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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疾控局等 13 部门 9 月 18 日公布
《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2024—
2030年）》，提出到2025年，健全完善多部门
气候变化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到2030年，
气候变化与健康相关政策和标准体系基本
形成。这意味着，我国将开展专门行动，更
好防范气候变化给百姓健康带来的不利
影响。

为何要开展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
行动？

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带来健康风险、媒
传疾病增多、可能诱发多种过敏性及慢性
疾病……2022年 6月，17部门联合印发《国
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明确了气候变
化可能给健康与公共卫生带来的影响和风
险，部署“全面推进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
动”。

今年5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适应气
候变化进展报告（2023）》。生态环境部新闻
发言人裴晓菲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
面临的挑战。作为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
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主动适应气候变化是我
国当前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如何提升气候变化下的健康适应水平？
——明确行动目标
到 2025 年，加强气候敏感疾病监测系

统建设，完成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脆弱性和
适应能力首轮评估等；到 2030 年，我国气
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健康影响监测
预警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气候变化健康
适应的友好环境基本建成等……据悉，国
家疾控局会同有关部门在全面梳理国内外
形势、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形成了
我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的策略与
目标。

——突出10项行动重点任务
有了目标，还需有实施路径。方案部署

了 10项行动重点任务，包括提升气候变化

健康风险防范和综合干预能力、增强应对气
候变化卫生保障能力、增强健康与公共卫生
系统气候韧性、加快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科技
创新、推进气候变化健康适应全球行动等。

——聚焦多部门协作
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具有显

著的区域性，切实有效的适应行动能够降低
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
风险。

对此，我国将推进疾控、卫生健康、环
境、水利、气象等部门的政策融合，出台重点
地区和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健康与公
共卫生政策和综合干预措施。

——强调增强卫生保障能力
面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提升卫生应急

处置能力是守护百姓健康的关键之举。

方案明确，要制定平急结合的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多部门参与的联合演
练，提升自然灾害下生活饮用水卫生保障、传
染病疫情监测与控制、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
等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增强卫生应急
救治能力，包括加强医疗机构急诊、急救应对
突发性大规模病患的收治能力和物资储
备等。

守护气候变化下的百姓健康是一道“必答
题”。

根据部署，我国将加大对气候变化健康适
应行动相关保障力度，各地疾控部门将结合
本地区实际牵头制定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
实施方案，不断筑牢气候变化下的“健康屏
障”。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13部门联合发布健康适应行动方案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的首份研
究成果出炉！

记者18日从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获悉，我国科学家揭秘了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的物理、矿物
和地球化学特征，解析了其中蕴
含的月球早期演化、月球背面火
山活动相关信息，填补了人类月
背研究历史的空白。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李春来研究员、嫦娥六号任
务总设计师胡浩、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杨孟飞院士领导的联合
研究团队完成。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具有怎样
的独特价值？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星体，
千百年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月
球的探索。嫦娥六号任务首次完
成人类从月球背面采样的壮举，
带回1935.3克珍贵样品。在此之
前，人类获取的所有月球样品均
来自月球正面。

嫦娥六号采样点位于月球背
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部阿波罗
撞击坑边缘，该区域月壳极薄，有
望揭露月球背面早期撞击盆地的
原始物质。

李春来介绍，嫦娥六号月球
样品不仅包括了记录采样点火山
活动历史的玄武岩，还混合了来
自其他区域的非玄武质物质。这些样品如
同月球远古时期的“信使”，为我们研究月
球早期的撞击历史、月球背面火山活动以
及月球内部物质组成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
资料。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成分构成是怎
样的？

此项研究中，团队发现，嫦娥六号月球
样品密度较低，表明其结构较为松散，孔隙
率较高。样品的粒径呈现双峰式分布，暗
示样品可能经历了不同物源的混合作用。
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相比，嫦娥六号月球

样品中斜长石含量明显增加，而橄
榄石含量显著减少，表明该区域的
月壤明显受到了非玄武质物质的
影响。

研究发现，嫦娥六号采集的岩
屑碎片主要由玄武岩、角砾岩、粘
结岩、浅色岩石和玻璃质物质组
成。其中，玄武岩碎片占总量的
30%至40%，角砾岩和粘结岩由玄
武岩碎屑、玻璃珠、玻璃碎片以及
少量的斜长岩和苏长岩等浅色岩
石碎屑物质构成，进一步揭示了样
品来源的复杂性。

