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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冰）距离 2023 年
高考还有一周时间，5 月 29 日，自治区
招生考试院发布高考应考小贴士，提醒
考生注意一些应考细节和事项，以免影
响考试。

非必需考试用品
不得带入考点考场

2023 年高考 6 月 7 日开始。根据安
排，6月7日9：00考语文，15：00考数学；
6 月 8 日 9：00 考文科综合/理科综合，
15：00考外语。考生在考试前40分钟开
始进入考场，语文、数学、文科综合/理科
综合开考后迟到超 15 分钟的考生不得
进入考点和考场。值得提醒的是，由于
外语科目有听力考试，14:45后迟到的考
生不得进入考点和考场。14:50 开始播
放听力试听，14:55 开始分发试卷，15:00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因此，考生要提前
到达考点，预留充足的赴考及安检时间，
避免耽误考试。

考生要携带“两证件”参加考试，即
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可带入考场
的物品为2B铅笔、直径0.5mm黑色字迹
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
等必需的考试用品（装考试用品的笔袋
必须为透明材质），其他物品如书籍、资
料、书包、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计时
工具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经自治
区招生考试院批准的为残疾考生提供合
理便利物品除外）不得带入考场，手机、

智能手表、电子手环等通讯工具不得带
入考点。

因各种原因已将违规物品带入考点
的，应在进入考场前将违规物品暂放在
指定的“非考试物品暂放处”，一旦查出
或发现将以违规论处。

实行3次安检
监控覆盖考试全过程

为了严厉打击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
行为，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要接受“2＋
1”安检，即进行 2 次人工安检，1 次智能
安检。第 1 次人工安检，是安检人员在
考点入口使用金属探测仪对所有入场考
生进行违规物品安全检查，全程在视频
监控下进行并录音录像。考生在完成考
点入口第 1 次人工安检后，通过专用通
道进行“智能安检门”违规物品安全检
查。第 2 次人工安检，是监考员在考场
门口再次对考生进行违规物品检查，并
使用人脸识别设备验证考生身份，检查
其所携带的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等
证件，查验合格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

监控覆盖考试全过程，且每个考点
均开启无线信号屏蔽器。如考生违纪作
弊，即使未在现场查实，考试后通过录像
回放也可以确定违纪作弊事实，考生切
勿存在侥幸心理。构成考试作弊的，按
规定将违规事实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
档案；涉嫌犯罪的，将依照法律规定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考生注意！
今年高考实行3次安检

开展家庭体育
促进孩子身心健康

晚饭后，市民王先生便带着孩子到
体育中心的篮球场打球。王先生说，如
今越来越多家长注重孩子的体育运动，
并带着孩子一起动起来。

“家庭体育是孩子大运动发展的
一个过程，不单存在教育机构或者其
他活动中，也需要父母注重家庭体育
并陪伴孩子完成，让孩子的大运动、
感觉统合发展得更好。”高级家庭教
育指导师何媚说，重视家庭体育也是
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通过家
庭体育运动，不但能够强身健体，让
孩子的大运动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
还可以加强亲子关系，增进亲子感
情。而且，父母常陪伴也是激发孩子
兴趣的有效办法。”

当然，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家庭体
育运动有所不同。比如，1至1.5岁注重
孩子的行走能力；1.5至3岁可以多带孩
子到户外或者游乐场，有条件的也可以
到早教中心做系统训练，满足孩子的
攀、爬、滚、蹦、跳的能力；3 至 6 岁的孩
子动作跨度会越来越大，4 岁以上的孩
子可以参加专业的篮球、排球、羽毛球、
游泳、乒乓球等体育类运动。

“父母在家也可以陪伴孩子做一些
体育类的小游戏，如推球、拍球等。有
条件的家庭也可以在家里设置健身间，
或在小区设置的体育器材区域开展家
庭体育运动。父母则需要多花点时间
陪伴孩子。”何媚说。

引导家长
营造良好氛围

实际上，不少学校也注意到家庭体
育的重要性。玉东新区实验小学校长

林盛云告诉记者，该校推出了寒暑假学
生体育家庭作业制度，比如通过跳绳、
跑步、打球等打卡积分的方式，激励孩
子与家长每天至少锻炼 1 小时，引导家
长营造良好的家庭体育运动氛围。另
外，学校每月开展一场运动会，同步进
行家庭亲子运动会，以挑战赛的形式让
孩子们多方位、低起点爱上体育，爱上
运动。

学生在学校里接受的体育教育应
当进入他们的生活，而家庭正是学校体
育空间上的扩展和时间上的延续。在
家里，他们可以熟练运用已掌握的体育
技术和体育知识发展体育兴趣。“把学
校和家庭充分地结合起来，学校体育的
效果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使体育教育成
为人格教育的一部分。”林盛云说，家庭
体育运动不仅增强体质、愉悦身心，同

