逻辑作为支
撑，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冠特效药问世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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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盛夏，吱吱冒油的肉串、外焦
里嫩的鸡翅，啤酒加烧烤几乎成为当季
标配。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014年公布的致癌食物中就包含了烧
烤类食品。那么，在撸串季，如何既能
满足口舌之欲，又能保持健康呢？

木炭和烟是致癌的源头

高温下，烧烤中的油脂混合着丰富
的香料滴入木炭，形成了独特的烟熏
香。这恐怕正是烧烤令人神往的原因，
但也是其致癌的源头。将肉类（牛肉、
猪肉、鱼肉或家禽等）煎炸或置于明火
上烧烤，会使其在高温烹制过程产生两
种致癌物质：杂环胺和多环芳烃。

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从烤鱼、烤
牛肉炭化表层中提取出一种具有致突
变性的化合物，这类物质主要由杂环胺
类化合物组成。热反应让肉类食品的
氨基酸和葡萄糖产生化学反应，从而形
成杂环胺。温度达到200℃以上时，烤
肉中的杂环胺含量更是比在 150℃时
高10倍。

多环芳烃的来源分为自然源和人
为源。人为源主要是各种矿物燃料、木
材、纸以及其他含碳氢化合物在不完全
燃烧或还原条件下热解形成的，具有毒
性，会致癌。烧烤一旦烤得过焦、肉类
油脂滴到炭火时，产生的多环芳烃会随
烟挥发并附着在食物上，进而增大致癌
风险。

安心撸串要做好这几点

尽管炭火烧烤口感绝佳，但其极易
产生致癌物质，相比之下，电烤的方式
则更为安全健康。

在烤制前，对食物进行处理可以抑
制致癌物质生成。一方面，可以先加热
肉类（微波炉等），减少肉类在高温下的
烹制时间，降低杂环胺水平；另一方面，
可用洋葱、大蒜、柠檬汁等腌制食物。
酚类、维生素等物质有抗氧化作用，能
够抑制致癌物的生成。

除此之外，在烤制的过程中勤翻
动，让肉和高温的接触时间变少，也能
减少致癌物质的生成。同时，也应注意
饮食的多样性。撸串时最好搭配新鲜
果蔬食用。果蔬中的膳食纤维会对肠
道起到一定的清理作用，有助于缓解吃
烤肉对身体带来的危害。

（王欣玥 李子仪）

经常吃烧烤会致癌？
做好这几点就能安心撸串

随着热浪来袭，很多人尤其
是男性朋友喜欢喝点冰啤酒来消
暑。虽然喝冰啤酒能带来一时之
快，但若不注意以下这些禁忌，便
很可能会适得其反，给身体造成
伤害。

首先，喝冰啤酒真的能消暑
吗？其实不然。啤酒主要是由大
麦芽糖化、发酵后酿制而成，而大
麦芽本身并没有清热降暑的功
效。反之，啤酒性属湿热，饮用过
度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虚弱，诱

发口臭、腹泻、食欲不振等症状。
因此，喝冰啤酒能消暑其实只是
冰镇所带来的假象，并不能从根
本上达到降暑的效果。

那么，冰镇啤酒的最佳温度
是多少？为了追求清凉的口感，很
多人喜欢把啤酒冰镇到很低的温
度，其实这不仅会破坏啤酒本身的
醇香口感，还会给身体带来一些负
担。冰镇啤酒的最佳温度在5℃
至10℃之间，如果温度过低，啤酒
中的蛋白质会分解，其营养成分会

遭到破坏。同时，啤酒中各种成分
的失调也会影响啤酒的口感。最
重要的是，啤酒温度过低会使饮酒
者的肠胃温度骤减、十二指肠内压
升高，严重时可能会诱发肠胃疾
病，甚至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

此外，很多人都喜欢边吃烧
烤边喝冰啤酒，这种饮食搭配其
实并不健康。海鲜、肉类及动物
内脏是烧烤中极受欢迎的菜品，
然而这些和啤酒都含有较高的嘌
呤，嘌呤在体内代谢后会形成尿

酸，而尿酸过多会诱发痛风等疾
病。因此，如果同时进食啤酒和
烧烤会大大增加患痛风的风险。
除此之外，烧烤会使食物产生致
癌物质，而饮用啤酒会使消化道
的血管扩张，溶解消化道黏膜表
面的黏液蛋白，加速人体吸收这
些致癌物质，从而加大致癌的风
险。健康饮用啤酒，每天应该不
超过500毫升，在饮用冰啤酒时，
可考虑搭配清淡的菜肴和果蔬。

（王欣玥 黄亚鑫）

喝冰啤酒真能消暑？
别被凉爽的假象迷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