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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普

◆视野

6月17日晚，重庆举行超大规模无人机灯光秀表演，由11787架无人机组成的双编队飞行从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广场起
飞，创造了“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吉尼斯世界纪录。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万架无人机灯光秀

“别再因为宠物生病让钱包大出血了”
“每月一杯奶茶钱，生病意外都能报”……最
近，在上海工作的丹妮为了给宠物狗买保
险，在各种广告之间挑得眼花缭乱。“想买但
不知道该买哪款，很困惑。”

中国养宠家庭渗透率 2023 年达到
22%，精细化养宠渐成趋势，越来越多人开
始给宠物“上保险”。宠物保险都保障什么，
能在关键时刻减轻养宠人士的经济压力
吗？“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宠物看病比人贵,“参保”越来越多
沈阳的梁女士前不久为宠物猫购买了

每月88元的大病医疗险。梁女士说：“猫咪
之前吞食异物，手术等费用花了近两万元。
宠物看病比人贵，买了比不买安心一些。”

这几年，国内宠物数量持续增加，养宠
理念发生变化，不少人和梁女士一样为宠物
购买保险。《2025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消费报告）》显示，2024 年中国城镇宠物
（犬猫）数量超过 1.2 亿只，较 2023 年增长
2.1%，宠物精细化养育渐成趋势。

宠物医疗费动辄成百上千元，更多养宠
人士希望通过宠物保险缓解经济压力。

天津市民小姜的宠物猫因胃肠炎去医
院检查、治疗，一共花费1900多元，保险理
赔1200余元。“理赔速度挺快，感觉买保险
挺有用。”小姜说。

四川一家宠物医院的运营人员孙鸥告
诉记者，前些年宠物看病走保险的案例很少
见，现在明显变多。今年以来，她所在的医
院平均每月保险诊疗单40单。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宠物保险包括医
疗险、责任险、意外险等，其中医疗险产品超
过20款，主要面向宠物猫和宠物狗。平安
保险、国泰保险等机构都推出了相关产品。

“医疗险主要报销宠物就医费用，有的
产品把意外险也归在医疗险下面，责任险主
要报销宠物损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导致的
赔偿。”平安产险宠物项目组相关负责人说，
国内保险公司最初开展的多为宠物责任险
业务，近十年来宠物医疗险逐渐兴起，目前
市场占有率超过50%。

研报显示，宠物保险行业市场渗透率较
低，但近年来增长较快。国内宠物保险市场
规 模 从 2016 年 至 2022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96.33%。有保险机构 2024 年宠物险保费
总规模同比增长129.5%。

部分宠物险销售有套路,保障或打折扣
潜在市场巨大，宠物险服务和体验如

何？不少养宠人士认为，宠物险花小钱办大
事，可以减轻宠物医疗等费用负担，越来越
受欢迎，但现实中有些产品存在销售套路，
细节条款庞杂，售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保
障可能会打折扣。

据了解，多数宠物主人通过第三方互联
网平台、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APP或直播
间投保，保险公司也会不定期开展线下活
动，或与宠物机构合作推广。

有养宠人士反映，一些保险销售人员存
在话术“误导”。比如称保险今天买明天就
能用，实际有不同时长的等待期；对于消费
者的咨询，销售平台客服给不出明确解释和

回答，甚至告知错误信息。
上海的钟女士带宠物就医前，特意咨询

销售平台人工客服保险是否生效、能否理
赔，对方回复称“保险已生效、可以使用”，但
她的理赔申请却被拒绝，原因是“未过30天
等待期”。

个别产品还存在诱导消费等情况。西
安的王曼丽被“每月仅2元，多病种覆盖”的
广告吸引，在直播间购买了一款宠物保险，
结果第二个月被扣费40多元。“买的时候没
说第二个月扣更多，细则里也没提，扣费之
前没有任何通知。”

最受关注的宠物险理赔环节，问题也不
少。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
发帖称宠物医疗险报销繁琐、流程长、理赔
被拒绝。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
近几个月以“宠物保险”为关键词的投诉记
录达1400多条，主要集中为理赔困难。

