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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星空舞台”又要推出一幕“大戏”了。15日凌
晨，火星、木星极近，上演“星星相吸”。天文科普专家表
示，这是一次非常适宜观测的天象，不要错过。

如果天空中两个天体在某一时刻靠得特别近，具有
相同的赤经或黄经时，便可以被称为“合”。合，既可以发
生在太阳系的行星之间，也可以发生在行星和月球之间、
行星和太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太阳系天体和遥远的恒
星之间。

“当行星相互靠近时，就意味着有机会用望远镜同时
观赏到它们。”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杨婧说。

最近一段时期，木星、火星一直出现在黎明前的东方
天空，而且两者距离越来越近，直至发生相合现象。

“本次相合发生在14日23时左右，但这时火星与木
星隐藏在地平线以下，无法看到。15日凌晨1时左右，两
颗星以极近的距离‘携手’从东方升起，一同位于金牛座
的两只‘犄角’中间，二者之间的角距离只有 18 角分左
右，也就是比半个月亮稍宽一些。到日出前，这幕‘星星相
吸’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观测。”杨婧提醒说。

两颗行星相距这么近，如何分辨？杨婧建议，一是从
亮度上看，火星0.9等左右，木星-2.2等左右，木星明显比
火星要亮。二是从方位上分辨，火星位于木星的左上方。

通常情况下，木星是排在月球、金星之后，夜晚中第
三明亮的自然天体，它是太阳系中体积最大的行星；火星
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星，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最
多的行星。

“两颗行星如此‘靠近’是难得一见的，如果天气晴
好、观测时机得当，我国各地感兴趣的公众凭借肉眼就能
看到二者‘同框’的画面。有条件的公众，如果使用小型天
文望远镜观测，还可以看到火星的相位和木星的四颗卫
星。”杨婧说。欣赏这幕星空“二人转”不限于15日凌晨，
14日和16日凌晨同样可以看到，只不过这两颗行星之间
的角距离稍大一些。 来源：新华社

“星星相吸”：

15日火星、木星极近

紫苏叶是常用中药，临床应用广泛，疗效显著。中医
认为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
胃、解鱼蟹毒的功效，临床主要用于风寒感冒、妊娠呕吐、
咳嗽等。紫苏叶也是治疗感冒咳嗽和调理肠胃的中成药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藿香正气水、感冒清热颗粒、午时茶
颗粒、通宣理肺丸等都含有紫苏叶。研究表明，紫苏叶有
抗炎、抑菌、抗氧化、抗肿瘤等活性，用于治疗细菌感染、
过敏和肠道疾病、抑郁症、肿瘤等各种疾病。

暑热湿盛，人体毛孔开张，腠理疏松，中气内虚。过于
贪凉饮冷，会导致风、寒、湿邪侵袭身体而引发不适，如俗
称的“空调病”，主要症状为头痛、恶寒、无汗、身重或伴有
吐泻腹痛等消化道症状。此时宜辛温解表，症状轻而初起
者可用紫苏叶泡水，症状明显者宜选用藿香正气水或及
时去医院就诊。

推荐紫苏叶常用的两种方法：1、紫苏叶泡水：紫苏叶
3至5片，开水冲泡即可；2、紫苏叶葱白生姜汤：紫苏叶20
克，葱白3根，生姜5片，煎煮约20分钟即可。

紫苏叶因其性温，风热感冒、胃热呕吐等人群不适
宜使用。 来源：人民日报

防暑巧用紫苏叶

【案情】秦阿婆在地铁站内乘坐上行电梯时，因未
抓住扶梯导致身体向后倾斜，头朝下脚朝上摔倒在扶
梯上。站在秦阿婆身后的张女士向后退了两三个台阶。
此时，魏先生正在旁边的下行扶梯上，见状后赶忙跑来
帮忙。搀扶过程中，秦阿婆欲蹬脚借力起身，其和魏先生
又先后向后倾倒，导致后排张女士被撞倒受伤。1 分钟
后，地铁公司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处置。张女士受伤被送
医治疗后，起诉要求秦阿婆承担赔偿责任，魏先生、地铁
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魏先生见到秦阿婆摔倒在扶梯上时，
立即上前扶起秦阿婆，其目的是第一时间帮助秦阿婆脱
离险境，因此，魏先生的行为是救助他人的善意之举。秦
阿婆与魏先生两人向后倾倒的主要责任人是欲借搀扶
之力起身的秦阿婆。地铁公司作为管理者，已通过广
播、文字提示语等多种渠道，明确提示乘客紧握扶手注
意乘梯安全，且事发前涉案自动扶梯运行正常，事发后
地铁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已尽到合理且必要的
安全保障义务。

