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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笼罩下，革除滥食野
味陋习已成大多数人的共识。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决定。不过，可能很多人至今
没弄清楚：到底哪些动物才算

“野味”？
一说到“野味”，很多人

会想到天鹅、穿山甲、熊等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但其实，
远离野味，不分保护级别。以
下两大类“野味”，须提高警
惕！

第一类：无证野味。除
猪、牛、羊、鸡、鸭、鹅、鱼
等常见家养动物以外，不常见
的动物被搬上了餐桌，就要怀
疑可能是野味。绝大部分野
味，基本都来自野外捕捉。这
些野生兽类经常出现在野味市
场，不能吃：野猪、野兔、黄
麂/麂子、狍子、竹鼠、果子
狸、猪獾、狗獾、老鼠、旱獭
等。

野生鸟类不能食用，常出
现在野味市场的有：麻雀 （各
类小型林鸟去毛后以麻雀之名
售卖）、斑鸠 （俗名野鸽子）、
野鸡、野鸭、大雁、禾花雀
（原是黄胸鹀，濒危后，以栗

鹀、普通
朱雀、灰
头鹀、黄眉
鹀、小鹀等
冒 充）、 猛 禽
（老 鹰 、 猫 头
鹰 ）、 鹭 鸟
（ 白 鹭 、 夜
鹭）、 白 胸 苦
恶鸟 （白面鸡）、燕雀 （俗名
虎 皮 燕）、 白 腰 朱 顶 雀 （苏
巧）、云雀、竹鸡等。

野生两栖类同样都不能
吃，常出现的有：各种蛇类、
青蛙、蟾蜍 （俗名蛤蟆、熏拉
斯）等。

第二类：有证野味。一些
所谓合法养殖的野生动物，表
面上不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
但普遍存在野外获取种源，或
证件合法但来源非法的“盗猎
洗白”问题。这些物种包含：雁
鸭类、鹭鸟、蛇类、果子狸等。

此外，梅花鹿、蓝孔雀、
大鲵 （娃娃鱼）、鳄鱼 （皮革
养 殖 行 业 废 物 利 用）、 狐 狸
（皮 草 养 殖 行 业 废 物 利 用）
等，虽然已经实现了人工繁

殖，但其进入餐厅，未必符合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存在食品
卫生安全隐患，仍然不建议食
用。

还有一些物种，例如蛇、
竹鼠、獾，冠以“养殖”之
名，容易使人产生迷惑，到底
能不能吃？我们想说的是，没
有证据表明，养殖野味能够缓
解同一物种的野外盗猎生存压
力，养殖野味催生的消费市
场，反而很可能加重野外捕
捉。因此，一定不要迷信所谓
人工养殖的野味。 据新华社

近日，北大一院主任医师王
贵强表示，对于各种病原微生物
的感染，如肌体的免疫状态很好
的话是可以有效地抵御的。人
类肌体的免疫对病原微生物感
染的控制分为屏障阻隔、先天性
或者天然的免疫，还有一点是获
得性免疫。

天然免疫是指病原微生物
进入到人体后，比如上呼吸道、
肠道，天然免疫是像哨兵一样，

对不是肌体固有的物质都有一
个清除的机制，通过单核巨噬
系统等来发挥作用，就是一线
防御系统启动了。

如一线防御系统没阻挡
住，病原体进入细胞内再释放
出来，这时天然免疫就很有
限，就靠特异性免疫或获得性
免疫来清除这些病原微生物的
感染。所以保持良好的免疫状
态，抵御病毒微生物感染是非

常重要的，但现在没特别明确
的药物真正使免疫力上调，我
们强调均衡饮食、适合的运
动、良好的精神状态，都是保
持良好免疫状态非常重要的。

所以王贵强建议公众不要
盲目吃各种保健品、各种药
物，因为可能有药物性损伤的
风险，还是要通过均衡饮食、
良好心态、适当运动来提高整
体免疫水平。 据环球网

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
理署 （渔护署） 发言人2月28
日凌晨发布消息称，一条居于
新冠肺炎确诊者家中的狗，其
口腔、鼻腔样本的病毒测试呈
弱阳性反应，但该狗并无相关
病征。这表明，宠物狗体内至

少含有病毒核酸（RNA）的部
分基因片段，或是基因碎片，
尚不知晓其来自主人还是所居
住环境。这只宠物狗已开始接
受为期14天的检疫和兽医学监
察，但尚无证据证明宠物猫狗
可以传播新冠病毒。