时还可以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家庭体育锻炼方法很多，比如夏

季比较适合的运动有骑行、登山、游泳、
球类等。开展家庭教育重要的是孩子
和家长要根据自己体质情况，选择合适
的室内室外锻炼场所，在锻炼过程中注
意控制好运动量和运动强度。”玉林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脊柱二科主任医师陈
涛说。

陪娃一起嗨
“家庭体育”让孩子身心更健康

□本报记者 黄兰萍

一名家长带着孩子游泳。

抱着孩子坐车不可取
日前，玉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

属三大队民警在路面巡查时，发现一
辆汽车副驾驶室内，一女子抱着孩子
坐在座位上。民警随即告诫对方，不
能抱着小孩坐副驾驶位置，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其危害远比想象要大。

记者走访发现，在玉林城区，未安
装有安全座椅的车内，儿童多数由家
长抱着乘车。玉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直属三大队副大队长张文仲提醒，普
通情况下大人的手臂是可以起到“固
定”孩子的作用，可一旦车辆发生碰撞
事故，速度变化带来的惯性力是非常
巨大的，人的双臂根本无法约束孩子，
一旦失去约束，儿童可能会因二次、三
次碰撞导致伤害。

近年来，玉林交警不定期走入学
校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知识普及活动，
儿童乘车安全是重中之重。张文仲
介绍，家长不应抱着孩子乘坐车辆，
12 岁以下或身高 1.4 米以下的孩子不
要乘坐前排副驾驶位置，因为无论孩
子独自乘坐或家长抱着坐在副驾驶
座位上，都无法抵挡急刹车时的惯性
作用，容易与挡风玻璃碰撞甚至直接
飞出车外。

张文仲告诉记者，普通的汽车安
全带是根据成年人的高度进行设计，
一旦出现事故甚至是紧急刹车时，容
易造成安全带缠绕儿童颈部从而造成
窒息。同时，前排正面安全气囊的弹
出位置也是按照成人设计，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安全气囊弹出的巨大冲击
力会给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身体造成极
大伤害，轻则面部受伤，重则胸部骨
折、颈椎骨折。

交警建议：
儿童安全座椅不可少

乘车时，家中的“小乘客”应该坐
在哪个位置？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8 条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
环境，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
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
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所以，
家长应在车内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出
行时将小孩安置在安全座椅上，并为
其系好安全带。

然而记者走访发现，不少有汽车
的家庭并未给孩子配备安全座椅。装
卸不方便、占空间、价格高、小孩不愿
意坐等诸多因素，让不少市民认为安
全座椅“并不实用”。

“未满 12 周岁的孩子乘坐私家车
时，应当正确使用儿童安全椅，坐在后
排的位置。”张文仲提醒，由于汽车上
的安全带、安全气囊等安全设施是依
据成人的身材、体重设计的，如放到儿
童身上，不仅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还会
徒增伤害。

其他不安全乘车行为
近年来，儿童被家长单独放在车

内，最终酿成悲剧的情况时有发生。
玉林交警再三提醒，千万不要将孩子
单独留在车内，因为在密闭的车内升
温快而高，哪怕室外气温 20℃，在阳光
照射下，车内气温很快就能升到 40℃
以上，尤其是最初10分钟，能迅速上升
6℃。儿童身体的温度调节机能较弱，
孩子的体温会快速上升，很容易脱水
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

此外，乘车时不要让孩子将头、
手或身体其他部位伸出窗外。因为
车辆在行进过程中，伸出窗外的身体
部位很可能会与旁侧的树枝、交会的
车辆以及其他车外物体发生擦碰，造
成危险。

儿童乘车
从安全“坐”起

□本报记者 曾维栋

儿童乘车应当坐在安全座椅上。

据统计，我国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
病率为 5.6%，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新
增出生缺陷病例总数约 90 万例，这意
味着平均每 30 秒就有一位缺陷儿出
生，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
陷约有 25 万例，严重危害我国出生人
口素质，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担。
而产前筛查、产前诊断技术的迅速发
展，为筛查遗传性疾病和先天性畸形提
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对于降低缺陷儿
的出生率、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有着重要
意义。因此，无产前诊断指征的妇女一
旦怀孕，就准备进入出生缺陷防控二级
关口的第一步——产前筛查。

产前筛查包括常见常染色体非整倍
体筛查（血生化筛查+孕妇外周血胎儿
游离DNA筛查）以及产前超声筛查。

无创 DNA（基因）检测又名外周血
游离DNA检测，该检测技术仅需采取孕
妇静脉血，利用新一代DNA测序技术对
母体外周血浆中的游离DNA片段（包含
胎儿游离 DNA）进行测序，并将测序结
果进行生物信息分析，可以从中得到胎
儿的遗传信息。