一审法院判决，由秦阿婆对张女士承担赔偿责任，魏
先生及地铁公司不承担责任。秦阿婆不服上诉，人民法院
二审维持原判。

【说法】为鼓励公众主动施救，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
条规定免除了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法律责任，从法
律层面上鼓励更多人伸出援手。对于施救人行为导致被
救助人之外第三人受伤该法条未作具体规定，司法实践
中判定救助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应综合考量事实、法律
和技术等多种因素，除存有重大过失等因素外，救助者一
般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从立法本意来看，紧急救助制度在于用“及时性”
来换取救助机会，救助人的施救能力存有差异，要求救
助人在施救过程中充分考量救助手段适当性及后果，
超出了紧急状况下认知和判断能力范围。因此，认定是
否构成救助行为，应当坚持从宽原则，不应过度苛责救
助者注意义务。

善意施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法律赋予善意施救者必要的责任
豁免权，体现了对救助者的鼓励和保护，传递了保护“善
人善举”的信号，真正让身边平凡英雄“无后顾之忧”。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张璁整理

好心搀扶的
“善人善举”受保护

●星空有约

药物器械可以“摘镜”吗

最近，一些视力视光中心宣称“摘
镜”“视力痊愈”“近视克星”等，如何正确
看待一些药物以及仪器对于儿童近视的
防治效果？

魏文斌说，研究显示，近视是不可能
治愈的，近视的发展也是不可逆的。但
是，儿童近视需要做散瞳验光，也就是解
除睫状肌麻痹以后才能明确诊断。这就
是说，散瞳验光以后再来排除假性近视。
儿童近视一般是由眼球在生长发育过程
中过度生长导致其与屈光系统不匹配所
引起的，近视引起的眼球解剖结构的变
化是不可逆的，因此近视本身没有办法
治愈和逆转。

目前所谓的“摘镜”，是通过手术和
其他手段来改变眼球的屈光能力，并不
能改变近视本身所导致的眼球结构的变
化，也不会减少诸如周边视网膜变性、近
视性黄斑病变所引起的近视相关的并发
症发生。

对于确诊近视的青少年和儿童，
应该及时配戴眼镜，这样可以使眼睛
和视觉中枢得到清晰的视觉刺激，维
持眼睛的正常发育。儿童近视最重要
的是防止近视的进展，目前市场上临
床试验证实有效的近视防控药物只
有低浓度阿托品，其他器具包括角膜
塑形镜即 OK 镜、周边离焦眼镜等也
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这些手段仅能
够防止近视的进一步发展，还无法做
到治愈或逆转。以上器具和药物在近
视防控中主要起辅助作用，其长期有
效性和安全性仍然在大规模临床验
证过程中。

手术可以治愈近视吗

暑期一到，各地眼科医院咨询和预
约近视矫正的孩子明显增多，有的孩子
到医院做近视手术，如何看待这类现象？

魏文斌说，常见的近视矫正方法包
括配戴眼镜和进行近视手术。根据眼镜
是否接触角膜，可以分为框架眼镜和角
膜接触镜（隐形眼镜）。角膜接触镜根据
其材质和作用，又可以分为软性角膜接
触镜和硬性角膜接触镜。软性角膜接触
镜是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一种隐形眼
镜。硬性角膜接触镜采用的是硬质的新
型材料，OK 镜就是一种硬性角膜接触
镜。配戴OK镜以后通过压力来塑形角
膜，减少角膜的屈光度，可以做到夜间戴
眼镜白天不需要戴眼镜。

研究显示，OK 镜具有防止近视进
展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接触角膜，对于近
视防控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仍然需要
进一步验证。儿童在使用OK镜以前，一
定要进行科学的、正规的评估，要严格遵
循医生的意见。所有近视患者一旦确诊，
都应该配镜矫正，并且定期进行验光复
查，否则时间一长，不仅会加快近视发
展，还会影响正常视觉发育。

近视的手术治疗主要包括角膜的屈
光手术和眼内的屈光手术。首先要注意
的是，手术矫正必须在18岁以后，而且
近视度数稳定以后方可进行，并且要进
行严格的术前评估。青少年眼球发育还
没有结束，不宜进行手术。

