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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肢体瘫痪、语言
障碍、吞咽困难、认知障
碍……脑卒中，俗称“中
风”，是一种严重影响患者
生活质量，给家庭和社会
造成巨大负担的急性脑血
管疾病。

10月29日是世界卒
中日，今年我国确定的主
题为“卒中识别早，救治
效果好”。什么是脑卒
中？ 发病前有哪 些症
状？如果突发脑卒中正
确做法是什么？怎样预
防发生或复发？针对公
众关心的问题，医学专家
给出健康指引。

警惕脑卒中发病
年轻化趋势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发布的2023年世界卒中
日宣传要点，脑卒中是由
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引起
出血，或因血管阻塞导致
血液不能流入大脑引起缺
血的一种疾病。脑卒中具
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
残率高和死亡率高及经济
负担高的“五高”特点，是
威胁我国国民健康的主要
疾病之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刘尊敬介绍，
脑卒中分为脑出血和脑梗
死两大类，前者为出血性，
后者则由于血管堵塞引
起。两者虽然症状相似，
但在临床上仍有差异需要
医生着重分辨。

根据《中国脑卒中防
治报告（2023）》，我国40
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现患
人数达1242万。“我们在
临床上观察到脑卒中发病
有一定年轻化趋势。”刘尊
敬表示，目前在门诊接诊
时甚至能遇到20至30岁
年龄段就得了脑血管疾病
的患者，且并不是因为血
管畸形或发育问题，而是
因为动脉硬化。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
况？专家认为，可能是脑
卒中整体危险因素年轻化
导致，也就是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病患病年龄段前
移，导致脑梗死或出血的
年龄段也有所前移。

牢记“120”口诀，
识别突发脑卒中

“脑卒中发病后，病人
容易突然出现口角歪斜、

单侧肢体麻木无力、讲话
不清楚、喝水有困难等症
状。”刘尊敬说，一旦出现
上述症状，哪怕症状较轻，
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必
须尽快到医院救治。

同时，公众可根据国
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
风120”口诀识别脑卒中
早期症状。其中，“1”代
表“看到一张不对称的
脸”；“2”代表“查两只手
臂是否有单侧无力”；“0”
代表“聆（零）听讲话是否
清晰”。

“及时发现脑卒中的
早期症状极其重要，越早
发现，越早治疗，效果也就
越好。”国家心血管病中
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淑娟
介绍，患者在发病后要立
即拨打120，并通过“卒中
地图”小程序功能找到距
离最近的有卒中急救能力
的卒中中心医院，可以立
刻进入卒中急救绿色通
道，及时得到规范的治疗，
可增加恢复的机会，改善
生活质量。

脑卒中重在预
防，防在日常

“高血压、血脂异常、
糖尿病，以及生活饮食习
惯与中风的发生关系密
切，吸烟、饮酒、缺乏体育
锻炼等生活习惯，都已被
证实是导致中风的危险因
素。”刘尊敬表示，脑卒中
可防可治，重在预防，防在
日常，要提升以预防为主
的健康意识。

李淑娟建议，预防
脑卒中要坚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包括合理饮食、
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
并主动自我筛查高危因
素，积极治疗相关疾病，
如心肌梗死、房颤、心力
衰竭等。

“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相关疾病患者应在日常生
活中特别重视预防脑卒
中。”李淑娟说，要控制血
压，坚持服用降压药物；控
制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
度脂蛋白，坚持服用降血
脂药物；糖尿病患者和高
危人群应积极控制血糖；
房颤或有其他心脏疾病
者应控制心脏病相关危险
因素。

新华社记者顾天成

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的突出问题

统计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 ，我 国 网 民 规 模 已 达
10.79亿，未成年网民规模突破
1.91亿。

“未成年人在通过网络便
利和丰富学习与生活的同时，
也面临着违法和不良信息侵
害、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沉迷、
网络欺凌等诸多风险。保障未
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
益，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一项
重点任务。”国家网信办副主任
王崧表示，条例回应了社会各
界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关
切，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