多款宠物医疗险要求，申请理赔需要提
供病历、检查报告、费用清单、治疗过程照片
等。重庆易宠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
嘉豪说，部分宠物医院无法提供全套证明材
料，开具单据较为随意，有涂抹、修改等痕
迹，很可能通不过保险公司的审核。

此外，还有部分养宠人士遇到保险公司
调整医院清单未告知、成功理赔后第二年无
法续保等问题。“感觉投保很容易，用起来有
点费劲。”一名养宠人士说。

完善评估信息,提升理赔效率
受访人士认为，宠物保险满足了部分养

宠家庭的需求。目前，宠物保险市场尚处于

发展初期，需要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
医疗诊断是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宠物

医疗行业规范性不强、专业性不够，一定程
度导致现阶段宠物保险存在一些问题。保
险机构相关负责人建议，有关部门和行业协
会规范宠物医疗行为，建立宠物医疗信息共
享平台，方便保险公司准确评估。

“一些宠物保险产品已开始使用鼻纹识
别、虹膜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核实身份。”中
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刘晓
霞说，应建立完整的宠物身份管理体系，运
用大数据模型、AI技术等手段评估风险，提
升宠物保险业务处理效率。

当前，理赔纠纷的一大焦点在于，宠物
的某些疾病被视为先天性或遗传性，被“一
刀切”地不予理赔，一些治疗用药也不在理
赔范围内。

西南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胥辉豪认
为，保险公司可完善条款细则中相关疾病划
分、用药目录等内容，提供不同情况的处理
选择，满足更多宠物的投保需求。

“产品页面及合同内容应显著提示保障
范围、理赔条件、免责条款等，对一些释义不
明的内容主动解释、提醒。”中国法学会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相
关平台和企业也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
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

受访人士提醒，养宠人士选择口碑、资
质较好的平台、企业投保，投保前仔细阅读
合同条款，收集、留存经营者的承诺、服务协
议等资料，遇到理赔纠纷依法维权。

看病比人贵 宠物保险靠不靠谱
新华社记者 宋佳 李晓婷 武江民

一段时间以来，“体重管理”备受关注。一
些消费者的“懒瘦”“躺瘦”等心态，让有毒有害
减肥产品有了生存空间。

“月瘦 4 至 22 公斤”“躺瘦”“迅速掉
秤”……甘肃兰州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打着轻松减肥旗
号的“瘦身咖啡”，实则添加了有毒有害违禁
成分西布曲明，销往全国28个省区市，涉案
金额达1500多万元。

兰州市民张小明 （化名） 想要减肥但没
时间锻炼，看到电商平台上售卖一款“瘦身
咖啡”，被“效果显著”“不运动不节食”等
宣传和不菲销量吸引，下单购买。

服用后，张小明频繁出现心跳加快、心悸、
呕吐等症状。在医院就诊发现，体内西布曲明
严重超标。经专业机构检测，这一违禁成分来
自其网购的“瘦身咖啡”。

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属于国
家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2010
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通知，
停止西布曲明制剂及原料药在我国生产、销售
和使用。2012年，西布曲明被列入保健食品
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

接到报案后，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通过

快递集散点的视频监控和收发记录，锁定并抓
获犯罪嫌疑人柳某。在柳某租用的房屋中，警
方查获大量“瘦身咖啡”，经抽样检测，18种不
同包装的“瘦身咖啡”均含有西布曲明成分。

据柳某供述，他根据网店提供的订单信
息进行打包和邮寄。警方在现场看到，一个
个编织袋里装满了条状“瘦身咖啡”，一旁摆
有塑封机、快递打码机、成摞不同款式的包
装盒、防伪标识等。

经比对分析，警方最终确定销售“瘦身
咖啡”的 22 家网店。网店物流动态显示，

“瘦身咖啡”销量超过 9 万单，流向全国 28
个省区市。“西布曲明的副作用非常大，长期
服用会出现口干、失眠、腹泻、四肢抽搐等
不良反应，情况严重的会导致心律失常、脑
卒中、心脏骤停等。”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临床
营养科医师刘蓉说。