目前最常见的误区是，很多人都认
为手术可以治愈近视。实际上，手术仅仅
是“摘镜”，也就是说，通过手术的手段，
把眼镜的屈光度施加到眼球上，让眼球

能够匹配过度生长的度数。因此，手术并不
能解决近视本身带来的眼球结构变化，近
视手术以后仍然需要每年进行散瞳检查眼
底，以防出现近视相关的眼底并发症。

假性近视可以恢复吗

暑假期间，孩子们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
时间，但是这也有可能成为近视加深的温
床。若出现假性近视，视力还可以恢复吗？

魏文斌说，假期是孩子们近视防控的
重要时期，因为假期很容易导致近视的发
展。暑假期间，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和科学的用眼方法，这是预防近
视最重要的手段。

要增加户外活动。青少年户外活动平
均每天应该至少保持3个小时。在户外活
动期间，孩子们能够接受足够的自然光刺
激，同时也可以让眼睛不断看远、看近，来
锻炼调节能力。这些都是防止近视发展的
有效手段。

要减少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暑假期
间孩子们有作业需要完成，为了预防近视，
近距离用眼要遵循“20—20—20”口诀。也
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应该将视线注
视到 20 英尺，也就是 6 米之外，至少注视
20 秒，减少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这是防
止近视发生的关键。

要保持良好的采光、照明。不要在过
强、过弱的光线下看书，室内照明40瓦日
光灯应距离桌面1.4米。如果使用手机或者
平板电脑，应该将屏幕亮度适当降低。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饮食。充
足的睡眠是缓解视觉疲劳的最佳方法，饮
食要注意营养均衡，避免高糖饮食。过高的
血糖会影响眼球的韧性。

假性近视是孩子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

致的睫状肌痉挛所引起的。在儿童青少年
进行验光检查以前常规进行散瞳，散瞳以
后就可以解除睫状肌痉挛，假性近视就自
然消失了。出现假性近视以后，要及时调整
生活习惯，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否则长此
以往，假性近视也会转变为真性近视。

远视储备应该如何保护

远视储备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一种
生理性的远视。重视远视储备的保护，对于
青少年近视防控至关重要。远视储备应该
如何保护呢？

魏文斌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屈光度发
展的重要指标，与年龄对应的远视储备量
是预测近视发生的最佳指标。如果儿童在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远视储备已经消耗完
了，那么他们在小学阶段极易发展成为近
视。由于儿童青少年过早、过多地近距离用
眼，导致远视储备低于其年龄对应的标准
范围，就叫远视储备不足。因此，保护远视
储备，是预防近视的关键。

为了有效防控近视，应该将防控措施
前移到学龄前儿童。包括定期进行儿童眼
保健和屈光的筛查，以检查儿童远视储备
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如果远视储备过低，那
么要及时改变生活习惯，包括增加户外活
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等措施，以预防近视的
发生。同时，如果远视储备超过相应年龄的
上限，也应该注意儿童是否患有远视眼。在
儿童眼球发育的过程中，视力和屈光度的
发育是互相匹配的，因此远视储备如果在
正常范围内，还应该关注儿童的视力情况。
如果视力低于年龄对应的裸眼视力标准，
那么也应该进一步完善眼科的检查，以排
除其他可能的眼部疾病。

来源：人民日报

国家卫生健康委邀请专家回应近视防控热点问题

手术能治愈近视是认识误区

“您好，您的物品到了，请开门。”酒
店客房内，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打开门，
只见一个萌萌的机器人载着物品等候在
门口。住酒店时点外卖，外卖员进不来，
自己不想下楼拿，酒店服务员又人手不
够——由机器人将物品送至房间，成为
不少住客的新选择。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机器人
替代简易人工环节已在多个行业广泛应
用。这款“笨小宝”机器人来自福建汉特
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笨小宝”不“笨”，不仅会坐电梯、能
打电话，还可以自动识别路线。除了帮酒
店住客拿外卖，“笨小宝”还能够在医院
为患者导诊、带路、配送药品；在学校辅
助教学，与师生交流互动；在书店帮读者
找书，完成结账……除了“笨小宝”，公司
还推出了类似功能的“笨小递”。

而这些不同应用场景的实现，都
离不开一个职业——服务机器人应用
技术员。

谢茂皇就是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的一名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
员。“机器人服务人，我们服务机器
人。”谢茂皇介绍，服务机器人应用技
术员的职责是运用相关技术及工具，

