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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春困秋乏夏
打盹”。“春分”过后，气温
回升，天气渐暖人体皮肤
的血管和毛孔也逐渐舒
张，需要供应的血液增
多，这样一来，会使供给
大脑的血液相对减少，因
而人们就会产生懒洋洋
的感觉，人们容易感到困
倦、疲乏，无精打采、昏昏
欲睡，民间称之为“春
困”。

“春困”现象是人体
生理机能随着自然界气
候变化而出现的一种生
理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驾驶员在行驶途中
不注意通风的话，就会造
成车内空气中二氧化碳
等有害气体含量过高，进
一步加重“春困”症状，情
绪躁动、忧虑等，它会使
驾驶员的反应变迟钝、动
作不协调，遇到突发情况
时应变能力下降，甚至作
出错误判断，严重的还会

使人感觉昏昏沉沉、四肢
无力，会直接影响行车安
全，引发交通事故。

据交警部门统计，春
季交通事故发生数量明
显高于夏、秋季，入春以
来因疲劳驾驶而引发的
交通事故数量比刚刚过
去的冬季增加了近一倍，
其中因犯困引发的事故
约占事故总数的70%左
右。因此，“春困”已成为
交通安全的大敌。

“春困”虽然是自然
气候因素作用于人体的
结果，但也不是无法克服
的，不要熬夜，保证足够
睡眠时间。注意室内通
风，保持空气新鲜，严禁
在车内吸烟。做好饮食调
节，开车前不宜吃得过
饱，因为那样会影响脑部
血液供应，导致人体反应
能力下降。

(公路局小区 张燕)

记者 王忠才 整理

读者来信

“春困”袭来,开车别“硬撑”

本报4月18日讯(记者 王泽云) 17
日下午2点多，滨州论坛上一位网友发
出《话说，三界，你买的香椿被人骗了，
那是臭椿，这才是香椿！》一帖子，引起
不少网友关注。帖子中分析了香椿与臭
椿的区别，并且还提醒市民“有的超市
卖的保鲜盒裹着的香椿，就有臭椿，大
家挑选的时候可要擦亮眼睛”。

18日，记者分别从清怡市场和某超
市购买了香椿，价格虽然相差很大，清
怡市场的香椿价格是13元钱一斤，超市
的则是19 . 8元钱一斤，但是经过滨州市
农业局蔬菜办王主任鉴定，这两份香椿
都是真香椿，不是臭椿。

记者走访市场以及超市发现，购买
香椿的市民一般都比较慎重，都会拿起

来闻一闻，不过记者发现有的香椿香椿
味儿浓，有的香椿闻起来则没有味道，
这也给很多市民带来了困扰，但是没有
香椿味儿的香椿也不一定是臭椿。

经滨州市农业局蔬菜办王主任介
绍，记者分别找到了一颗香椿树和臭椿
树，猛一看确实很难分辨两者,但是仔细
观察，香椿和臭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是闻味道，一般香椿都有香味儿，而
臭椿则没有味道儿；二是看颜色，香椿
叶颜色深，叶子呈红色，甚至有些发紫，
而臭椿的叶子则以绿色为主，稍微有一
点红色；三是看叶、茎的表层，香椿的叶
和茎的表层特别光滑，其茎部以绿色为
主，而臭椿的叶和茎的表层则是毛茸茸
的，茎部以红色为主；四是看叶子之间

的叶间距，香椿的叶子之间的叶间距很
大，而臭椿的叶间距较小；五则是尝，香
椿吃起来比较香，而臭椿吃起来则发
涩、苦，舌头发麻。

“啥？我买的香椿是臭椿？”
专家五招教你辨别香椿和臭椿

本报 4 月 1 8 日讯 (记者 张牟幸
子 ) 18 日上午，滨州本地某些网站、
贴吧及部分微博上流传滨州市发现
一例 H7N9 禽流感患者的说法，引起
许多市民恐慌，纷纷打电话求证。记
者联系市卫生局了解到，此事纯属谣
言，滨州市并未发现 H7N9 禽流感患
者。

18 日上午，滨州市某贴吧上出现
一则帖子，内容大致为：今天上午九
点半消息，男，2 3 岁滨州人，姓郭名
超，前天晚上在烧烤店吃了鸡翅后回
家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诊断后发现
是感染 H7N9，现在在滨州市人民医

院隔离治疗。而在 1 8 日上午十点多
时，记者又接到市民电话，称在滨医
附院确诊一例感染 H 7N 9 禽流感患
者，已经被隔离治疗。随后，类似信息
不断被市民传播、询问，记者的手机
上也接到了转发的此类消息。市民王
先生打来电话表示，听说滨医附院上
午刚确诊了一例 H7N9 禽流感患者，
而且已经在治疗了，“到底是不是真
的啊，难道滨州真的有了 H7N9 禽流
感患者吗？”

随后，记者针对此事咨询了滨州
市卫生局相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此消息确定是谣言，因为滨州

目前还没有发现感染H7N9 禽流感的
患者，“今天市卫生局也接到市民打来
咨询是否发现禽流感患者的电话，如
果发现感染患者，将统一由省级相关
机构对外发布，而且发现首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患者后要送至省疾控中
心进行检验，目前滨州市还没有任何
送检的患者，所以这种信息肯定是谣
言。”市卫生局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
发现 H7N9 禽流感患者，相关卫生部
门会及时通报，希望广大市民不要相
信此类不是由官方部门发出的信息，
也不要随意传播此类谣言，以免引起
广大市民恐慌。

左侧是香椿，右侧是臭椿。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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