警方侦查发现，这起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
人为霍某、武某和王某。2024年4月以来，霍
某等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了22家网店，
并招募专人包装、销售含有违禁成分的“瘦身
咖啡”。目前，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6人，
还有部分涉案人员正在调查和抓捕中。

安宁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马治宇

告诉记者，霍某等人通过非法渠道获得西布曲
明，将其添加在散装咖啡之中，重新分装、塑
封，转存至兰州等地。再根据22家网店的订
单信息，安排人员就近包装、发货。

截至目前，警方已捣毁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咖啡制品的犯罪窝点6处，查封用于储存、
中转有毒有害咖啡制品的仓库3处，查获尚未
销售的有毒有害咖啡13万余袋。

记者了解到，“瘦身咖啡”一般单盒起
售，每盒 20 至 25 包，每包成本一两块钱，
每盒售价几百元。据犯罪嫌疑人供述，销售
旺季网店每月总流水最高达上百万元，利润
率超过80%。

据介绍，除在电商平台销售外，犯罪嫌疑
人还利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等进行推广宣
传，发展线下代理分销。宣传时，故意避开成
分不谈，用“掉秤快”等话术麻痹消费者。

“犯罪嫌疑人使用私密性更强的小众软件
联系，阅读完信息后通过一键撤回等功能清除
内容。”胡再兴说，为了规避检查，一些快递包
装上写的也并非“咖啡”而是“玩具”。

近年来，有关部门持续打击非法生产销售
和使用西布曲明的违法犯罪活动，多地警方破
获多起涉及西布曲明的减肥食品案件；“瘦身

咖啡”之外，“瘦身奶茶”“瘦身糖果”等网售产
品也被曝光过暗含违禁成分。

记者在社交平台看到，有人发帖称网购的
“瘦身咖啡”等产品服用后不舒服，“口干口渴”
“吃完心慌”，还有人上传了产品检测报告，证
实里面添加了西布曲明。

受访人士认为，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催
生出一些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应加强对网络
销售食品的全链条监管，有关部门加强信息监
测和协查处置，加大监督抽检和监管执法力
度，强化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提高
违法成本。

“部分电商平台对入驻经营者的身份、资
质等信息审核不严，对商品来源、质量等管控
不到位；一些经营者出现违规等行为时，个别
平台没有及时采取下架、删除、限制发布商品
等处罚措施。”甘肃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教授田春苗说。

刘蓉说，部分公众对违禁成分的危害性认
识不足，应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科学减重观
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减肥没有捷径，不要
盲目相信‘速效’等宣传，应通过合理饮食、适
度运动等科学方式循序渐进减重。如确需使
用药物辅助减重，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警惕！这种“瘦身咖啡”暗含违禁品
新华社记者 胡伟杰 马莎

很多冠心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会出现饭后心口发
紧、胸闷不适等症状，却不明白原因何在。比如王先生，
最近每次饭后都会感到心前区疼痛和憋闷，需要休息甚
至服药缓解。经医院检查，他被确诊为冠心病。医生提
醒他，今后进食要控制在“七分饱”，同时保持情绪平稳、
避免冷热刺激环境。

冠心病和吃饱饭有什么关系呢？
饱食加重心脏负担，进食后，大量血液流向胃肠道，

帮助消化吸收，若过饱，心脏则要增加泵血强度，来维持
全身的血液循环，这对于冠心病的患者而言，会引发心肌
缺血，造成心绞痛或心梗。并且，饱食后胃部膨胀将膈肌
抬高，导致胸腔空间被压，体积减小，心脏舒张功能会因
此受到影响而引起心前区不适的症状。

