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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最可能影响海洋环境
国家海洋局：已多措并举防范其入海

据新华社 20 日下午，在天津港
“8·12”爆炸事故第 11 场新闻发布会
上，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主任邓小文
说，8月19日环境监测结果显示，爆炸
区域警戒线内有8个监测点检出氰化
物超标，最大超标 356 倍。环保部应
急中心主任田为勇在这场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事故核心区环境污染的总
体状况可控。

田为勇进一步通报说，事故发生
以后，我们对大气中的有毒有害气体
进行了全面分析，检出的有害物质包
括硫化氢、氰化氢、氨、环氧乙烷、苯、
二甲苯、三氯甲烷、挥发性有机物等8
种物质。其中，8 月 16 日以前苯、甲
苯、二甲苯、挥发性有机物和氰化氢
曾出现过超标。从16日的12点开始
到目前，各个监测点位上述特征污染
物的浓度均没有出现超标。

田为勇表示，从目前的监测结果
来看，在大气方面，核心区环境污染
的总体状况可控，核心区以外的环境
质量未超过国家环境质量的标准。

就水环境质量的检测结果，田为
勇通报说，到8月15日为止，我们在事
故点周边设置了42个检测点位，其中
警戒区内设置了26个，警戒区以外设
置了16个，所有的氰化物超标污水全
部封堵在事故的区域以内，不经过处

理达标绝不外排。
田为勇明确表示，事故区警戒区

以内的水环境主要是氰化物污染，警
戒区里面的氰化物污染比较严重。
警戒区以外，除个别的雨水管网和水
渠有超标的现象以外，其他都符合国
家的标准。

记者19日从国家海洋局了解到，
天津滨海新区危化品仓库爆炸事故
发生后，国家海洋局高度重视，组织
专家进行分析研判，专家认为，目前
最可能对海洋环境产生影响的物质
是氰化物。

据了解，氰化物是指带有氰基的
有毒化合物，在自然界广泛存在。氰
化物主要应用于电镀、金矿、油漆、燃
料、橡胶等行业，可通过大气干湿沉
降、地面径流和工业排放等途径进入
海洋。此次事故的氰化物主要为氰
化钠。

专家分析认为，氰化钠大量入海
后会对海洋生物构成严重威胁，达到
一定浓度将导致鱼类等生物死亡，但
其在海洋生物体内残留时间较短，不
会在生物体中富集并随食物链传递；
此外，氰化钠在流动性较好的弱碱性
海洋环境中会快速分解为无毒物
质。为防范氰化物损害海洋环境，国
家海洋局已制定氰化物入海应急处

置措施，启动各项处置准备，增派4艘
中国海警船舶赶赴天津港，储备漂白
粉100吨和漂白精30吨，预备人员防
护装备200套及相关应急必需品。

国家海洋局发布的 18 日监测结
果显示，天津港港池及周边海域海水
中酸碱度、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油类、
硫化物、有机碳、多环芳烃等指标与往
年同期相比未见异常。

据国家海洋局20日通报，天津港
港池海域19日再次检测出极微量氰化
物，并检出挥发酚。19日的监测显示，
天津港港池及周边海域海水中酸碱
度、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油类、硫化
物、有机碳、多环芳烃等指标与往年
同期相比未见异常。活性磷酸盐浓
度降至正常水平，无机氮浓度较18日
无明显变化。

另外，记者从天津市环境监测中
心获悉，针对网友反映在海河大闸附
近出现大批死鱼现象，该中心20日17
时 30 分对这一河段水质进行了采样
分析，结果未检出氰化物。正在现场
取样的天津市塘沽水产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这些死亡的鱼名叫刺鱼，
遇到夏季高温闷热容易死亡，另外在
海淡水带也容易出现死亡情况，往年
也曾多次出现死亡的情况。

■周润健 崔静 李靖

据新华社 炎热天气是婴幼儿长
痱子的高发期，痱子粉是家长们为宝
宝防治痱子的法宝。然而，第三军医
大学新桥医院儿科专家提醒，家长给
宝宝使用痱子粉不当，不仅无法有效
防治痱子，反而会对宝宝的健康造成
伤害。

“医生，娃娃爱长痱子，擦了很多
痱子粉都没得用，反而痱子更加重
了，该怎么办？”在第三军医大学新桥
医院儿科门诊，一名年轻妈妈抱着３
个月大的儿子看病，孩子额头和颈部
全是白白一层痱子粉。医生的诊断

