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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腹泻高发
疾控专家支招做好防治

近来，我国北方地区持续出现

高温现象。疾控专家提示，高温来

袭，应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注意食

物和饮用水卫生。

上海市李女士近日出现腹痛、

腹泻等症状，严重时一日排便次数

超过10次；湖北省龚先生的儿子刚

放暑假，吃了冰箱里放置一晚的凉

西瓜后，便开始上吐下泻……夏季

气温升高，空气湿度大，导致大肠杆

菌、痢疾杆菌等繁殖活跃，肠道传染

病高发。这类疾病传染性强，容易

在家庭成员之间造成传播。

哪些原因会导致腹泻？当我们

不小心遭遇夏季腹泻时，该怎么办？

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专家介绍，

导致腹泻的原因有很多，一般包括

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夏季

腹泻以感染性腹泻为主，感染性腹

泻的病原体主要为细菌、病毒和寄

生虫三大类，如痢疾杆菌引起的细

菌性痢疾、大肠杆菌引起的急性胃

肠炎、诺如病毒肠炎、轮状病毒肠炎

等。

同时，高温天气中，很多人喜欢

食用生冷食物。进食生冷食物过

多、过快或腹部受凉，会使较为脆弱

的胃肠黏膜受到刺激，造成胃肠道

的应激反应，引起腹泻。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消化科

主任翟惠虹介绍，预防夏季肠道传

染病可以从注意饮用水卫生、食物

生熟分开、培养良好手卫生习惯、减

少与肠道传染病患者接触、勤洗勤

换衣被用具等入手。高温可杀灭致

病微生物，饮用水宜煮沸后再饮

用。饭前、便后要把手洗净。生食

食物一定要洗净，尽量减少生冷食

品的摄入。

专家提醒，对于养宠物的家庭，

一定要注重宠物卫生，告诫孩子不

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喂宠物。夏季吃

剩的食物应及时储存在冰箱内，且

储存时间不宜过长。冰箱低温只能

延缓细菌生长，并不能灭菌，因此食

物需要热透后再食用。

部分公众关心如果出现了腹泻

症状该如何应对。国家疾控局提

示，出现腹泻症状后应分情况处

置。如果腹泻病情不重，一般通过

调整饮食、对症治疗并注意日常休

息，2至3天内症状即可改善；腹泻

严重者，尤其是出现脱水、高热等较

严重症状的，以及免疫力较低的儿

童、老人出现腹泻，应及时到医院肠

道门诊就医。

翟惠虹表示，针对腹泻，常用的

治疗药物主要分为口服补液盐、止

泻药物、抗菌药物以及益生菌制

剂。其中，及时补充口服补液盐或

多喝水十分重要，因为腹泻容易导

致人体从肠道丢失大量液体和电解

质。患者宜进食清淡、易消化的流

质或半流质食物，症状好转后逐渐

过渡到正常饮食。到肠道门诊就诊

的患者，可用干净的小盒子或保鲜

袋留取新鲜的大便标本送医院化

验，以便医生有针对性地进行治

疗。 ■新华社

电捕野生蚯蚓
危害几何？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指出，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

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

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

已达15%至20%，接近于成年人。

有研究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

年时期已发病。

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

务工作方案》，将青少年列入抑郁

症防治的头号重点人群予以关注

和干预；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

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

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针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我国正在

