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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寒冬里，捧一杯热茶是不二的选择，若
论方便携带自然是保温杯了。

考古学家在古罗马庞贝城废墟中，曾经发现
了一个双层容器，这个容器可能就是保温瓶的前
身。山西省侯马市也发现一个具有保温功能的陶
杯，经文物专家鉴定，该陶杯应为距今 2000 多年
的战国时期的器物。这个罐形陶杯为细泥黑灰色
陶质，呈半枣核形状，外套一个平折肩陶罐，陶杯
与陶罐之间中空，明显具有保温的效能。

至于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保温瓶的发明者
叫詹姆士·杜瓦爵士。在 1892 年，杜瓦被邀请到
英国科学研究所将“液化气”的课程。在去之前他
让一个叫柏格的玻璃匠给他制作了一个双层玻
璃容器，并用水银涂满两层胆壁，使热量的传递
大大减少。然后他又抽掉了两层之间的空气，于
是真空瓶出现了。这只真空瓶就是世界上最早的
保温瓶，此保温瓶被称为“杜瓦瓶”。

这种瓶直到 1912 年才由德国人引进中国，
初抵中国时价格昂贵。直到 1926 年，上海建立首
家中国人自己的热水瓶厂，玻璃材质的热水瓶才
得以普及。

1912 年之前的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保温瓶”
呢？战国时期就有了的双层陶杯后来又有怎么样
的发展？保温容器首先出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王侯宫廷就有一种能保温的器皿——鉴缶。它是
由内外两个罐子构成的套件，外部为鉴，内部为
缶。把食物放在缶里面，在鉴与缶的空隙中，夏天
加冰、冬天加炭火，用盖子合严就可以保温了。

最接近现代保温瓶的设计出现在北宋，又称
“暖水釜”。《夷坚志》说宋徽宗想以黄金衬托紫流
离（玻璃）胆瓶，后来工匠就用水银来包裹金箔使
之附着在瓶子的内部。这大概是有记录以来第一
个暖水瓶了，胆瓶其实不大，称为宋代保温杯也
无不可。不过这是豪华版的保温瓶，普通人用不
起。

《夷坚志》还有一条记录说张虞卿，居西京伊
阳县小水镇。得黑色古瓶于土中，就用来插花，偶
然发现瓶子有保温功能。后来打碎了，发现与平
常陶器无异，但夹底厚几二寸。

就是说平民版的保温瓶在南宋之前其实就
已经出现，只是后来这样发明失传了而已，这个
瓶子可以看成是战国保温陶瓶的改良版。不过既

然是失传，就证明用的人不多，属于高端人群的
标配。

夹层式保温杯不能流行起来，除了制作工艺
费时，没法大规模生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发明了更简便的工具，就是藤编或者木质的
茶桶，古人出行时会把茶壶放在藤编或者木质的
茶桶里，然后在茶壶和茶桶之间的空隙处再塞上
棉花碎布等物品保温。我国棉花栽培历史悠久，
约始于公元前 800 年。

在这期间发现并利用棉花的隔热功能也是
可能的。藤、木和棉花原料来源更多，相对于夹层
式保温杯更容易制作，确实是居家旅行必备良
器，虽携带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但那时的有钱人
有仆人代劳。

所以这一形式的保温杯就传承了下来，直到
上世纪 70 年代才逐渐消失的竹壳热水瓶，正是
古人藤编茶桶的延续。

实际上茶桶和现代保温杯其实和平共存过
一段不短的时间，只是最终被更便捷高效的保温
杯统一了天下而已。

（原载：历史研习社）

古代藏脚有靴子，是御寒一宝；手的问题怎
么办，大冬天的，手往哪儿藏呢？其实，在有靴子
后，至迟周汉时期又有了袜子，又称足衣。与这袜
子同时出现的就有手套，将手藏入手套，手的御
寒问题跟着也就解决了。