无创 DNA 可检测胎儿是否患有下
列三大染色体疾病：21 三体综合征（又
称唐氏综合征、先天性愚型）、18三体综
合征（又称爱德华氏综合征）、13三体综
合征（又称帕陶氏综合征）。

无创DNA在怀孕12周后便能检测，
且准确率可达 90%以上。可以说，无创
DNA检测就像一台高倍的“显微镜”，能
够帮助医生及孕妈更早、更准确地判断
胎儿患病的风险，有效指导生育。

无创DNA检测的适用人群:

1.高龄（年龄≥35 岁），不愿选择有
创产前诊断的孕妇；

2.唐筛结果为高风险或者单项指标
值改变，不愿选择有创产前诊断的孕妇；

3.孕期 B 超胎儿 NT 值增高或其它
解剖结构异常, 不愿选择有创产前诊断
的孕妇；

4.不适宜进行有创产前诊断的孕
妇，如病毒携带者、胎盘前置、胎盘低置、
羊水过少、RH 血型阴性、流产史、先兆
流产或珍贵儿等；

5.羊水穿刺细胞培养失败不愿意
再次接受或不能再进行有创产前诊断
的孕妇；

6.希望排除胎儿 21 三体、18 三体、
13三体综合征，自愿选择行无创产前检
测的孕妇。

7.血清筛查阳性的孕妇以及对产前
诊断有疑虑的孕妇。

每对夫妻都有生育染色体疾病患儿
的风险，其发生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事
前毫无征兆，没有家族史和明确的毒物
接触史，发病率随孕妇年龄的增长而升
高。目前没有治疗染色体疾病的有效手
段，但可以预防。

温馨提示：无创检测技术不需要预
约，正常上班时间就可以做，抽血时机无
限制，不需要空腹。

无创DNA检测 助力预防出生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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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妇幼保健院

妇幼健康课堂

本报讯（记者 黄冰）大家都听过“脑
中风”，但“眼中风”却极少听过。前段时
间，25 岁的小伙子小吴就发生了“眼中
风”的惊险情况，幸好就医救治及时，保
住了视力。

小吴经常刷手机到半夜，而且平时
很少运动。5 月初，小吴早上起床后右
眼突然看不见东西，于是立即到玉林市
中医医院眼科就诊。接诊医师检查后发
现，他的右眼视力只有光感，视网膜灰白
色改变，黄斑区呈樱桃红，属于典型的视
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俗称“眼中风”，情况
十分紧急。

接诊医生立即采取抢救视力措施，
进行眼球按摩、球后注射药物、吸氧、扩
张血管、降低眼压，并辅以中医中药等治
疗，症状逐渐改善。经过几天的治疗，小
吴的视力恢复到了 0.8，情况良好，已经
出院。

今年 3 月以来，玉林市中医医院眼
科还收治了另外两名 70 多岁的“眼中
风”患者，幸好经过及时、规范的抢救措
施，恢复了视力。

玉林市中医医院眼科医生介绍，“眼
中风”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属于严重的急
性致盲眼疾，这是由于血液凝血机制异

常、血栓、动脉夹层、动脉痉挛、低灌注损
伤、动脉内膜炎、动脉粥样硬化等原因，
造成视网膜中央动脉血流中断，引起视
网膜中央动脉缺血、坏死、缺氧、变性，通
常表现为突发性、无痛性的视力急剧下
降或丧失、眼睛聚焦困难、部分视野变暗
等现象。“眼中风”发病凶猛，致盲率高达
80%。

“眼中风”多发生在患有高血压、糖
尿病、高血脂症、心脏病、颈动脉粥样硬
化等的中老年人身上，有些是由于眼压
或眶压增高，如青光眼眼压增高、网脱术
后、外科手术时俯卧位时，都可能诱发眼
中风。此外，炎热、严寒等刺激也是诱因
之一。近来也有一些年轻人罹患“眼中
风”，其诱因主要是不良的生活方式，比
如沉迷网络、麻将，长期熬夜、吸烟、酗酒
等，都会诱发眼中风。

玉林市中医医院眼科医生提醒，“眼
中风”发病急，一旦发病需要立即就医，
如果 1 个小时以内阻塞得到缓解，那么
可恢复视力，发病超过 4 小时未缓解则
视力恢复非常渺茫。预防“眼中风”，要
保证睡眠充足，不要过度用眼，劳逸结
合；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还要控制血压
血糖、定期检查眼底、平稳情绪。

右眼突然失明 竟是“眼中风”
医生：发病凶猛，延误治疗视力难保

近年来，体育
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

关注的重点，“家庭体育”
模式也在悄然间改变人们
传统的运动构成模式，成
为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的重要一环。

乘车安全与每
个人息息相关，而儿童

作为特殊的弱势交通参与
者，他们的安全更值得大家
关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
记者采访了玉林公安交管部
门，介绍儿童应该如何正
确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