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抑郁症防治

关口前移，不断推进青少年抑郁症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党委书记乔

志宏介绍，抑郁症是人类大脑器官

疾病。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有生

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大

脑内部生物构造、遗传基因、大脑

活动等是导致抑郁症产生的生理

因素；游戏文化、减肥文化、唯分数

教育观等会给青少年造成心理负

担和精神负担；家庭结构的改变也

会给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

负面影响，缺少父母关爱的青少年

患抑郁症的风险更大。

青少年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

时期，如何识别青少年抑郁症的早

期征兆和危险信号？专家介绍，情

绪方面，青少年可能出现易怒、暴

躁、爱发脾气的情绪症状或者出现

情绪极其低落、没有愉悦情绪体验

等现象；认知方面，对自我的评价、

对他人和社会的看法极其负面；行

为方面，退缩到最基本的生存状

态，对周遭的一切不感兴趣；生理

方面，存在明显的失眠或早醒、暴

饮暴食或吃得极少等问题。青少

年至少两周很少露出笑容、情绪消

沉或者易发脾气，家长就要给予关

注了。

青少年出现抑郁症倾向该怎

么办？乔志宏认为，抑郁情绪是每

个人都会经历的正常反应。考试

成绩不理想、家人生病、挨批评等

导致的情绪低落是正常的。但低

落情绪长时间持续就会变成一种

症状，它伴随着认知的改变。这时

就需要通过医院专业的诊断来判

断是否达到了抑郁症的标准。

乔志宏建议，家长要帮助孩子

树立自信心，关注孩子的感受；孩

子可寻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心理咨询师的指导；学校的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要帮助青少年掌握维

护自己心理健康的方法和技能，其

他任课老师也应积极协调与帮助。

“很多家长对抑郁症的态度不

正确，容易忽略孩子的想法和感

受，认为孩子出现问题是因为受到

的挫折太少，其实不然。过去遭受

的磨难，有时会变成精神财富，有

时也会变成精神包袱。”乔志宏说，

当孩子遭遇挫折后，家长要给予强

大的支持，构建积极的亲子关系，

帮助孩子意识到挫折并不代表彻

底失败，在过程中是能够有所收获

和成长的，切忌放任孩子不管。

如何帮助青少年更好地缓解

抑郁情绪？专家介绍，如果是已经

明确诊断抑郁症，并在康复过程中

持续进行药物治疗的青少年，不要

自行停药或减药。一旦发现不适，

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日常生活

中，要保持放松愉悦的积极情绪。

建议青少年与家人、朋友保持联

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家长可

以在青少年在意的方面给予鼓励，

帮助其树立自信心。 ■新华社

警惕青少年抑郁症警惕青少年抑郁症
如何呵护好孩子心理健康如何呵护好孩子心理健康？？

青少年抑郁症轻
则会对学业、生活质量
和人际交往造成阻碍，
重则会影响到青少年
的身体健康。近年来，
青少年抑郁症问题逐
渐进入大众视野，如何
呵护好孩子心理健康，
成为一道重要的民生
课题。专家提示，加强
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早
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尤为重要。

日赚千元、月入过万……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由于药
用干蚯蚓价格不断上涨，受利益驱动，一些不法商贩在部分
农村地区大量组织电捕野生蚯蚓，并形成跨区域产业链，带
来土壤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降低等负面影响。 ■新华社

蚯蚓俗称“地龙”，蛋白质含量

较高，是制作中药“地龙干”和西药

“蚓激酶”的主要来源。记者采访发

现，目前，许多地方的干蚯蚓收购价

格涨至100元每斤，一些野生蚯蚓

价格甚至更高。贵州省威宁彝族回

族苗族自治县平均海拔2200米左

右，畜牧草场面积较大，独特的地理

和气候条件适宜蚯蚓的生长繁殖。

近些年，一些外地商人来到威宁县

农村地区“考察”干蚯蚓生意。“这些

商人免费发放‘地龙仪’，教村民电

捕野生蚯蚓。野生蚯蚓受‘地龙仪’