结果是，由于使用痱子粉不当，造成
孩子皮肤损伤加重。

该医院儿科主任张雨平介绍，痱
子是出汗后长时间不蒸发，毛孔堵塞
所致，痱子粉的作用是镇痛、止痒、消
炎、杀菌和抑制痱子再生。在长出的
痱子上扑痱子粉很容易堵塞毛孔，痱
子不但不容易好转，还会加重皮肤的
损伤。一旦长了痱子，可以在医生的
指导下使用炉甘石洗剂或其他药品。

“还有家长将成人痱子粉给孩子
使用，也会对孩子造成健康损害。”张
雨平说，成人痱子粉与小儿痱子粉所

含的药物、剂量都不相同。成人痱子
粉所含的樟脑（或冰片）、升华硫等成
分都比小儿痱子粉多。如果给孩子
误用成人痱子粉，可能会发生中毒现
象，引起恶心呕吐、皮肤起红斑、惊厥
和小便不正常。

张雨平介绍，痱子粉中含有滑石
粉，对于女宝宝来说，用痱子粉时最
好不要将其扑在大腿内侧、外阴部、
下腹部等处，粉尘极易通过外阴进入
女宝宝的阴道、宫颈等处，并附着在
卵巢的表面，刺激卵巢上皮细胞增
生，可能诱发卵巢疾病。 ■赵宇飞

使用痱子粉不当反而造成伤害

据新华社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
会眼视光学组组长瞿佳日前在成都
召开的“2015中国近视眼防治前沿技
术名师讲坛”上说，不少家长对防治
孩子近视存在误区，给孩子佩戴不合
适的眼镜，不但不能矫正视力，反而
会伤害眼睛。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
上升明显。瞿佳指出，眯眼、斜眼、歪
头看东西，孩子反映旁边的小孩能看
到自己却看不到或看不清楚，或者视
力有波动，这些都表明孩子视力存在
问题。“但多数家长并不了解孩子近

视的原因，对于孩子近视眼认识存在
误区”。瞿佳说。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光学
组副组长、爱尔眼科视光学组带头人
杨智宽认为，目前多数家长对孩子近
视的认识主要存在三个误区：一是觉
得孩子近视不是大问题，去眼镜店配
镜就好；二是担心孩子眼镜度数加
深，选择不戴眼镜；三是孩子学龄期
间近视每年增长100度很正常，无需
大惊小怪。

杨智宽认为，孩子近视后验光配
镜绝对不是小事，许多孩子出现视力

下降，需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双眼
视功能检查，对视力发展状况做准确
预测，进而“量身定做”合适的近视防
控方案。

杨智宽说，不合适的眼镜才会加
深度数。因此，需要进行综合全面的
检查后，给孩子选择适合的眼镜。

“近视是一种眼病，如果不及时
采取措施矫正治疗，度数会不断上
涨，甚至引发一些并发症。”爱尔眼科
专家王铮建议，家长要特别注意孩子
的视力变化，最好每半年带孩子到专
业医院做一次检查。 ■董小红

孩子视力下降勿盲目配眼镜
据新华社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

金丝带公益联盟成立大会上，专
家表示，恶性肿瘤已成为导致儿
童死亡的重大原因，应引起公众
的重视。

天津市肿瘤医院副院长赵强
教授说，儿童肿瘤当前仍然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由于认知不足，误
诊、缺乏早期筛查机制等原因，儿
童肿瘤很难被早期发现，一些患儿
的家长之前甚至不知道儿童会患恶
性肿瘤。

赵强说，儿童恶性肿瘤发病有
规律可循，3岁左右是各种母细胞瘤
发病高峰，6岁后儿童进入相对安全

期，12岁至14岁是骨肉瘤和非霍奇
金恶性淋巴瘤的发病高峰期。妈妈
们可以在孩子出生后一年内和 3 岁
左右带孩子分别做一次B超。

赵强提醒，准爸妈要养成良好
生活习惯，不吸烟，不酗酒，不吃霉
烂变质的食物。怀孕期间，特别是
怀孕前 3 个月应该尽量避免感染，
不乱用抗生素，避免接触放射线。
此外，家长平时要多观察孩子，如
果孩子不明原因持续发烧一周以
上、淋巴结肿大，孩子突然生长变慢
或者消瘦，给孩子洗澡时发现腹部、
四肢有包块等，就要引起注意，及时
就医。 ■张建新