那个年代真有手套么？中国古代对手套的称
呼又是什么？一搜索，知道曾经有人说手套是舶
来品，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6 世纪的《荷马史诗》，
我们古代的衣服袖子都很长，手都藏在袖子中。
清朝末年，外强入侵，带来了手套，民国时期就流
行开来并得到广泛应用，那时就叫手套。西方手
套的用途，或说手抓饭要用、女性装饰要用、宗教
仪式要用、骑士要用，都与御寒无关，或又说手套
是猎人的发明，后来才被当作御寒的工具。

还见有人撰文谈手套传入史，称手套“传入
中国，仿而制之，至多 300 年”。以为中国古无手
套，一个重要理由是文献上没有记载。可手套在
古代未必就是用的这个称呼，那在文献上怎么能
查出来呢？

不过，还有其他人注意到中国古代手套的起

源探索。考古发现证实，古代中国在战国时代就
有手套，湖北江陵藤店 1 号楚墓发掘出土有“越
王朱勾自作用剑”的鸟书铭文越王剑，同时还发
现有一双皮手套。皮手套长 28.5 厘米，五指分开，
套口稍长，与现代手套的通常样式非常接近。这
当然是那会儿贵族们所用的好东西，平民们也许
还没有可能用它，至少是没有皮手套。

古代还有丝绢菱罗缝制的手套，长沙马王堆
汉墓就有出土。墓中随葬的一件九子漆奁里，就
装着三副手套。其中一副“朱色菱纹罗手套”，长
26.5 厘米，直筒露指头形，大拇指套分缝，掌面为
朱红色菱纹罗，掌部上下两侧饰“千金绦”，绦上
有篆书白文“千金”字样。

在新疆地区也曾出土东汉至晋代的织锦手
套，如民丰尼雅 1 号墓地 3 号墓出土一副手套上
还织有“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字样，长 35.5 厘
米。它的形状与马王堆汉墓所见相似，四指合并，
大拇指歧出，露出指头。

在马王堆汉墓中，由于墓中所有的随葬品都
登记在简册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知道汉代人称

手套为“尉”。尉，按《通俗文》说，“火斗曰尉”。火斗
就是熨斗，这个尉就是熨，看到这个字就已经有温
暖的感觉了。手套取名为尉，与这个火斗关联很大。

手套的名称，显然是晚近出现的。现代南方
人俗称手套为“手笼”或“手笼子”，手笼这个名字
明代就有。今贵州安顺屯堡明代移民后裔仍用手
笼，这是 600 年前的风尚。手笼又指称一种筒状
护手，或称手筒、暖手筒，双手对合筒中，可保暖，
但不如手套那样便于执事。

现代使用的手套，有合指和分指式样，也有
露 指 与 不 露 指 的 区 别 ，这 些 式 样 都 有 不 短 于
2000 年的历史传统。当然，手套的历史并不会只
有这 2000 或 3000 年，今后应当还能发现更早的
证据。在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彩陶上，见到彩
绘的手形，也许表现的就是手套。在寒冷的大西
北，手套的发明年代不会太晚。

足靴与手套，保护的不仅仅是肢体，它们也
温暖着人们的心。几千年过去，古老的时尚文化
似乎还没有过时，它们还在温暖着我们的身心。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腊月寒冬里，古人也想要个保温杯！
欧怀琳

古老时尚里的靴子和手套
王仁湘

茶陵妹子陈罗英
长征中勇救机要处长

彭东明

新华社北京 1月 13日电 在 13 日举
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介绍，
自 2022年 10月至今，我国累计报告了新冠
病毒 XBB 感染本土病例 16例，均为 XBB.1
进化分支。到目前为止，暂没有监测发现
XBB.1.5的本土病例。

“从全球看，自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以来

的一年多时间内，全球已经发现该毒株进化
出至少 750种进化分支。”陈操说，截至 2023
年 1月 10日，基于全球新冠病毒共享数据库
中各个国家上传的新冠病毒序列分析结果，
全球目前流行前两位的毒株是 BA.2.75 和
BQ.1.1。截至 2023年 1月 10日，全球已经发现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重组体有 72种，其中主要
流行的是XBB及其亚分支，该变异株在一些

