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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形成“破窗效应”的小包垃圾怎么管？
垃圾箱房的异味如何除？……上海垃圾分类
已走过了三个年头，记者昨天从市绿化市容局
获悉，最新数据显示除受疫情影响外，今年垃
圾分类实效与去年基本持平，而针对小包垃圾
和环境等“顽症”，各街镇和小区也通过科技赋
能、专项整治等方式，进行了重点改善提升。

旧里收垃圾不再烦
对于旧式里弄来说，会形成“破窗效应”

的小包垃圾，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难题。而在
拥有约300户居民的宝山路街道宝昌路老式
里弄，这个难题被一辆移动回收车破解。
记者看到，这辆小车由园区导览车改装

而成，前半部分放着三个干垃圾桶、一个湿垃
圾桶、一个定制的有害垃圾桶，后半部分则能
收集可回收物。每天早、中、晚三个固定时间
段，小车会开到宝昌路停靠，居民可以出来扔垃
圾。“这里没地方设垃圾桶，我们以前有时候就
把垃圾袋扔在马路上，现在每天来收，很方便，
环境卫生也好了。”住在里弄里的李阿姨说。
宝山路街道城运中心垃圾分类负责人鲍

晶晶介绍，这里实际居住着约600人，旧里内
部空间局促、走道狭窄，垃圾投放点无处可
设，直接造成小包垃圾散落严重。于是，街道
参考商铺垃圾上门分类收集模式，改造了“移
动投放车”，还对小车进行了几次升级，加装
了电灯等。

新科技除箱房异味
垃圾箱房的异味，也困扰着不少小区。

有些小区不断喷洒空气清新剂，但效果并不

持久。在海关新村和彭三小区，新工艺、新技
术等科技赋能，把除异味这件“小事”做到了
居民心坎里。
在海关新村，今年7月对垃圾箱房实施了

防虫处理。记者看到，垃圾房的墙壁和箱体，
都被涂上了一层康谱迈科技公司生产的汉斯
克防虫涂料，如同一层“薄膜”，虽然无色无
味，却可以起到驱赶蚊蝇的效果。北京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陈红虹说，覆膜前，要先将垃圾
箱房和垃圾桶彻底清洁，再用防虫涂料涂刷
并自然阴干，防虫效果可以维持3—6个月。
“往年夏天过后，捕蝇笼里都有大半笼蚊蝇。
今年涂了防蚊涂料，笼子里基本看不到蚊蝇
了。”江宁路街道管理办主任周鹏飞说。据

悉，该街道的33个老旧小区，目前都已采用新
型防虫涂料进行改造。
而在彭浦新村街道的彭三小区，则采用

了从植物中萃取的除臭剂，运用无感极细雾
化喷洒，可以做到全自动感应及喷灌。当空
气中除臭剂浓度低于一定数值，盒里就会自
动喷洒除臭剂，通过“一网统管”也可对除臭
剂的使用进行监控。

全程分类体系运转良好
市绿化市容局数据显示，除受疫情影响

外，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可回收物分出量6912吨/
日，有害垃圾分出量2.07吨/日，湿垃圾分出量
9328吨/日，干垃圾清运量15552吨/日。湿

垃圾分出量基本稳定在干湿垃圾总量35%左
右，可回收物回收量基本稳定在日均7000吨
左右，有害垃圾分出量日均2吨以上，与2021
年生活垃圾分类实效基本持平，全市生活垃
圾全程分类体系保持良好势头。

此外，2019年以来，全市服务于居住区的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点中，已有22000多
个完成升级改造，安装了洗手装置和除臭设
备，防虫除臭控制措施已逐步普及。多个街镇还
将“一网统管”智慧平台运用于生活垃圾分类，深
化智能监控对定时定点投放的场景应用。

而在小包垃圾方面，“小包垃圾随手拍”小
程序也已全面上线，市民可随时对小包垃圾落
地现象在线进行反馈。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移动”收垃圾“薄膜”除异味

■ 彭三小区在垃圾箱房安装了植物液挥发型除臭设施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宝昌路737弄旧式里弄采用移动垃圾投放车方便居民扔垃圾

目前已进入小儿肺炎的高发期，家长要注意防范

肺炎爱“找”新入园儿童和“二孩”
丹丹

看
天气

第 线
每年11月至次年1月是流感发病的高

峰，也是小儿肺炎的高发期。今天是世界肺
炎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王立波说，从往年门诊数据来看，儿童内科门
诊或门急诊80%以上是呼吸系统疾病；住院
患儿中也有不少是肺炎。气温波动，婴幼儿
呼吸道防御功能降低，进入集体生活容易交
叉感染，导致呼吸道感染人数增加。

肺炎也可能不发烧
6岁的佳佳（化名）突然发烧咳嗽，在家休

息了几天，也吃了退烧药，病情不见好转。在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呼吸科，医生检查发
现，佳佳除了呼吸频率略快外，肺部听诊并没
有发现哮鸣音和湿啰音。尽管如此，外周血
液检查显示白细胞和中性粒增高，C反应蛋白
偏高，血支原体IgM阳性，再拍了一张胸片，发
现右上肺大片渗出影。原来，佳佳得了肺炎。
肺部检查没有异常，怎么就得了肺炎