饱食增加代谢负荷，过度饱食，尤其是进食大量高
油、高脂、高热量的食物后，会导致高脂血症及血糖升高，
从而使血液粘稠度增加，促进血栓形成，增加了血管被堵
塞的风险。并且，长期饱食会加剧胰岛素抵抗，加速动脉
粥样硬化的进度，最终导致冠心病而引发症状。

过度饱食，缺乏运动，会使体重增加，导致肥胖。而
肥胖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每日饮食七分饱，
有助于减轻体重，避免体重增加而增加冠心病的风险。
冠心病患者应如何科学饮食？

针对冠心病患者，建议采取以下饮食策略：少食多
餐：每天可分为5～6餐，避免一次进食过多；适当优化饮
食结构，进食低GI（升糖指数）碳水化合物。比如燕麦、
豆类、绿叶蔬菜等，这些食物消化缓慢，血糖上升平缓；增
加优质蛋白摄入，鱼类、鸡胸肉、蛋类、奶制品、豆类等；多
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限制饱和脂肪摄入，如少吃动物
内脏、油炸食品等；细嚼慢咽，控制进食速度，有助于提前
产生饱腹感，避免过量摄入食物。

对于冠心病患者而言，进食七分饱是饮食管理的重
要策略，通过改变饮食结构及进食习惯，可以减少饮食摄
入，减轻心脏负荷、改善代谢紊乱和降低急性心血管事件
的风险，加之协同药物治疗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大大
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新华网）

得了冠心病为什么
要吃七分饱

电子产品常因回收过程复杂、回报低而在使用后被丢
弃，成为电子垃圾。美国研究人员近期开发出一种新型可回
收电路材料，可让电子产品更容易分解和重复利用。

联合国机构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范围
内共产生约6200万吨电子垃圾，其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被
回收利用。而且电子垃圾产生量增长速度远高于回收量增长
速度。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期在美国《先进材
料》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开发的一种全新电路材料不仅
可回收和可重复配置，而且受损后还能自我修复，同时保留
了传统电路材料的强度和耐用性，这为解决电子垃圾问题提
供了一个潜在方案。

这种新材料的基础是一种类玻璃高分子材料，这是一种
可以重塑和回收的动态聚合物。研究人员将其与液态金属微
滴结合，后者承担了导电的任务，就像传统电路中的刚性金
属那样。与其他可回收或柔性电子产品不同，通过将高性
能、适应性强的聚合物与导电液态金属结合，新材料可应对
一系列挑战。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材料不同于传统的电子复合材
料，使用新材料制作的电路板非常坚固耐用，即使在受到机
械变形或损坏的情况下仍可工作。而且这种新材料可以通过
多种简单方式回收，比如通过加热进行修复或重塑，且不会
影响电性能。新材料制作的电路板使用后还可通过碱性水解
进行处理，从而实现液态金属、发光二极管等关键组件回
收。 （新华社）

新型可回收电路材料
助力电子垃圾再利用

脑卒中患者在溶栓治疗后通常需要接受频繁的医
疗监测，这虽能保证安全但干扰患者生活，加重医护
负担。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
刀》发表论文说，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
者，简化的低强度监测方案与传统标准方案同样安全
有效。

长期以来，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接受溶栓治疗
后，需要按照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监测方案接受密集
观察，24小时内需接受37次各种检查。这种高强度的
监测方式虽然确保安全，但加重了医护工作负担，干
扰患者睡眠。

由中国复旦大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
机构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分析了 8 个国家的
4922 例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在溶栓治疗后的监测情
况，其中2000多名患者为24小时内接受37次评估的
标准监测组，另外 2000 多名患者为 24 小时内只接受
17次评估的低强度监测组。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恢复情况基本相当，
症状性颅内出血的发生率均极低，严重不良事件发生
率相似。研究人员表示，对于接受急性缺血性卒中溶
栓治疗且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为轻度或中度的患者，低
强度监测方案不劣于标准监测方案。医院可以考虑根
据实际情况采用低强度监测方案，有助于减轻医护负
担，改善患者休息质量。 （新华社记者 孙晶）

新研究认为卒中溶栓后
低强度监测同样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