国家的新冠病毒感染人群中占比较高。
XBB.1.5是XBB的一个亚分支，它的传播优
势进一步增加。截至 2023年 1月 12日，已经在
至少40个国家和地区中监测发现XBB.1.5。

陈操介绍，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我国从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中，已经监
测 发 现 19 种 奥 密 克 戎 进 化 分 支 ，其 中

BA.5.2 和 BF.7 占据绝对优势，两者加起来
相当于这 19种进化分支的 97％。

同期，我国监测到本土 BQ.1的病例是
56 例，包括 BQ.1、BQ.1.1、BQ.1.2 等 6 个进
化亚分支。此外，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以来，
全国输入病例监测数据显示，已经有 79 种
奥密克戎进化分支输入到我国，其中占比
前三位的是 BA.5.2、BF.7和 BQ.1.1。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截至目前我国暂未发现XBB.1.5本土病例

新华社北京 1月 13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3 日说，
当前新变异株 XBB.1.5 正在美
国迅速蔓延，美方应当及时、
公开、透明地同世卫组织和国
际社会分享有关疫情信息和
病毒数据，积极回应国际社会
关切。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
人称，美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
在出发前接受检测，原因在于
中国国内疫情蔓延，且中方报
告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序
列数据不够充分、缺乏透明。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疫情发生以
来，中方始终本着依法、及时、
公开、透明的原则，同国际社
会分享有关信息和数据，持续
同世卫组织、全球流感共享数
据库分享中国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的基因序列，为各国疫苗

和药物研发作出积极贡献。
汪文斌说，世卫组织和全

球流感共享数据库近来均表
示，中方提供的病毒基因数据
同其他国家提交的中国感染
旅客病毒基因序列一致，没有
发现新变种或显著突变。世卫
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
卢格称同意欧洲疾控中心的
观点，中国目前流行的毒株是
欧洲和其他地方已流行过的
毒株，不会对疫情产生重大影
响，呼吁旅行措施应是科学、
适度、非歧视性的。

汪文斌说，据美国疾控中
心 发 布 数 据 ，当 前 新 变 异 株
XBB.1.5 正在美国迅速蔓延，
成为美国上升势头最快的毒
株，已引发超过 40.5％的感染
病例。世卫组织也将 XBB.1.5
认定为奥密克戎变种中“传播
力最强后代”，具有更强的传染
性和免疫逃逸能力。

外交部发言人：

美方应及时分享有关疫情信息
和病毒数据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为解决农村地区医疗
物资紧缺问题、助力打赢疫情防控硬仗，近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协调对接
多个部门，推动为农村地区每个村卫生室免费配备 2
台指夹式血氧仪，为每个乡镇卫生院配备 1台制氧机。

这是记者 13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春节临近，返乡人员增多。农村地区群众用药

和就医保障问题牵动人心。农村地区是当前疫情防
控的重点，也是薄弱环节，人口数量多，医疗资源相
对不足。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口前移”是当前我国城
乡基层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

当前，受疫情影响，广大农村地区对血氧仪、制
氧机等医疗设备需求较大。1 月 5 日以来，国家卫健
委、工信部、全国工商联等多个部门集中采购一批
血氧仪，优先向农村地区发货，对接相关单位落实
资金支持、开展采购工作。截至目前，50％以上的血
氧仪已完成配送。

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协调推动为每个
乡镇卫生院配备 1 台制氧机，协调国家乡村振兴局
汇总 832个脱贫县 11534个乡镇卫生院信息，协调工
信部落实资金来源、采购渠道，目前首批产品已经
发出；同时会同全国工商联，为脱贫县以外约 2.5 万
个乡镇卫生院配送制氧机。

据中新网 据国家卫健
委网站消息，为进一步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病例医
疗 救 治 工 作 ，切 实 提 高 规 范
化、同质化诊疗水平，国家卫
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局，
结合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特点
和感染者疾病特征，总结前期
医 疗 救 治 工 作 经 验 ，组 织 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危
重型病例诊疗方案 (试行第三
版)》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重症诊疗方案
(试行第四版)》(以下简称《方
案》)。重点修订内容如下：