儿童恶性肿瘤需引起足够重视

据新华社 立秋已过，但许多地
区仍处在炙热中。此时，消暑饮品中
的绿豆汤，以其价廉物美受到市民青
睐。然而，医生提醒说，饮用绿豆汤
应注意三大问题。

银川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治
医师马治国说，绿豆汤虽有营养价值
和祛暑效果，但如果过量饮用容易损
伤脾胃。一般而言，成年人每天摄取
绿豆不应超过30克，12岁以下的孩
童由于脏腑较为娇嫩，更应谨慎饮

用，而婴儿最好不饮用。
同时，马治国认为，在高温天气

下，绿豆汤不宜冰镇饮用，否则会给
脏器造成负担，最佳饮用温度为半温
热。如果在家中贮藏过夜，第二天饮
用时应提防变质问题。

此外，由于绿豆性偏凉，并非所
有人都适合喝绿豆汤。阴虚、湿热、
痰湿体质者，喝绿豆汤来解暑较为合
适，但对于阳虚体质的人来说，还是
尽量避免服用类似饮品。 ■靳赫

饮用绿豆汤也有讲究

据新华社 夏季以来，各地烧烤
摊点生意火暴。山东省卫计委近日
提示，公众在选择“喝扎啤、吃羊肉
串”消暑的同时，应当警惕因食用被
布鲁氏菌污染未熟透的羊牛肉而染
上布鲁氏菌病。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是由布
鲁氏菌属的细菌侵入肌体，引起的人
畜共患传染病。布鲁氏菌以较高浓
度存在于染疫牲畜的体液、血液、皮
毛、养殖场所、土壤等，可通过直接接
触（破损的皮肤、粘膜等）、呼吸道、消
化道等多种途径，由染疫牲畜传染给
人。食用被布鲁氏菌污染的未熟透

的羊牛肉、未经消毒的生鲜乳可感染
布病。

7 月份山东省共报告布鲁氏菌
病454例。

布病患者的主要表现为发热、多
汗、全身乏力、关节和肌肉疼痛，有的
还会出现肝脾大、睾丸肿大等，严重
的可丧失劳动能力。

山东省卫计委提醒公众，饭前洗
手，不喝生水。各种奶及奶制品必须
经消毒处理后才能食用。改变传统
的饲养方式，实施科学饲养、人畜分
离。保护水源，防止被患者及病畜的
排泄物污染。 ■王海鹰

夏季吃烤串应警惕布鲁氏菌病

据新华社 黑龙江省食药监局近
日发布消费安全警示，提醒消费者不
采、不食、不买、不卖疑似有毒野生
菌，预防和控制中毒事件发生。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期的通报显
示，今年以来因食用有毒动植物及毒
蘑菇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
和中毒人数有所增加。

毒蘑菇毒性非常强，大部分人误食

后会出现恶心、腹痛等胃肠道症状以及
精神亢奋、幻觉等精神症状。食用毒
蘑菇中毒症状严重、发病急、死亡率
高，目前毒蘑菇中毒尚无特效疗法。

黑龙江省毒野生菌以毒蘑菇为
主，常见的可致人死亡的至少有10余
种，如褐鳞小伞、肉褐鳞小伞、白毒伞、
褐柄白毒伞、毒伞、残托斑毒伞、毒粉
褶蕈、秋生盔孢伞、包脚黑褶伞、鹿花

蕈、鹅膏毒蘑菇等。毒蘑菇多生长在
潮湿低洼、湿度大、阴凉的地方，外观
与可食用蘑菇非常相似，不易区别。

食药监部门提醒，预防毒蘑菇中
毒最有效的办法，是不要轻易采食野
生蘑菇或来源不明的蘑菇；对于农贸
市场、早夜市上售卖的散装野生蘑菇，
要谨慎购买，尤其是没吃过或不认识
的野生蘑菇，不要轻易食用。 ■张玥

毒蘑菇中毒事件频发
消费者谨防误采误食

《掌控者》
作者：姜振宇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姑娘，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作者：黄兰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无论是特立独行的 P 小姐，放
弃钻石男的A小姐，还是不肯辞职
的E小姐，她们的固执与倔强、骄傲
与独立，其实是一种勇气。书中33
个姑娘的故事，挟着一股锐利之气，
直抵人的心底。如果此时的你正迷
茫或不知所措，本书能让你少一些
纠结，多一些冷静。

作者以自己为原型，撰写了此
书。用故事的形式诠释“行为分析”
的诸多内容，“场景式”地介绍“刺激
源”“应激微反应”“从表情推导情
绪”等抽象的学术概念与知识。在
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中，微反应理
论的庞杂体系徐徐展开，带领读者
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一步步掌握微
反应知识和应用技巧。