司法部立法一局局长张耀
明介绍，条例聚焦突出问题，结
合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和网
络空间的规律特点，细化未成年
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
络安全法的已有制度，提高了法
律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比如，在个人信息保护方
面，条例规定了监护人教育引
导未成年人增强个人信息保护
的意识和能力、指导未成年人
行使相关权利等义务；提出个
人信息处理者严格设定未成年
人个人信息访问权限、开展个
人信息合规审计的要求等。

在防治网络沉迷方面，条
例要求提高教师对未成年学生
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干预能
力，加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安
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指导；网络
服务提供者要合理限制未成年
人网络消费数额，防范和抵制
流量至上等不良价值取向；网
络游戏服务提供者要建立完善
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游戏
规则。

加强对涉及青少年身
心健康内容的规范

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为
广大青少年创造了无限可能。
然而，网络上的一些违法和不
良信息，也给其健康成长带来
严重影响。

王崧表示，条例设置专章
规范网络信息内容，明确有利
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信
息，进一步加强对网络信息的
规范。

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
持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培养未成年人家国
情怀和良好品德，引导未成年
人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习
惯等的网络信息；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
播含有宣扬淫秽、色情、暴力、
邪教、迷信、赌博、引诱自残自
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
主义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内容的网络信息。

王崧说，国家网信办将积极
协同各有关方面，深化专项行动
工作，集中整治编造传播违法和
不良信息、利用新技术新应用生
成低俗内容等突出问题，持续净
化网络环境；加大网络执法力
度，重拳整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突出问题等。

推进对未成年人权益
的司法保护

条例的一大亮点，是与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刑法等相衔接，
明确违反条例规定、侵犯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

“我们积极参与司法保护
的全过程，综合运用刑事、民
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
职能，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依法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治理。”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
长缐杰说。

据悉，2020年1月到今年
9月，检察机关已起诉成年人
涉嫌利用电信网络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1.16万人。最高检还
针对通过网络聊天胁迫女童自
拍裸照等问题发布指导性案
例，确立了无身体接触猥亵行
为等同于线下犯罪的追诉原
则，目前已累计追诉犯罪3000
余人。针对通过网络侵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等现象，最高检

制发了“六号检察建议”，督促
相关部门推进综合治理；聚焦
网络发展新业态，促推相关部
门出台禁止电竞酒店违规接待
未成年人等工作规范。

缐杰表示，检察机关将以
条例的贯彻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检察司法保护，为未成年人
营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

形成社会共治汇聚保
护合力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项系
统性工程，需要汇聚各方合力。

条例将坚持社会共治作为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要要
求，规定了有关政府部门和学
校、家庭、行业组织、新闻媒体
等各方主体的责任，明确了网
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个人信
息处理者、智能终端产品制造
者和销售者等的保护义务。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
游森表示，教育部将根据条例
要求，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
络素养教育，将网络素养教育
纳入学校素质教育内容；立足
课堂育人主渠道，落实中小学
思政（道德与法治）、信息技术
等课程要求，推动网络素养与
相关课程有机融合。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
益部部长岳伟说，各级团组织将
依托创建“维护青少年权益岗”
的工作品牌，着力保障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大力实施网上共青
团工程，推出高质量的网络文化
产品，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青少
年网络保护工作体系。

国家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局
长李长喜表示，条例针对未成
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
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平
台，提出了开展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影响评估、提供未成年人
模式或者设置未成年人专区、
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
规制度体系等特殊义务要求。

“这些措施有利于进一步
压紧压实大型网络平台主体责
任，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发展。”
李长喜说。

新华社记者白阳

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四大亮点
——五部门有关负责人对条例进行解读

国务院近日公布《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该条例自
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
我国出台的第一部专门性的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重
点就规范网络信息内容、保护
个人信息、防治网络沉迷等作
出规定。在27日举行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网信
办、司法部、最高检、教育部及
共青团中央五部门有关负责人
对条例进行了解读。

世界卒中日：

重在预防 防在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