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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沟湖泊野生 难以清洗干净

吃“嘎啦油子”解馋还要防病
本报记者 殷亚楠 实习生 王小蒙

“桑拿天”中暑与

空调病患者增多

本报济南7月30日讯(记者
郭静 李钢) 室外酷暑，室内凉
爽，“冰火两重天”。近日，记者从部
分医院获悉，入伏以来，门诊量比
平时增加两三成，中暑与“空调病”
患者并存，其中以儿童、老人和白
领女性居多。对此，专家提醒，长期
呆在空调房间的人群，更容易中
暑，空调温度应控制在26℃以上，
并定时通风。

在济南市妇幼保健医院儿科
门诊，记者见到不少父母带孩子前
来就诊。林女士4岁的儿子从昨天
开始咳嗽不止，并且伴有高烧，“医
生检查说是病毒性感冒。”林女士
焦虑道，她说可能是夜间吹空调吹
的。“这两天太热了，孩子怕热，不
开空调就出汗，开着却又感冒了。”

该院儿科主任牛静介绍，这几
天儿科门诊量激增，其中以病毒性
感冒为主。“这主要是空调吹多了。
一方面室内室外温差过大，孩子容
易着凉；另一方面空调房门窗紧
闭，不透气，空气不流通，细菌容易
滋生。”

在“空调病”患者增加的同时，
中暑患者也在激增。“今天我们就
接诊了好几例中暑患者。”济南市
立五院急诊科主任付庆元说，根据
临床表现的轻重，中暑可分为先兆
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如出
现恶心、呕吐、晕厥或神志模糊等
情况时，极有可能是重症中暑，应
立即送医院治疗。”他同时表示，长
时间呆在空调房里，进出房间温差
大，更容易中暑。

在济南市中心医院、济南市儿
童医院等情况也大多雷同。

如何预防中暑和空调病，牛静
建议，首先，天气炎热时减少外出，
而在屋内空调温度也不应太低，室
温应控制在26°C及以上；其次，
孩子不能在空调房呆太久，可以适
当开窗通风，注意室内空气流通；
再次，少吃冷饮；最后，让孩子多喝
温水和绿豆汤。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任志
方) 近日，市民赵先生向本报反
映，在南部山区一些集市大量出
售蝎子灯，一些人在购买后，经常
在夜里上山捉蝎子。赵先生担心
一旦捉蝎子的人多了会对当地的
生态造成破坏。

24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仲宫
镇，在靠近龙胜路的一家销售渔
具的商店向老板询问是否有蝎子
灯出售，老板翻了翻货架后表示

“前几天还有，现在卖完了。”随
后，记者又来到斜对面的一家灯
具销售店，在表明来意后，老板从
货架上取下一个盒子，打开后拿
出了一个类似手电筒的工具递给
记者，“这就是蝎子灯，两用的，除
了发出紫外线还能照明。”

“捉野蝎子最好晚上9点以后
再出去，到山上的背阳面，专找大

石头底下或者缝里。然后拿着这
个灯照，蝎子身体会显现荧光，一
晚能抓很多。”

随后记者来到了西营镇，在镇
上问了三四家五金店后，终于找到
一个挂着卖蝎子灯广告的店铺，记
者试图进去打探一番，但该商店一
直锁着门，最后只好作罢。

但在西营镇记者发现有两三
家打着“收购蝎子”招牌的商店。
记者进去其中的一家商店，表示
自己手里有些蝎子要买，但老板
表示要先看看货才能给出价格，

“成色好的200块一斤，差些的一
百七八。”

住在仲宫镇的赵先生告诉记
者，“蝎子能捕杀蝗虫等有害昆
虫，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蝎子数
量的减少，会导致有害昆虫的大
量繁殖，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野生蝎子一斤卖到200块
南山热卖蝎子灯，市民担心破坏生态

除湿机促销

市民不太“感冒”

本报7月30日讯(实习生 胡
玉婷 记者 赵伟) 近日，济南
持续桑拿天气，衣物、家电极易受
到潮湿的危害，不少商家看中这一
商机，促销除湿机。但由于价格较
高，市民对其又不大了解，除湿机
在省城销量还不是太高。

28日，记者走访了国美、苏
宁、三联等家电商场，专门用于降
低室内湿度的除湿机在各大卖场
都有销售，成为不少商家销售的主
角。三联商社一名销售人员介绍，
近日持续桑拿天气，除湿机销售有
点起色。“一般个人购买主要是给
房间除湿，保存一些贵重物品。一
些单位购买，主要是保证电器免于
受潮。”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济南市场
上除湿机的品牌较少，而且价格较
贵，一台价格在2000元—7000元
不等。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对
除湿机不太了解，觉得其使用场合
和季节受限，性价比不高。李先生
称，除湿机是新鲜的东西，也不太
了解，一年里用的机会也不多，再
说空调也有除湿功能，觉着用不
着。