换个角度认识杂草

大自然中的草木原本无所谓孰
优孰劣，但是经过文人们的一番描绘
后，形形色色的草木被贴上各种情感

化的标签。而随处可见的、那些野蛮
生长的杂草，则经常被人忽略。《杂草
的故事》这本书，就是要颠覆人们的

惯性认识，还原杂草的本来面目。
作者理查德·梅比是英国著名的

博物学作家，长期致力于探讨自然与
文化的关系。就全书十二篇文章内
容布局来看，本书跨越了植物学、文
学和历史学三大领域。就文学角度
而言，此书文笔优美、语言生动风趣；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在描述杂草的故
事时，用词精准。

在植物学家的视域中，杂草的同
义词就是野草，是指生长在对人类活
动不利或有害于生产场地的一切植
物。全球植物三十余万种，被认定为
杂草的植物约八千余种。在农民的
眼中，杂草是农田的死敌：杂草不仅
与农作物争夺养料、水分、阳光和空
间，还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理查德·梅比对杂草有独到的认
识。他年轻时和很多人一样，对杂草
心存偏见，而当他在废弃的停车场
上，看到绿意汹涌的杂草时，他的看
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他眼里，
蔓延在工业废墟和垃圾场中的杂草，
实则装扮了自然，彰显朝气与活力。

杂草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命
运，是基于人类的主观判断，妖魔化
它们或是接受它们完全取决于人类
自身的需要。杂草在不同的历史年
代、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其角色也常
常发生变化。比如藜，最初生在海
边，后来在新时期时代成为农夫们常
用的肥料，之后因为它的种子油分很
足，尽管并不是理想的农作物，但是
人们还是选择它进行种植。再后来，
由于人们口味的转变，藜就成为遭人

厌嫌的有害植物：因为它会妨害甜菜
等作物的生长。具有讥讽意味的是：
藜与甜菜属于同一个目。为何将某
些植物定性为不受欢迎的杂草，也许
正是我们探寻自然与文化边界的重
要命题。而这些命题的边界，决定着
地球上大部分植物的命运。

美国作家爱默生对于杂草的认
识，显得宽容、友善得多，他认为杂草
是“优点还未被发现的植物”。这似
乎给了那些已被定罪的植物翻身的
机会。其实杂草有没有优点，完全在
于人们的偏好。在中外历史上，有的
植物曾一度被视为有益的，可一旦这
些益处过时了，或是发现享受这些益
处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这些植物很
快就会失宠。理查德·梅比举例说
道，罗马人把宽叶羊角芹引入英国，
因为这种草既有缓解痛风的疗效，又
可当作食物。两千多年过后，经过现
代医学革命的洗礼，这种植物已无药
用价值，今天沦落为英国花圃中最顽
固难除、令人厌恶的杂草。而在中国
中医世界中，绝大多数的杂草，都具
有医用的价值，《本草纲目》中收录的
上千种草药就是最直接的回答。

书中，理查德·梅比一方面为自
然界不被待见的植物辩护，另一方面
从历史、小说、诗歌、喜剧和民间故事
中钩沉杂草与人类的关系。回溯人
类文明之旅，不难发现大自然中的野
性从未走远，一部人类与自然的博弈
史，也是一幅庞大的杂草迁徙与流浪
的图景。 （来源：新华读书）

《杂草的故事》
理查德·梅比著
译林出版社

《东京留学忆记》
李永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茶泡饭的滋味

日本现代著名的美术家与美食
家北大路鲁山人（1883－1959）虽然
吃遍山珍海味，对料理饮馔，器皿杯
盘的讲究与品味，可谓行家中的行
家。可是这么一位有品位的老饕，
在吃过大鱼大肉之后，却对茶泡饭
情有独钟。

茶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将咸鲑
鱼、海苔或梅子等几种食材置于碗内
米饭之上，之后以日本煎茶或烘培茶
或玄米茶等倒入碗中，稍微搅和后，
即可食用。北大路先生为茶泡饭写
了七八篇文章，其中一篇题为《茶泡
饭的滋味》，一开头，他就说饱食丰盛
大餐后，有时突然会有想吃茶泡饭的