一、对疾病名称进行调整
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调整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二、关口前移加强重症临

床预警
《方案》进一步明确了重

症高危人群，对未达到重症诊
断标准，但是年龄>65岁、未完
成全程疫苗接种、合并较为严
重慢性疾病的新冠病毒感染

肺炎患者，可以按重症病例管
理。对重症高危人群进行生命
体征监测，特别是对静息和活动
后的指氧饱和度等进行监测；强
调低氧在重症临床预警方面的
作用，轻微活动后指氧饱和度<
94%，应警惕病情恶化。

三、将临床实践中行之有
效的治疗方法纳入《方案》

在一般治疗中增加了高热
和咳嗽等对症处理；在抗病毒治
疗中增加了已在我国审批上市
的小分子药物；增加了抗凝治
疗；强调了清醒俯卧位通气的重
要性；在氧疗和呼吸支持治疗方
面，结合最新认识和研究证据，
指出经鼻高流量氧疗优于鼻导
管或面罩吸氧，改进了呼气末正
压 (PEEP)的设定方法，加强机
械通气的肺保护措施。

四、修订完善中医治疗部分
增加部分证型及“病证结合

救治”内容，加强对重型、危重型
病例中西医结合临床救治指导，
更好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国家卫健委：

对未达到新冠感染重症标准的
部分患者，可按重症管理

我国加大力度为乡镇、村级医疗卫生机构
免费配备制氧机、血氧仪

河北唐山市丰南区组建 500 余支“农村巡诊小分队”共 1100 余人，为群众提供上门送医送药、健康监
测，守护农村地区百姓健康。图为 1 月 11 日，丰南区岭子上村“农村巡诊小分队”村医董秀芹（右）来到村民
家中发放“健康礼包”。 新华社发

相关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3日电
1月 8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
正式实施“乙类乙管”。实施“乙
类乙管”后是否有必要继续戴口
罩？是否还要强调个人防护？春
节临近，为确保健康过大年，大
家应在哪些方面加强注意？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中国疾控
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中国
疾控中心传防处主任医师殷文
武回答了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问：一些网友认为，实施“乙
类乙管”后就可以放松防护，进
入到公共场所也可以不戴口罩。
这种观念正确吗？

常昭瑞：当前国内新冠疫情
仍处于不同流行阶段，仍需继续
强调做好个人防护，科学规范佩
戴口罩，尤其在以下情形应佩戴
口罩：一是进入医院、商场、超
市、室内会场、机场车站等环境
密闭、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
坐飞机、火车、地铁等公共交通
工具、厢式电梯时应全程规范佩
戴医用外科口罩及以上级别口
罩。二是进入养老机构、社会福
利机构等脆弱人群集中场所时。
三是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
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四
是近距离接触或护理新冠病毒
感染者及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
症状人员时。五是医务工作者，
交通运输、商场、超市、餐饮旅
游、快递、保洁等从事公共服务
及密闭场所的工作人员。

殷文武：实际上，实施“乙类
乙管”后，社会面的传染源更加不
确定，更要做好个人防护，做好自
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在疫情流行

期间，如果上班通勤，最好保持
“两点一线”。对一些重点人群，像
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儿童、孕产妇
等，在疫情期间最好少外出、少聚
集。在疫情流行较严重时，尽量不
要到影剧院、KTV、棋牌室、剧本
杀等空间密闭、人群密集场所。

问：今年是实施“乙类乙管”后
的第一个春节，为确保健康过大
年，公众该在哪些方面加强注意？

常昭瑞：为确保广大群众度
过一个健康平安祥和的春节，需
在以下方面加强注意：

一是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坚持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公筷
制，保持社交距离、咳嗽礼仪、清洁
消毒等卫生习惯，即使感染新冠病
毒康复以后，也应做好个人防护；