矿物学分析显示，嫦娥六号月
球样品的主要物相组成为斜长石
（32.6%）、辉 石（33.3%）和 玻 璃
（29.4%）。此外，样品中还检测到
少量的斜方辉石，暗示了非玄武质
物质的存在。

进一步分析表明，嫦娥六号月
球样品中的铝氧化物和钙氧化物
含量较高，而铁氧化物含量相对较
低，这与月海玄武岩和斜长岩混合
物的特征一致。此外，样品中的
钍、铀和钾等微量元素含量显著低
于克里普玄武岩，与阿波罗任务和
嫦娥五号任务获取的月球样品表现
出了巨大差异。

上述研究成果已于日前在学术
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

“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月球背
面研究的历史空白，为我们研究月球早期演
化、月球背面火山活动和撞击历史提供了直接
证据，也为理解月球背面与正面地质差异开辟
了新的视角。”李春来说。

中国探月工程已走过20年历程，从嫦娥一
号拍摄全月球影像图，到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
次月球背面软着陆，从嫦娥五号带着月壤胜利
归来，到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
返回，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开拓向前。随着对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
的传统认知将被刷新，人类将认识一个“全新”
月球。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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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热浪、洪涝、低温寒
潮、台风……近年来，随着以
全球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
进 一 步 加 剧 ，极 端 天 气 气 候
事 件 趋 多 趋 强 ，给 人 类 的 健
康带来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新华社发）

工业和信息化部19日公布《电动自行
车安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和现行
标准相比，此次修订主要做了哪些改动？
如何推动电动自行车产业健康发展？工业
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责人进行
解读。

我国是电动自行车生产和销售大国，
经过多年的发展，电动自行车已逐渐成为
消费者日常短途出行的重要基础性交通工
具。但伴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行业也
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违规篡改现象普遍、存
在安全风险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
责人说，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开
展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修订工作，推动提升电动自行车产品
本质安全水平，促进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这位负责人介绍，本次标准修订工作
将有利于防范火灾事故、减少交通安全隐
患、满足消费者日常出行需求、推动行业高
质量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与现行标准相
比，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改进和提升：

一是提高防火阻燃性能。完善了电动
自行车所用非金属材料的阻燃要求和试验
方法，限制塑料件使用比例，从而降低火灾
风险、提高消防安全性能；同时要求整车编
码应采用耐高温永久性标识，便于加强全
链条监管和火灾事故溯源调查处理。

二是更好保障消费者骑行安全。优化
了电动机额定功率和最高转速的测试方
法，有效防范车辆超速行驶现象；同时加严

制动距离要求，减少碰撞事故发生。
三是满足消费者日常出行需求。将铅蓄

电池车型的整车重量限值由 55kg 放宽至
63kg，提升实用性；允许生产企业根据车型设
计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安装脚踏骑行装置，有
利于节约生产成本，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车型
选择。

四是防范非法改装行为。从电池组、控制
器、限速器三个方面完善防篡改要求，确保实
现充电器、蓄电池、控制器之间的互认协同，大
力推行“一车一池一充一码”，不给非法篡改留
空间。

五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企业提
升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同时增加北斗
定位及通信功能要求，方便消费者实时了解电
动自行车所在位置、电池状态等安全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强化安全管理的同时，
征求意见稿对一些指标适度放宽，便利消费
者选择和使用。比如，铅蓄电池价格实惠但
重量偏重，在续航里程等方面与消费者需求
有差距，征求意见稿适当放宽铅蓄电池车型
的重量限值，有助于满足广大消费者增加续
航里程、减少充电频次的需求，为百姓提供
更加实用的产品。

在技术标准优化的同时，征求意见稿也对
整车及关键部件的生产能力、检测能力等提出
要求。这位负责人表示，这将有助于推动企业
改进生产工艺和装备，提升自动化和智能化水
平，完善生产过程质量监控手段，提高生产效
率和产品合格率，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和集中度
提升。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电动自行车怎样走好“安全路”？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责人

解读《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新华社记者

年轻人掀起“养生热” 市场前
景看好

透明的塑料袋子里，7个药片整齐排
列。“紫色片剂是蓝莓提取物，能够补充眼
部营养；软胶囊包含乳化型 DHA 和羟基
酪醇，激活大脑提升工作效率……”31岁
的天津女职员李彤如数家珍，“这都是搭
配好的，一天一包随餐吃，不容易忘，也很
方便。”

随着健康经济、颜值经济兴起，越来越
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消费者成为健康养生
品的忠实消费者。《2024女性营养健康食
品618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近5年淘宝天
猫和京东平台女性营养健康食品的线上市
场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15.5%，主要客群
为“85后”已婚已育用户。