无论后续研究结
果如何，现在看新冠
病 毒 “ 从 人 到 狗 ”、

“从环境到狗”甚至
“从狗到人”恐已难排
除，也说明人兽传播
或 兽 人 传 播 有 了 可
能 。 但 这 也 并 不 奇
怪，在迄今所知的300
多种传染病中，大部
分都是人兽共患病，
而全球最近30年来发

现的40余种传染病，基本上也
都是人兽共患病。

同时，“对哺乳动物加以
防备”的建议不容忽视，这次
的检测结果也敲响了警钟。切
断传播途径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环节，很多人已意识到给钥
匙、门把手等物品消毒，而针
对宠物的防护，还不到位。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与
宠物接触后，用肥皂和水洗手
可以显著减少其他常见细菌在
宠物和人类之间传播。专家也
建议，生活中要经常用湿巾擦
拭清洁宠物的毛发，特别是面
部和爪子。定期给犬、猫驱
虫；定期清洗消毒宠物的用
品，比如牵引绳、嘴套、水
盆、食盆、猫砂盆等。 晚综

首份新冠肺炎遗体解剖
观察报告预发表于 《法医学
杂志》2020年2月第36卷第1
期。

记者2月28日从刘良团队
提供的报告中看到，该报告
讲述了解剖方法和死者病史
等信息，主要报告内容为一
例系统遗体解剖的肉眼观察
结果。研究团队指出，新冠
病毒主要引起深部气道和肺

泡损伤为特征的炎性反应。
此前，由于一直缺乏系统

遗体解剖提供的完整病理学资
料，研究人员对疾病的发病机
制、器官损害等影响无法确切
判断。2 月 16 日，刘良团队在
全国率先开展了新冠肺炎病逝
患者遗体的系统解剖。这份遗
体解剖报告提供了直观的病变
情况，或将为临床治疗方案的
调整提供依据。 据新华社

近日，“口罩还要戴多
久？”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登
上微博热搜第一。上海市新冠
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
宏教授说：“这个状态可能还
要维持1到2个月。那时候没
有新增了，基本上就可以把口
罩摘了。”

此外，在2月27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召开对新闻发布
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
录召提到：在低风险区域出行
仍需戴口罩。

冯录召介绍，根据各地疫情
水平，各省以县域为单元将各个
地区划分为低风险、中风险和高
风险三个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实
施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建
议各地公众根据所在地防控要
求来配合开展个人防护。

其中，低风险区域不等于
没有风险，平时还是要做好个
人防护。对个人来讲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比如戴口罩、勤洗
手，注意咳嗽礼仪，减少人员聚
集，复工复产后注意与同事保
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分散就餐
等等，这些都会有效地降低感
染风险。 据《人民日报》

疫情期间，种种心理压
力 和 负 担 让 人 心 理 压 力 很
大 ， 但 关 键 看 我 们 如 何 对
待。现在介绍一种怡情心理
保 健 操 ， 不 论 是 仍 宅 在 家
里，还是已经返工，都可以
花点时间来试试。

鸣天鼓 两个胳膊肘支在
桌子上，头稍微低下，闭上
眼睛，用双手掌心紧紧按住
两个耳孔，然后用两手中间
的三个指头轻轻敲击耳朵后
面的枕骨，耳朵中随即可以
听到“咚咚”的如击鼓的响
声。敲击要有节奏，每次敲
击二三十下。

耳部按摩 坐在椅子上，
闭上双眼，用拇指和食指夹
住耳朵。拇指在
后 ， 食 指 在 前 ，
自耳朵上部向下
部来回轻轻揉约
10分钟左右。

提腿摸膝 两
脚开立，与肩同
宽 。 先 平 抬 左
腿，用右手摸左
膝 ； 再 抬 起 右
腿，换左手摸右

膝，这样交叉反复练习 3 分
钟。然后，改做平行练习，
抬左腿，用左手摸左膝；再
抬右腿，用右手摸右膝，持
续练习3分钟。

想象训练 选 喜 欢 的 音
乐 ， 平 躺 在 床 上 ， 闭 上 双
眼，让思绪跟随音乐尽情想
象。可以想象躺在海滩上晒
太阳，也可想象躺在草坪上
等，只要能让你感到舒适、
轻松、惬意就可以。练习时
间一般为每次10分钟。

深呼吸 深深地吸气，憋
往，稍顿后再慢慢地、缓缓
地 把 气 呼 出 ， 重 复 做 5～6
次。深呼吸时，也可加入积
极的暗示语言。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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