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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药安全

问：国产仿制抗癌药的疗效和进口原研药一

样吗？

答：我国从政策保障和科学性等多层面保障仿

制药与原研药的临床可替代。

政策保障上：

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革药品医疗

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指出，要提高药品审批标

准，将仿制药由此前的“仿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调

整为“仿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药品”。2016

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指出，化学药品新注册

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凡未按照与原研药

品质量和疗效一致原则审批的，均须开展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

见》再次指出，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工作，仿制药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

则受理和审评审批，促进仿制药替代原研药。

科学性方面：

针对参比制剂工作，我国成立专项工作组，通

过严格的工作程序，经过专家会讨论，严格执行参

比制剂的遴选、确认和公开发布工作，以此达到仿

制药“仿制标杆”的唯一性、高标准，从而保障以此

标杆进行仿制研究的仿制药获批上市后可以与参

比制剂（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技术审评标准方面：

无论是新批准仿制药还是通过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均是在国家强有力的全

面政策保障下和“最严格的科学标准”下通过审评

审批的，均可在质量和疗效上达到与原研药一致，

最终实现临床可替代原研药。

□ 石跃新 记者 王玮伟

□ 生活小妙招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闹钟叫不醒，上班直犯困，

随着夏季到来，不少人陷入“夏困”困扰，专家建议，解

“夏困”，不妨试试这5个小妙招。

“夏困”最爱“找”这5类人
饱餐：如果午餐吃得过多下午会变得昏昏欲睡，因

为食物的消化会使血液流向胃肠部位，脑部的血流就

会减少，导致发困。

吸烟：身体摄入尼古丁后，刺激大脑传达释放肾上

腺素增多，中枢神经过度兴奋并消耗体内的葡萄糖，于

是，兴奋之后就出现疲倦。

不运动：不爱运动的人，常在夏季出现困倦。

药物：服感冒药、止痛药、抗抑郁类药、抗焦虑类药

都会造成困倦。

缺水：水分摄入不足，导致身体内的某些器官功能

下降，新陈代谢速度减慢，也会造成强烈的困倦感。

解“夏困”的5个小妙招
专家建议，被“夏困”困扰的市民不妨试试以下5个

解“夏困”小妙招。

1、早睡早起：夏日里尽量不要熬夜，以免诱发和加

重夏困；2、伸懒腰：有困意时，活动活动肢体，可疏筋活血，

通利关节，使大脑兴奋起来，伸懒腰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3、少点肉多点菜：饮食宜清淡、新鲜、易消化，如青菜、胡