随着中医文化的广泛传播，“国潮养
生”成为年轻人日常康养的新选择。

今年夏天，不仅晒背和三伏贴在年轻
人中间“火”起来，“中医馆打败奶茶店”也
冲上了微博热搜。针对年轻人的喜好，不
少中药房推出特调的奶茶和酸梅汤，有的
还搭配上药膳。山东省中医院均价2元一
副的“中药代茶饮”方剂，线上线下日均开
方超 3000 副；浙江省中医院因“1元酸梅
汤”线上订单过多服务器崩溃，通过微博
在线“求饶”。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针对不同节气分
别研发推出了特色中药药膳。“其中一款
姜黄肉桂奶茶销售很火爆。”该院临床营
养科副主任刘言说，“特色中药药膳非常
受欢迎，年轻人也很喜欢。”

健康养生消费者的年轻化趋势，推动
保健品行业向上发展。市场机构艾媒咨询
的报告指出，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近五年
来一直保持稳步增长，预计2027年有望达
到4237亿元。

需求升级、供给提质激发年轻人
康养消费活力

在传统观念中，“康养”一词似乎是“中
老年”专属，年轻人为何纷纷加入“养生
局”？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系列政
策促进了全民健康意识的提升，年轻人对自
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更多、更为科学的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
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建说，教育生活水平提
升、科学健康信息获取更方便，以及慢性疾
病低龄化案例的警示等，让越来越多年轻人
更加注重健康方面的自我管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人均
医疗保健消费 2460 元，同比增长 16% 。
《2023中国新消费趋势白皮书》显示，超四成
“00后”购买过功能性保健食品或保健仪器，
三分之一的“00 后”“95 后”购买过营养
补剂。

随着年轻人康养消费不断升级，健康
产业的头部品牌和新兴企业都在加大产
品研发，在消费者服务上下功夫，从供给
侧为年轻人提供多元化、高质量的产品和
服务。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亚太跨境电商及
中国境内电商副总裁万妍婧介绍，年轻人生
活忙碌，“零食化”“轻量化”成为年轻人选择
健康养生品的重要方向。对此，安琪纽特、
汤臣倍健等品牌都在加快布局，功能性食品
品牌“美那有”推出的富铁软糖、叶黄素酯软
糖等产品，受到年轻人普遍欢迎。

供需有效互动激发年轻人康养消费的同
时，各类社交媒体、短视频对养生话题的广
泛传播，也助推年轻人康养消费渐成风潮。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
胥说，年轻人喜欢追求时尚和个性化，有时
候可能仅仅是为了追逐一个热点就去排队

打卡。

规范行业发展 以高质量助推“产
业旺”

当前，年轻人康养消费需求旺盛，市场蓬
勃发展，但行业相关标准仍需进一步完善，监
管也需不断加强。

中国消费者协会不久前发布的《健康产业
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指出，健康产业中仍存在
一些为了追求短期利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
段，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损伤
消费者信心的产业发展“蠹虫”。

该报告建议，建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严
守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
出厂，均应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程序。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
量，确保消费安全，不断向消费者提供高质量
产品和高品质服务。

在万妍婧看来，年轻“专业消费者”“成分
党”的不断增加，对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许多年轻人不仅会从社交媒体上获取保健食
品成分信息，还会查权威期刊论文，并十分关
注服用保健食品后身体指标的改善。”万妍婧
说，“这就要求企业必须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
力的产品。”

“年轻人‘花式’养生涉及的产品和服务种
类繁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加强行业监
管，不要让康养消费新场景变成消费‘新陷
阱’。”叶胥表示，企业针对年轻人康养需求开
展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同时，监管部门也要持续
发力，督促企业严守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不作
虚假宣传、不夸大产品效果、不误导消费者，营
造诚实守信的消费环境。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行业规范化程度和准
入门槛进一步提高，将对康养行业的长期发展
和竞争格局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相关产业做
大做强。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年轻人养生“新势力”崛起 打开康养消费新空间
新华社记者 梁姊 胡旭 董小红

电商平台上，年轻女性成为保健品消费主力军；中医医院里，百合红枣八宝饭、姜黄肉桂奶茶等“国潮养生品”广
受年轻人欢迎；日常生活中，各类补剂成为许多年轻人“第四餐”……相关研究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保健食品消费
人群中，25岁至40岁占比达39%，超过了51岁以上群体31%的比重。

年轻人缘何涌入健康养生市场？养生“新势力”又会激发哪些康养消费新活力？记者进行了调查。

提升安全水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