几家家电卖场销售人员也介
绍，除湿机目前还是比较新鲜的事
物，很多市民对它不了解，而且，几
千元的价格也让不少消费者很难
接受，虽然销量比往年有所起色，
但目前还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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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营镇一家销售灯具的店铺，打出了出售蝎子灯的广告。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摄

吃不卫生的田螺有什么危
害？

据齐鲁医院感染科门诊值班
医生介绍，如果食用田螺出现问
题，一般会引起腹泻等症状。

据济南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王德荣介绍，近来因食用田

螺导致食物中毒而前来就医的病
人几乎没有，但并不排除田螺诱
发的潜在疾病，如甲肝等。食用田
螺应选用在水质条件好的环境中
人工养殖的，所含寄生虫和细菌
就会相对较少，但现在田螺大部
分是自然生长的，水质环境不敢

保证。
王主任说，田螺体内携有多

种寄生虫和大肠杆菌等病菌，误
食不干净的田螺容易引起腹泻、
发热等肠道疾病，还会因田螺加
工不到位而传染甲肝等肝脏疾病
和寄生虫病。

提醒>>

田螺可引发寄生虫病和肝病

曾经做过几年“酱油螺蛳”的
张达(化名)说，他从2003年至2008
年每到夏天炒了“螺蛳”在路边卖，
后来又转的行。他简单算了笔账，
田螺按一斤2元进货，炒出来后按5
元一小份(约半斤多)出售，加上各
种佐料、人工、包装袋等成本，一斤
也就是赚三块钱，一天卖一盆二十
多斤，也就赚个几十块钱，每天经
营状况也不稳定。

张达做炒田螺生意时，货源
都是从章丘白云湖或者黄河大桥
来的，有捞螺蛳的人专门给送。因
为他当时主营炒田螺，且经营点
固定在全福小区附近，所以很注

意质量，买来田螺后，都要把螺放
在清水盆里再加一些香油让螺吐
泥。“清洗、吐泥是加工田螺的关
键步骤，如果弄不好，直接影响炒
螺蛳的卫生和口感，清洗、吐泥不
净的螺吃起来会牙碜。”张达说，
也有一些小摊买来田螺后图省事
儿，根本不洗就直接炒了。炒田螺
隔夜就不能卖了，可有些人不讲
究，会把头天剩下的田螺和第二
天的新货掺在一起出售，这样很
容易让人吃坏肚子。

记者以食客身份来到棋盘小
区附近的一家扎啤摊，这里有“酱
油螺蛳”出售。当被问及田螺是否

吐泥的时候，摊主岔开话题，只说
螺蛳的尖儿被剪去了就行。在这
买了一小盘，发现闻上去不错、吃
起来味道不好、还牙碜。而洪楼银
座商城北侧的街上一家有炒田螺
出售的烧烤摊子，摆在外面的桌
椅看上去就脏乎乎的。在和平路
中段一烧烤摊上吃饭的郭先生
说，他也知道田螺这个东西加工
过程很重要，但清洗、炒制都是摊
贩在自家后厨进行，即使有问题，
顾客也无法发现，只能“以身试
验”，发现不干净“下次不来吃
了”，食品卫生监督部门应该进一
步加强监管。

炒制>>

清洗是否干净，全凭良心

记者采访的五家出售田螺
的摊子，有三家是从七里堡市场
进的螺。近日，在七里堡批发市
场海鲜区，一位姓陈的摊主说，
他这里每天能卖出200斤左右的
田螺，都是每天一早有供货商送
来。这些田螺是供货商在微山湖
捞的，加工后送来，田螺从湖中
捞出时外壳上会有些泥草之类
的脏物，加工时这些脏物被刷
去，田螺尖被拧掉。他说，这个市

场上卖田螺的不多，总共三四
家。他已经卖了三年，每年价格
都差不多，现在是一斤2 . 2元，每
年从4月底卖到9月下旬。陈先生
说，“市场上卖的田螺都是在湖
里、河里打捞的，还没听说有养
殖的，田螺这个东西野生的捞出
来都吃不完，就没必要去养殖
了。”

而在该市场另一个摊子上，
田螺要价2 . 5元，摊主说这是黄

河边捞来的。这家的田螺看上去
的确和陈先生摊子上的不同，颜
色有深褐色和青灰色两种，而据
说来自微山湖的田螺基本上都
是青灰色。

在千佛山棋盘社区菜市场，
十几家水产摊位中仅有一家出
售田螺，不过，他们这里的田螺
看上去不像在七里堡市场里那
两家摊位上的干净，而且螺尖儿
也没有剪除。

市场>>

田螺均为河沟湖泊野生

和平路东段路北一家小
饭店打出田螺招牌，来解馋
的人不少。

本报记者 殷亚楠 摄

盛夏，一些路边摊又

挂出炒田螺的招牌拉拢食

客。吃“嘎啦油子”原本是

不少市民的一大爱好，可

此前网上诸多“田螺很脏

不要吃”之类的提醒，让人

们在解馋的时候也多了些

顾虑。路边的炒田螺能不

能放心吃？近日，记者就此

进行了多方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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