萝卜、小白菜、荸荠等食物是最佳选择。尽可能少吃油

腻的肉类食品，适量多吃一些葱、姜、蒜等辛味食物；4、

工作累了活动一下：当头脑不清醒和胀痛时，应放下手

头的工作，听听音乐、赏赏花草、做做体操，让右脑半球

得到活动和使用，左脑半球适当休息；5、别老生气：心态

平衡才有利脏腑阴阳平衡，阴阳平衡，精神乃至。

“夏困”来袭，“解困”小妙招了解下

复学后，如何快速帮娃“收心”？
听听专家怎么说 读者：孩子5岁了，特别调皮，总喜欢和大人“对

着干”，家长该怎么教育他？

心理专家：5岁的孩子正处于形成自我的阶段，

所以会有上述表现，这个年龄段是人生的一个叛逆

期，是正常现象，家长正确引导就好了，切忌不要批

评惩罚打压，否则在孩子成年后容易出现自卑或者

其他心理问题。 □ 记者 马冰璐

□ 心理门诊

想让孩子收心，快速适应复学后的学

习生活，家长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自己每

天仍玩手机、看电视、熬夜，这样的家庭氛

围，容易给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

想要孩子收心，家长也要注重言传身教，

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也尽量做到，比如让孩

子早睡早起，父母最好也陪着孩子一起，这样

才更具有说服力。同时，建议在孩子学习时，

家长也尽量不要玩手机、看电视，不妨看看书，

起到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

周金妹提醒，面对“心玩野了”的孩子，

家长也不用操之过急，给孩子过度的心理

负担，应多鼓励、理解孩子，给孩子时间去

适应从“假期”到学习生活的变化。
头胎剖宫产
二胎当心“中招”瘢痕妊娠
专家：应术后两年以上再考虑二胎

星报讯（胡小丽 记者 马冰璐） 最近，家住肥

东的周女士不幸“中招”瘢痕妊娠，合肥市二院妇产

科通过腹腔镜手术及时终止妊娠，清除了“定时炸

弹”。专家提醒，女性分娩时，头胎能顺产尽量选择

顺产；若头胎剖宫产，应术后两年以上再考虑二胎，

从孕前到生产的整个过程，都要做严格的检查，以

免发生不测。

30岁的周女士已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最近又

怀孕了，但是一周前出现下腹部隐痛。周女士在家

人的陪同下来到合肥市二院做检查，检查结果提示

是瘢痕妊娠。医生建议周女士尽快终止妊娠，否则

随时会有危险。入院后，妇产科杜世华主任为周女

士进行了腹腔镜下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切除+子宫

修补术，清除了危险，并成功保留了子宫。

杜世华提醒，瘢痕妊娠，不分年龄,只要有过剖宫

产史都有发病风险，且凶险程度不亚于宫外孕，是产

科医生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女性分娩时，头胎能顺

产尽量选择顺产；若头胎剖宫产，应术后两年以上再

考虑二胎，从孕前到生产的整个过程，都要做严格的

检查，以免发生不测。

□ 健康提醒

□ 健康生活

漫长的“假期”过后，生活逐步步入正轨，孩子们陆续“复学”，虽然“假期”里，家长们不

忘督促孩子学习，但仍有不少孩子存在学习习惯不佳、作息时间紊乱、不知如何快速适应复

学后的学习生活等问题。对此，专家建议，想要孩子收心，家长也要注重言传身教，要求孩

子做到的，自己也尽量做到。 □周先荣白静记者马冰璐

最近，家住合肥市五里墩街道的张女

士很发愁，原来，春节前刚放寒假，孩子便

跟着爷爷奶奶回了老家，“接到复学通知

后，爷爷奶奶才带着他从老家回来。”张女

士发现，漫长的“假期”后，孩子的学习习惯

出了很大的问题，“每天放学，总是要玩一

会儿，才慢慢悠悠地开始写作业，写作业的

时候也不专心，一会儿摸摸橡皮，一会儿翻

翻课外书，眼瞅着就要上二年级了，良好的

学习习惯还没养成，真让人发愁！”

“女儿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倒是没

什么问题，可是作息时间有点乱。”家住合

肥市望湖社区的朱先生说，“假期”期间，考

虑到孩子平日上学睡眠时间比较短，便没

有对她的作息时间进行“管理”，“可最近一

复学，便发现她每天早上‘起床困难’，她自

己也说，上课注意力无法集中，总是犯困，

没有精神，学习效率也变低了。”

漫长“假期”后，作息时间紊乱

对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表

示，上述孩子们的表现是“假期综合征”的典

型“症状”，“这和大人长假后出现‘节后综合

征’，不愿上班一样，只要家长能够做好引

导，孩子会很好地适应复学后的学习生活。”

如何帮孩子“收心”，迅速适应复学后

的学习生活呢？周金妹建议，家长不妨从

以下3个方面着手。

专家支招：
家长不妨

从3个方面着手

“假期”期间，不少孩子黑白颠倒，

生活没有规律，晚上玩到很晚才睡，早

上起得也比较晚，上学期间养成的生物

钟在“假期”里完全被打乱了。“假期”

犯懒很正常，但如果一直放任自由，复

学后，孩子上课可能会犯困、走神、难以

集中注意力学习，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去适应幼儿园、或是中小学校的正常作

息时间。

所以，父母要督促孩子早睡早起，尽快

调整到上学时的作息时间。饮食上也要注

意调整，清淡少油腻，这样做无论是对孩子

的身体，还是孩子快速适应复学后的学习

生活，都是一件好事。

孩子的专注度受到生理、心理和环境

等因素的影响。生理因素主要是与年龄

相关，比如小学生注意力的集中时间只有

15到20分钟，中学生为25到35分钟。环

境因素则指家庭学习环境是否嘈杂，家长

是否会干扰孩子的学习等。

周金妹认为，改善孩子专注力要从家长

做起：不要在孩子读书学习时亲孩子、摸他的

头，给他端茶送水、送水果和点心等，不打扰

才能让孩子保持专注。同时，小学生的睡眠

时间要保证在9个小时以上，中学生保持8小

时以上，这样才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学习状态。

培养孩子专注度，还要确保对孩子爱的

表达。父母要留出时间陪伴孩子，而且夫妻

关系和谐是孩子保持良好心智的关键。把

成绩摆在第一位的家庭，常常会吵得鸡犬不

宁。而将夫妻关系视为第一关系的家庭，孩

子才会心智健全。

1.调整作息

2.培养孩子
专注度

3.父母以身作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