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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17
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儿童
如果经常不吃早餐， 可能会导
致每天摄入的关键营养物质达
不到推荐水平， 而这些营养物
质与身体发育密切相关。

由国王学院学者领衔的团
队在新一期《英国营养学杂志》
上报告说， 他们利用此前英国
一项大型营养调查的数据，分
析了儿童吃早餐状况与营养摄
入之间的关系。 这些数据涉及
802 名 4 至 10 岁的儿童，以及
884名 11至 18岁的青少年。

尽管这项研究还没有得出
具体的因果关系结论， 但数据
显示， 不常吃早餐的儿童每天
摄入的一些关键营养物质如
钙、铁、碘等，要低于经常吃早
餐的儿童。 如在铁的摄入量方
面， 不常吃早餐的儿童中有
31.5%连英国政府推荐的摄入
量标准都达不到， 而常吃早餐
的儿童中不达标的比例仅为
4.4%。

分析还显示，在 4 岁至 10
岁的儿童中， 他们吃早餐和不
吃早餐的日子里， 这些关键营
养物质的摄入量也有明显差
异， 在吃早餐的日子里这类营
养物质的摄入水平明显更高。

报告作者之一、 国王学院
学者格尔达·波特说，这项研究
说明如果要确保儿童能够获得
所需营养， 早餐是比较关键的
途径。 /新华社

入秋之后， 很多人开始进
补，即民间俗称的“贴秋膘”。有
医学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贴秋膘”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合适的饮食方案， 如果胡吃海
喝，可能会引发高尿酸血症。

安徽省针灸医院心内科副
主任、 副主任医师丁丽告诉记
者，高尿酸血症就是一种“吃”出
来的疾病。“三高”（高血压、高血
脂、高血糖）的危害已经越来越
受重视，但是高尿酸这一正在成
为威胁人们健康的“第四高”往
往被忽视———人体每日产生约
700毫克尿酸，如果出现营养摄
取过盛、过度饮酒等生活习惯就
会打破这种平衡，引起身体中尿
酸量的增加， 这就是高尿酸血
症。 长期患有高尿酸血症的病
人很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损伤、
肾脏形态异常、 肾功能下降，甚
至衰竭。若不积极控制、治疗，还
会引发或加重动脉硬化，引发心
血管疾病。

“老年人由于机体功能退
化，肾脏功能减弱，没有能力及
时排泄尿酸， 就会导致血液中
的尿酸值增高。 但是近年来临
床上我们发现患有高尿酸血症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主要是由
于他们不良生活方式， 比如熬
夜、不健康饮食等。 ”丁丽说。

专家提醒， 高尿酸血症有
一定的遗传因素， 家族中如果
有同样的病例要格外当心，在
饮食上要忌口。如啤酒、白酒中
嘌呤含量非常高， 大量饮酒会
导致尿酸快速升高。 而劳累和
压力也会增加高尿酸发病的可
能， 特别是久坐办公室不运动
的人更需要注意。 /新华社

一桶水瞬间钻进混凝土路面，这神奇一幕发生在江西萍乡

再也不怕大雨的城市
满满一桶水，浇下去不到 1秒时间，居然都钻进混凝土路面消失，这魔术一般的场景发生在江西省萍乡市。 在萍乡市建筑设计院工作的 90后姑娘

张玉，是这场“城市治水魔术”的参与者。2015年，萍乡被确立为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经过两年的建设，萍乡老城区的排水防涝能力实现质
的飞跃。 张玉终于摆脱了雨后穿拖鞋上班的尴尬，“今年连续十几天大雨，出门上班都不担心湿鞋了”。

在住建部、财政部、水利部组织的海绵城市建设年度绩效考评中，萍乡市已经连续两年名列第一。而借助“海绵城市”建设，百年煤城萍乡大力发展
“海绵建材”，实现了从“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的转型。

张玉以前最怕下大雨。
1990 年出生的张玉， 在萍

乡市建筑设计院工作。 她所在
的萍乡市地处江西省西部，这
里是赣湘水系的分水岭， 地势
比相邻的县市高， 天然储水条
件差，一旦遭遇短时强降雨，上
游的水都流到城市里， 老城区
极易发生内涝。

张玉家所在的万龙湾地区，
就是萍乡市最有名的内涝区。
“以前下雨时，我都是穿着拖鞋
去上班的。 ”赶上连续大雨时，
万龙湾等地的老城区居民只能
无奈“看海”———汽车车身都会
被淹，行人更是无法通行。“我
同事经常开玩笑说， 我住的那
个地方不是有车就行了， 还得

有船。 ”
转变从 2015 年 4 月开始，

萍乡市被确立为全国首批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后，在市区规
划了 32.98 平方公里的示范区，
确立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
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
总体目标，选取老城区内易受洪
涝影响的地方以及新城区商务
中心与行政办公中心区域作为
试点。