对机器人在家用服务、医疗服务和公
共服务等应用场景的功能进行集成、
实施、优化、维护和管理。“简单来说，
就是负责将机器人领进应用场景里，
并通过使用中的不断调整，帮助它们
顺利开展工作。”谢茂皇说。

每当一个新场景需要落地，谢茂
皇就要开始忙碌。他要先去现场考察
场地，规划机器人任务路线，制订运行
方案，帮助客户调试好机器人功能，再
对使用机器人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以上工作全部完成后，才算完成机器
人的交付使用。

别看听上去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并
不容易。由于机器人的落地场景各不相
同，对谢茂皇而言，每个项目都需要做
全新的调整。不久前，位于福州仓山区
智能产业园的一家企业为节省员工下
楼取餐时间，从汉特云购入几台机器
人。在考察场地时，谢茂皇发现，机器人
从大堂到指定楼层，需要通过大堂道
闸、电梯、门禁，到达所在楼层后还有企
业内部考勤系统。

一道道门禁怎么过？单双号电梯怎
么按？这些都对运行方案提出了要求。在
现场勘察后，谢茂皇将现场图片及测量
数据带回公司与研发部门沟通，共同制

订了一套运行方案。根据方案，研发
人员对机器人算法进行调整，

谢茂皇则负责与写字楼的
各物联网模块数据接口

方进行对接。
经过多次调试，

物联网模块顺利完
成对接。在人脸识
别的道闸前，“笨
小宝”稍作停留。
此时，一条指令
由机器人管理后
台经平台对接发
送给道闸，接到指

令后的道闸自动
打开。之后，运用相

同的方法，“笨小宝”
一路通关，将物品顺利

送到了指定楼层的员工
手中。
机器人调试功能正常后，谢

茂皇需要对写字楼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确保相关人员正确使用机器人。在后续

的使用中，他需要和团队不断跟踪使用情
况，收集客户建议，并根据运行情况和客户
反馈优化调整机器人运行。为了方便后期
设备运行的跟踪维护，汉特云上线智能云
控平台及线上管家服务。平台上，不同项目
机器人的最新运行数据清晰可见，线上管
家可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并及时介入
突发异常情况，实施远程运维服务。

一台机器人从进场到应用，需要的技
能不少。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不仅需要
熟练掌握计算机、通信、物联网、定位导
航、机械、装配、电子电器等基础知识，还
需要了解机器人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行
业标准。此外，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他们
还需要不断学习楼宇消防、医疗卫生等安
全生产相关知识，保障机器人实际运行的
可靠性。

谢茂皇是车辆工程专业出身的，早前
从事汽车售后服务。2021年刚进入机器人
领域时，谢茂皇也不是太懂。在福建人社部
门和公司共同开展的培训中，谢茂皇的技

术能力不断提升。“五天一大训，三天一小
训。每天，部门内部几乎都会开展具体案
例、核心技术、工作方法的分享。人工智能
产业日新月异，一天不学习或许就会面临
淘汰。”谢茂皇还养成了主动学习的习惯。
工作之余，他常常自己搜索前沿技术。

2021年，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入选
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信息名单。为更好推
动机器人应用的落地，近年来，福建省人社
厅联合汉特云等机器人服务企业，推进服
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建
设。今后，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的培养将
更加规范。

谢茂皇对这份职业有着自己的热爱。
“送货、迎宾、安防……人工智能前景广阔，
身为机器人应用的服务人员，我能从职业
中感受到自身价值。”谢茂皇说，“看到一个
个自己调试的机器人应用在各种场景，为
消费者带来便捷体验，受到大家的喜爱，我
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来源：人民日报

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帮机器人适应新场景

●新职业新故事

暑期是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重要时期。国家卫生健康委邀请

专家，对近视防控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近视是不可能治愈

的，药物和仪器只能防止近视的进一步发展。手术也不能解决

近视本身带来的眼球结构变化。出现假性近视以后，要及时调

整孩子的生活习惯，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保护孩子的远视储

备，是预防近视的关键，要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专家介绍

暑假期间孩子如何科学用眼，并回应近视防控中的热点问题。北

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近视是不可能治愈的。近视防控

最重要的是改变生活习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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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皇在查看数据。

谢茂皇在调试机器人“笨小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