二是保持规律作息、合理膳
食、适量运动、良好心态等健康
生活方式；

三是尽量不举办、不参加大
规模家庭聚集性活动，减少家庭
亲朋聚餐聚会人数，缩短聚餐时
间，也可以通过视频、电话传递
祝福，尤其是避免把感染风险传
递给家中的老年人；

四是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
件的人群，尽快完成全程疫苗接
种和加强免疫接种，保护自己和
家人的健康；

五是要加强健康监测，密切
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如
果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
症状时，或者核酸或抗原检测阳
性时，要尽可能待在通风好、相对
独立的房间，尽量减少与同住人
员接触，密切关注病情进展，如果
出现病情加重，要及时就医。

健康过大年需注意什么？
——权威专家解读防疫热点问题

本地特稿

1934 年 8 月，陈罗英随红六军团从湘赣革
命根据地突围西征。1934 年 10 月，在向湘鄂川
黔边进军途中，她冒险救下红六军团机要处
长陈宗英，受到任弼时的赞赏。

陈罗英，1916 年 5 月出生于茶陵县严塘镇
垄上桔子形的山村里。因家里穷，她被送给一
户刘姓人家做养女，饱尝人间辛酸苦辣。1930
年，不满 15 岁就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不久
转为共产党员。1931 年上半年，在县苏维埃政
府主席谭余保推荐下当上女工代表，出席湘
赣省工农代表大会。会后被党组织调入省工
会女工部当巡视员。

红六军团西征时，陈罗英只有 18 岁，是一
位面容清秀、手脚麻利的姑娘。一路上，她主要
负责宣传和收容工作，既要挑担子，又要搀扶
伤员。在部队与贺龙会师的前一天夜里正要过
河时，突然在湘鄂川黔边板桥地区遭遇敌人阻
击，一些战士倒下了，一些战士踏着两根木头
拼起的桥强行过去。陈罗英挑着一担煤油桶踏
上“桥”，子弹打在煤油桶上，发出“当当”的响
声，她全然不顾，迎着敌人密集的枪弹，三摇两
晃地过了桥，冲破敌人火力网，跑进了一片树
林中。这时，她摸了摸自己，安然无恙，看了看，
煤油桶被打了好几个洞，她为自己感到庆幸。

忽然，一阵轻微的响声传来，不远处闪现
出一个蠕动的黑影。陈罗英定晴一看，大吃一
惊：“麻雀（陈琮英同志小名，任弼时同志夫
人）！是你呀，快走，敌人追上来了！”原来，陈

琮英带病行军，精疲力竭，行进中弄丢了鞋
子，步履艰难，边爬边走，随时有敌人追上而
被抓的危险。

陈罗英急忙放下担子，将陈琮英的手臂
往肩上一挽，连背带拖地搀起就走。晚秋的
湿凉，饥饿、寒冷和死亡的威胁向这对姐妹
袭来。说是搀，不如说是背，因为陈琮英身子
软瘫，一只脚赤着，在荆棘丛生的柑林里无
法着地，幸好陈罗英自幼劳动惯了，十四五
岁就能挑一百四五十斤茶子下山，吃得、饿
得、走得、累得。她使出全身力气，背着陈琮
英行走，一步也不停歇。直到敌人的枪声断
绝了，她才将陈琮英放下。她在地上坐定后，
用手摸了摸陈琮英同志的脚，哎呀！是血。原
来，陈琮英为了减少对陈罗英的拖累，不时
也用脚踮着地走，脚被戳出血来了。陈罗英
心疼得流泪，把自己的外衣撕下一块，将她
的脚严严实实包起来。稍作休息后，两人沿
着同志们留下的足迹，朝南边追赶队伍。次
日上午，终于赶到军团部。

军团部正为陈琮英的失踪感到万分焦急。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闻讯陈罗英她
们到达军团部时，立马跑了过来，高兴地看着她
们，诙谐地说：“罗英同志，真的很感谢您！我丢
得起老婆，可丢不起机要处长啊！”原来，陈琮英
同志身上藏着红六军团电台的全部密码！

陈罗英保护党的机密有功，不久，被提拔
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