欲望，而且挥之不去，反复阐述茶泡
饭平淡的精微。

在平平淡淡之中，作者回忆在东
京求学的往事云烟，这些文字没有抢
眼的标题，没有刻意渲染的情节，没
有夸大的感情，更没有肆意突出中
日差别来挑动读者神经，一切似乎
极其平淡，细细咀嚼后，犹如茶泡饭
一般，令人回味无穷，一章复一章读
来，仿佛吃过好几道不同食材的茶
泡饭，滋味越发深刻多样，而不是茶
加饭味而已。

“另一种日本论的可能”
本书其实极富深意，而且在序言

标题就透露作者寄意——“另一种日
本论的可能”。初读时，觉得有点异
样，为何一本留学回忆要提升到日本
论这样的高度，未免言过其实，读后，
果真如作者所言，在回忆的断片中，
编织嵌入作者铙富学养的日本论。
这些回忆的断片实际上是首尾一贯，
章节次序亦非如乍看之下，随意编
插，而是有层次，有先后，有深浅，有
结构；这个结构是作者选择的叙述，
从人（第一章《梅子小姐》）开始，最后
归结在人世间的《王道乐土》（最后一
章的标题），中间充满人文情怀与作
者的终极关怀。

第一章《梅子小姐》，从时间顺序
而言，并不是作者到日本以后最早的
一段故事，而是进入东京大学社会学
系以后“邂逅”的一位日本女性。第
二章《黑田校长》才是作者刚到日本，
在语言学校读书到鲤跃龙门上东大
的经历。

为何会有这样时间顺序颠倒的
安排呢？梅子小姐是作者在东大社
会学系读书时系办公室的秘书，这位
日本小姐如同不少日本女性，有自然
而然，令人愉快着迷的神情与性格，
同时打扮入时，更令社会学系不少男
同学有些憧憬，但梅子小姐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对作者而言，毋宁就是一个
谜。尽管如此，梅子小姐的开朗笑
声，她的阵阵香气，在作者笔下，读来
有如亲历。作者的用意，自然不是主
动暴露青春时期的朦胧情愫，而是在
凸显直到他在东大遇到梅子小姐，他
才对异乡的日本人有了完全人对人
的感觉。

交叉轴呈现的张力
全书的主题在第三章《神凤特攻

队员》里展开。作者经由他打工的
餐厅老板口里，首次听到日本战前
无所不在的《教育敕语》正文时，才
恍然大悟，原先对传统的认识，特别
是儒学传统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没有予以足够的正
视。所以，在文中，作者特别引用

《教育敕语》正文的前半部。让读者

无法逃避，同时提醒读者，日本近代
国家的两大支柱，其一就是《教育敕
语》，其二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
这是理解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
的基础知识，因为这两份政治宪法
文件承前启后，无比重要。这段布
下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日本文
化、儒学传统与现代生活等几条光
谱的交叉轴。

这几条光谱交叉轴呈现的张力，
在之后一些篇章中继续发挥，比如

《女教授》一章，提到作者与日本著名
中国明清史学家岸本美绪的一些往
来。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刻意平淡无
奇地道来，他自己第一次读《荀子》，
就是在岸本美绪这位日本女教授的
课堂里，而且连《大清律例》也是头次
一并学习。

一位在中国读完本科的中国
人，第一次读《荀子》竟然在异国由
日本教授指导，这要回到清末民初
时，仍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连主张废读经的蔡元培可能都无法
预睹这近百年后的怪状，然而这种
怪状在今天的中国却已是恬然不以
为怪。日本中国，中国异国，扑朔
迷离。

中日和解、传统与现代
融合的茶泡饭

第三章《神凤特攻队员》中同时
开出另一主题：近代日本侵华撕裂中
日两国的悲痛历史与中日两国的和
解。在此章中，作者借由他老板之口
忏悔、道歉日本在近代侵华的错误与
对中国的忘恩负义。这个主题与先
前的传统，在最后一章《王道乐土》里
汇合而升华。作者从考察“王道乐
土”一词，再带入中日历史与文化的
纠缠，指出中日已经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在过去的历史恩怨中，在旅日
求学中，作者对王道乐土有了一番新
的体会，因为，“留学生活激起了我对
美好社会为何物的反思，却是意外的
收获。古典中国，那是我们永恒的故
里”。这才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来源：新华读书）

《培根随笔》是英国随笔文学的
开山之作，谈及了政治、经济、宗教、
婚姻、友谊、艺术、教育和伦理等，几
乎触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
其简洁的语言、优美的文笔、透彻的
说理、迭出的警句，成为世界文学史
上最伟大的散文作品之一。

《培根随笔》
作者：弗兰西斯培根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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