也就是在那时，张玉接到一
个特殊的任务：地处万龙湾上游
的玉湖公园，成为“海绵城市”建
设的重要试点，萍乡市建筑设计
院负责玉湖公园的改造设计。

张玉没有想到，这个任务竟
解决了自己“怕雨”的毛病。

百年煤城的内涝尴尬
“不是有车就行了，你还得有船”

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并无太多经验可循。“我们前
期的压力其实非常大。因为‘海绵
城市’是个新名词，把理论变成实
践非常难。”张玉和同事们开始忙
碌起来。 从最初 4人参与方案设
计，到后来近二十人参与进来，接
着又请北京的专家优化方案。

“接到任务之后连续加班三
个月，从白天到晚上都在研究设
计方案， 特别头疼。 ”在张玉和
同事们的构想中，玉湖公园应当
承担“调蓄池”的作用，“也就是
要控制上游的雨水，防止上游雨
水加剧城市内涝。 ”

在进行了彻底的清淤之后，
萍乡市建筑设计院采用海绵城

市建设的渗透塘、植草沟、透水
铺装等应用技术，增强了“海绵”
功能。 为了兼具实用和美观，在
单位领导的带领下，张玉和同事
们还专门到扬州的瘦西湖、杭州
的西湖考察寻找灵感。

可以“吸雨”的玉湖公园，在
今年春节前夕完成“海绵”改造
后，成了附近居民休闲漫步的绝
佳去处。

更高兴的则是万龙湾一带
的居民。 一个多月前，连续十几
天的罕见大雨袭扰萍乡，张玉发
现，万龙湾内涝区的“海景”居然
不见了———雨天穿拖鞋的尴尬、
出门要坐船的笑话，终于因为海
绵城市的建设而成为了历史。

压力之下的生花妙笔
上游玉湖公园改造，下游不再“看海”

胡乱“贴秋膘”
当心高尿酸血症

儿童不吃早餐
可致营养不足

“海绵城市”建设，改变了
萍乡这座城市。 以往严重内涝
的道路、 设施破损的公园、老
旧的小区，正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

萍乡市建设局小区， 是萍
乡最早进行“海绵”改造的小
区。 小区内的路面、停车场全
部换上渗水路面，而池塘边五
颜六色的透水砖，则是萍乡对

“海绵建材”集中实验的成果。

“我们当初就用一桶水倒下
去，直观地比较产品优劣。 ”萍
乡市海绵办项目管理科科长
陈涛向现代快报记者表示，工
作人员还通过实验室检测抗
压、抗折系数等，来判断透水
砖优劣，“这为我们后续铺砖
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

作为国家首批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城市，萍乡还建设了
全国首个“海绵特色小镇 ”

———安源区五陂镇：明月廊铺
上透水青砖，小广场使用透水
塑胶， 停车场采用透水混凝
土。 据悉，该镇提出“一带一核
四片区”规划，拟打造一座以
旅游观光和概念科技为产业
支柱的特色小镇，并将成为展
示海绵理念的旅游胜地和产
业高地。

记者也在萍乡多地现场
试验：满满一桶水，浇下去不

到 1 秒钟，居然都钻进混凝土
路面消失了———“海绵体”把
水全部吸进“肚子”里，地面见
不到积水。

萍乡市海绵办提供的数据
显示，经过改造提升，市区内
84 个积水点未出现内涝预警，
43 个小区的 1.2 万户、 超过 4
万名居民免受内涝之苦，而且
年节水达到 256 万吨。“海绵
城市”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萍乡市堪称惊艳的“治水
魔术”，为这座“江南煤都”的
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契机。

58岁的罗接发就从中寻找
到了商机。 他在 20多岁时开过
渣土车运煤，上世纪 90年代起
从事煤炭生意，“后来煤炭生意
已经不好做了。 ”2008年 3月，
萍乡被列入全国首批资源枯竭

型城市， 此时的罗接发早已转
型成立萍乡市龙发实业有限公
司，从事工业陶瓷生产。 如今，
国内 70%以上的工业陶瓷都产
自萍乡市湘东陶瓷产业基地。

在萍乡市大力打造“海绵
城市”之初，罗接发就已经开
始生产陶瓷透水砖，原材料就
是此前随处丢弃的废弃陶瓷。

在龙发实业的生产车间，打
包好的陶瓷透水砖一眼望不到
头。除了萍乡市以外，接下来它们
将被运往湖南、湖北、广西等地。
如今在萍乡， 海绵产品研发生产
企业已经有 40多家，透水砖、透
水混凝土、 渗排管等海绵材料不
仅满足了本土市场需求， 而且远
销省内外，产值超过 20亿元。

在住建部、财政部、水利部
组织的海绵城市建设年度绩效
考评中， 萍乡市连续两年名列
第一。 在今年 4月底召开的全
国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
上，与会专家给出这样的评价：

“萍乡的海绵城市建设正从全
国试点走向全国示范”。

/现代快报

海绵城市的治水魔术
一桶水倒下，不到 1 秒就全钻进混凝土

江南煤都的绿色转型
海绵材料远销省内外，产值超 2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