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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重要

当前，气温适宜，是踏青
游玩的好季节，也是各种野菜
生长的旺季。不过，食用野菜
需谨慎，以免误食“毒草”危及
生命。

不吃无法准确识别的野
菜。常见的野菜品种繁多，有
荠菜、榆钱、苦菜、蕨菜、蒲公
英等。其中，有些野菜与有毒
植物很相像，容易误采误食中
毒，严重的可危及生命。因
此，对不熟悉的野菜，不要采
摘，更不要食用，以避免误食
有毒野菜。

野菜不宜当主菜，特殊
人群需注意。不同的野菜有
不同的食性和营养价值，食
用时应适量品尝，不可贪
吃。老人、婴幼儿、孕产妇、
哺乳期妇女、过敏体质等特

殊人群，应尽量不吃或少
吃。例如，荠菜、苦菜、蕨菜、
马齿苋及蒲公英等大部分野
菜性凉，脾胃虚弱者不宜食
用，极易引起消化不良，引发
腹痛、腹泻等症状。部分野
菜如马齿苋、榆钱、槐花、野
芹菜等含有可导致过敏的物
质，特殊体质的人食用后易
引起过敏反应，诱发日光性
皮炎，应引起注意。消化性
溃疡患者慎食榆钱。

留意身体反应。如果在
食用野菜后出现不适，如恶
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应及时
催吐，并尽快就医。同时，最
好一并携带未食用完或剩余
未烹饪的野菜，以便辅助医生
进行诊断和治疗。

（据《健康时报》）

本报宝鸡讯 (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赵
明非）4月25日，陕西省宝鸡
市石鼓阁广场上书声琅琅，

“书香陈仓文明宝鸡我领读”
第五季全民阅读活动在这里
举行。宝鸡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边雅妮，副市长佘俊臣，
市政协副主席李军科参加活
动，并为优秀领读者颁奖。

书香有声，德润心灵。
自2020年以来，宝鸡市已连
续举办四季全民阅读活动，
在传播思想文化、提升市民
素养、传承民族精神、涵育文
明风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本次全民阅读活动以

“周源秦根三千年，十二时辰
阅宝鸡”为主题，聚焦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中蕴
含的“宝鸡元素”“宝鸡符号”

“宝鸡故事”，以12个时辰为
主线，以历史文化为脉络，串
联各县区最具地域特色的文
化符号、文化景点，通过朗诵、
情景故事、歌舞等形式，引导
人民群众参与到阅读中来，共

建书香社会。
最美人间四月

天，不负春光与时
行。活动现场，“何
以 为 尊 ，我 有 中
国！……”舞蹈《一
阅千年》拉开了全民
阅读活动的序幕；随
后《望鲁台上朗朗书
声》《张载讲学》《天
地社火闹陈仓》《炎
帝故里，新质渭滨》等节目纷
纷亮相，精彩的表演与各县区
地域文化特色充分结合，让在
场观众尽享视听融合的文化

“盛宴”。
宝鸡市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杨文明表示：“希望以此
次诵读活动为媒、诗词文化为
介，借助大家的生花妙笔、天
籁之音，让宝鸡的周风秦韵、
文明根脉、青铜吉金、山水风
光、西府美食展现得更深更
好、传播得更远更亮，更好助
力宝鸡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奋力谱写新时代宝鸡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注意！这种生物
已入侵全国12省份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统计，
2016年，红火蚁入侵11个省份的281
个县（市、区），到2023年，数据变化为
12个省份的625个县（市、区），7年新
入侵344个县市区，其扩散速度仍然
很快。

红火蚁的传播扩散途径主要分为
人为传播和自然扩散。人为传播一般
通过园艺植物、草皮、土壤、车辆运输、

农机设备等传播。自然传播主要包括
红火蚁的繁殖蚁婚飞扩散、随水流扩
散及蚁巢分巢和搬迁。

华南农业大学红火蚁研究中心教
授陆永跃介绍，“与土壤相关的调运都
有可能传播红火蚁，根据我们研究测
算，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未来10至
15年，红火蚁还会继续扩散，有可能扩
展到1400个至1600个县市区。”

1.一旦不小心被红火蚁咬伤，应快
速擦掉皮肤上的蚂蚁，立即脱离蛰伤环
境，以免其附着于皮肤进行多次蜇刺。

2.初步评估伤情，轻者可用清水或
肥皂水、10%氨水或5%-10%碳酸氢钠
溶液等含碱性的液体对蜇伤部位清
洗，挤出毒汁，消毒，冰敷；部分患者可
自行借助清凉油或食醋涂抹患处以减
轻肿胀和疼痛；可涂抹抗组胺药和皮

质类固醇乳膏，如皮炎平软膏、炉甘石
洗剂等。如果出现红肿不消退，甚至
出现脓疱，尽量不要让脓疱破损，如果
破损容易引起继发感染，不能去抓挠，
及时就近就医就诊。

3.症状较严重者，出现严重胸痛、
恶心、出汗、呼吸急促、严重肿胀或言
语不清，应立即就近医院医治处理，以
免延误病情。

春季“吃青”正当时
野菜食用需谨慎

陕
西
宝
鸡
第
五
季
全
民
阅
读
活
动
启
动

被叮咬后恐有致命危险
红火蚁，原分布于南美洲巴拉那

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百种最具危险
入侵物种之一。

进入春季，红火蚁活动渐趋活跃，

进入防控关键期。记者近期采访了解
到，红火蚁在南方多省区扩散不容乐
观，如得不到有效遏制，将会持续入侵
更多地区。

被红火蚁叮咬后恐有致命危险
“被咬到手后，我跟家里人说头

晕，没一会儿我就休克过去了。”2023
年10月，广东省惠州市的赖女士不慎
被红火蚁叮咬，引发过敏休克，幸得家
人及时送医进行救治。2023年7月，
在广西钦州东站，一名男子在候车期
间晕倒在地，原因也是因为干活时踩
到红火蚁，引发过敏休克。

有别于普通蚂蚁，红火蚁攻击性
很强。红火蚁叮蜇时，会用上颚钳咬

皮肤，用尾部鳌针刺入并释放毒液，被
叮蜇处会有火灼般的疼痛感，继而出
现红肿化脓，个别过敏体质者可出现
休克甚至死亡。

“红火蚁会影响农林业生产，破坏电
力、交通等公共设施，从长远来看，它还
会破坏生态平衡，攻击地栖性昆虫及小
型哺乳动物等，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
生物安全研究室主任齐国君介绍。

红火蚁入侵，在我国扩散速度快

防控红火蚁须知：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
记者 张朝辉 参考新华社、央视网、
《广州日报》整理）

目前，鉴别红火蚁主要以外部特
征为基础，并参考其野外筑巢特点及
攻击行为特征，可准确加以识别。具
体可根据下面两个特征简单区分红火
蚁和其他蚂蚁：

形态特征：头、胸、触角及各足均
为棕红色，腹部常棕褐色，腹节间色略
淡。胸部和腹部之间有两个腹柄节；

唇基内缘中央有三角形小齿；腹节的
末端有一个明显的螯刺。

蚁巢特征：红火蚁为完全地栖型
的蚂蚁种类，成熟蚁巢会以土壤堆成
高 10-30 厘米、直径 30-50 厘米的蚁
丘，有时为大面积蜂窝状，内部结构呈
蜂窝状。新形成的蚁巢在4-9个月后
出现明显的小土丘状的蚁丘。

如何识别红火蚁？

被红火蚁咬了怎么办？

陕西宝鸡第五季全民阅读活动启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