电流刺激爬上地表，之后遭到‘团灭

式’捕捉，然后被制成干蚯蚓输送到

外省中药材批发市场。”威宁县人民

检察院检察官李爱说，调查发现，一

个加工点一个月可产出3万斤左右

干蚯蚓，销售额达27万元。

威宁县检察院介绍，2022年以

来，该院共办理了6起捕捉野生蚯

蚓的公益诉讼案件。其中一起案件

中，4名被告被法院判令承担50多

万元损失费。

记者发现，电捕野生蚯蚓并非

个案，在江苏、云南、黑龙江等地均

有发生；尤其是江苏省涟水县，电捕

蚯蚓现象严重。

野生蚯蚓遭遇“团灭式”电捕

电捕蚯蚓的泛滥，导致一些地

方土壤生态遭破坏、土壤板结、蓄水

保肥能力降低；此外，还会影响当地

生物多样性。

蚯蚓被称为“土壤工程师”，是

土壤健康状况优劣的“指示器”。蚯

蚓能疏松土壤，还能降解土壤中的

污染物，它吞咽土壤后排出的粪便

里有丰富的活性有机物质和氮磷钾

等多种元素。

农业专家分析认为，在评价土

壤质量等级时，其中一项重要标准

就是每平方米蚯蚓的数量。一般认

为，每平方米土壤里蚯蚓的数量大

于 50条时，表示土壤处于健康状

态；数量在20条至50条时，表示土

壤处于中等退化状态；数量在4条

至20条时，表示土壤处于重度退化

状态；数量小于4条，表示土壤处于

极不健康状态。

在威宁县检察院立案的电捕野

生蚯蚓公益诉讼案中，办案团队咨

询多家环保公益组织，委托贵州省

林科院、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北

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等机构的有关

专家出具意见。专家意见认为，蚯

蚓种群数量的减少，使土壤条件发

生改变，导致土壤结构变差、硬化板

结、通气透水性变差、蓄水保肥能力

下降，影响生态系统功能。

“有蚯蚓生存的地方，土壤肥力

较强。蚯蚓被‘团灭’后，对土壤以及

土地上的农业产业的破坏不可估

量。”李爱介绍。“以前我们这里经常

能看到蚯蚓的粪便，在土地上刨开干

草，就能看到很多蚯蚓。现在过度捕

捉，很少看到蚯蚓，导致我们这边土

地板结，草也没有以前长得好。”威宁

县二塘镇梅花社区马永良说。

涟水县盛产芦笋，但受电捕蚯

蚓影响，当地土壤质量下降，一些芦

笋种植户不得不花钱购买含有蚯蚓

幼虫的蚯蚓粪来改良土壤质量。

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

记评审专家库专家认为，电捕蚯蚓

对食物链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各类土壤

动物和食物链动物数量的直接影

响，如蜈蚣、蜘蛛和蚂蚁等；二是土

壤养分和活性下降对生物多样性的

间接影响——以蚯蚓为代表的土壤

动物减少或者丧失，会造成生态系

统分解受阻，腐殖质形成受阻，可利

用养分含量降低，影响当地植被或

农作物生长，进一步影响植食性动

物和鸟类的数量和多样性。

电捕蚯蚓害处多

记者采访参与电捕蚯蚓的村民

发现，他们对电捕蚯蚓产生的危害

认识不足，也不知道此举既破坏生

态又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国家林草局日前发布的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名录》，巨蚓科中，参状

远盲蚓、栉盲远盲蚓、威廉腔蚓、通

俗腔蚓，均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今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严厉打击盗挖

黑土、电捕蚯蚓等破坏土壤行为”，

对电捕蚯蚓行为划出了“红线”。今

年5月1日施行的最新修订的野生

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使用电击或

者电子诱捕装置等工具进行猎捕，

禁止网络平台、商品交易市场等为

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展示、交

易、消费服务。

目前各大网络电商平台已纷纷

下架“地龙仪”等电捕工具。不过，

记者近期调查了解到，在一些网络

社交平台上，一些博主仍在传授如

何电捕蚯蚓，部分网络账号诱导网

民购买“地龙仪”等非法电捕设备。

另外，一些搜索词变得更加隐晦。

记者发现，搜索“地虫仪”“蚂蟥专用

机”等关键词，仍可找到销售电捕蚯

蚓工具的卖家。

威宁县森林公安局局长余金溥

等业内人士认为，林业、农业、公安

等部门应形成合力，加大对电捕蚯

蚓的监管和打击力度。贵州省德江

县煎茶镇畜牧站负责人鲁国权等建

议，可通过鼓励人工养殖蚯蚓满足

市场需求。

加大监管力度，加强普法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