呢？王立波说，有些肺炎比较“隐匿”，除了发
热咳嗽，医生听诊并不一定能听到肺部异响
（湿啰音）。学龄儿童常见引起肺炎的病原是
肺炎支原体，主要表现发热和咳嗽，对于持续
发热超过3天伴有明显咳嗽的孩子，尽管肺
部检查没有异常，但仍需要拍胸片明确。佳
佳得的这种大叶性肺炎，大多肺部听诊不能
发现异常体征，其治疗主要静脉用阿奇霉素，
也可以加用糖皮质激素缓解肺部炎症状态。
“除了针对肺炎支原体进行抗感染治疗

外，重症支原体肺炎（大片实变肺炎）治疗还
可能需要加用糖皮质激素，甚至用支气管镜

进行肺泡灌洗，目的是为了防止病情反复，避
免因治疗不彻底而产生肺不张等后遗症，影
响肺部功能。”王立波说。

即便没有发热，同样也可能得肺炎。王
立波接诊过一个6个月大婴儿，咳嗽3天，没
有发热，而肺部听诊有较多哮鸣音和湿啰音，
胸片显示肺气肿和斑片状渗出，病原学检查
提示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诊断急性毛细支
气管炎、支气管肺炎。
“小婴儿易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病

毒主要感染小的支气管，容易导致广泛的小
气道堵塞，引起喘息发作，严重的话可能发展
成肺炎。”王立波说。

肺炎爱“找”哪些孩子
为什么会得肺炎？王立波解释，儿童的

身体首次遇到一种病原体，没有特异性免疫
力，感染后病情容易扩散或加重，所以呼吸道
感染容易发展成肺炎。此外，一些儿童特别
容易呼吸道感染，比如刚进入幼儿园进行集
体活动的孩子，在上幼儿园前，由于接触呼吸
道感染的病人少，或家长保护比较好，很少有
呼吸道感染；但进入幼儿园后，交叉感染使呼
吸道感染频率增加。

肺炎也很容易找上家中的“二孩”。如果
家里有个上幼儿园的哥哥或姐姐，他们会作
为传染源把病毒或细菌从幼儿园带给弟弟或
妹妹，导致反复呼吸道感染，加上婴儿呼吸道
防御能力差，容易发展成肺炎。

临床上，不同年龄、不同季节、不同基础
疾病的孩子，感染病原不一，普通或轻症肺炎
治疗以经验性治疗为主；但重症肺炎需要及
时检查明确病原，进行针对性治疗，减少对肺
组织的损伤。

不久前，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也收治

了一名来沪的5岁患儿，发热持续16天，伴有
严重咳嗽。之前治疗的医院已经给予正规的
支原体抗感染治疗和激素的抗炎治疗，但是
没有改善。借助复旦儿科医院的医联体平
台，王立波指导治疗小组迅速对患儿的治疗
方案进行了讨论和制定，高度怀疑其为难治
性支原体肺炎。肺炎支原体是儿童期常见的
肺炎病原体之一，在5岁以上儿童肺炎中占
比接近50%，大多流行于夏秋季。治疗小组
对其进行了电子支气管镜下的肺泡灌洗，宏
基因的检查也明确了支原体合并肺炎链球菌
的感染。经过治疗，患儿康复出院。

肺炎不是“拖”出来的
如今，很多家长已经具备了肺炎的防治

知识。“发烧咳嗽不能拖，否则容易变成肺
炎。”家长都听说过这句话，但这句话并不完
全准确。王立波解释，很多肺炎开始于上呼
吸道感染，后面再逐渐发展成肺炎；其间有个
时间差，如果早点去拍片，可能是正常或支气
管炎，但过几天就可能变成肺炎，很少有一发
热就变成肺炎的。“没有拖成肺炎一说，这是
疾病的发展过程。医生主要根据孩子的发热
天数与热型、咳嗽程度以及肺部啰音来进行
判断，最后拍胸片来确认肺炎以及肺炎的范
围；也不是每个发热咳嗽孩子都需要马上去
拍胸片，否则会出现检查过度的情况。”
王立波还谈到，目前很多孩子伴有过敏

性鼻炎、鼻窦炎和腺样体肥大，也容易诱发呼
吸道感染，在容易呼吸道过敏和呼吸道感染
的季节，需要在耳鼻咽喉科医生指导下进行
相关处理；此外有支气管过敏的孩子（咳嗽变
异性哮喘、支气管哮喘）需要到儿童呼吸道专
科进行评估，明确是否需要吸入糖皮质激素
进行预防处理。 本报记者 左妍

本报讯（记者 马丹）受暖
湿气团强势掌控，申城今天宛若
初夏。清晨北部和南部再现浓
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200
米。白天雾气散净后，湿热体感
来袭，最高气温攀至26℃。不
过，一股“纠偏型”冷空气将于今
天上半夜抵沪，“附赠”降雨和大
风，明后天速降近10℃，近日偏
高的气温将回到正常状态。
这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

晚开始显现。后半夜起，本市会
出现一次大风降温和小雨天气
过程，并伴有短时轻度空气污
染。气温将明显下降，13日到
14日的最高气温将降至17℃，
比今天低了近10℃，而市区的最
低气温也会回落到12℃，郊区最
低气温预计只有9～11℃。冷空
气过境后，气温回升势头后劲不
足，下周的最高气温基本在20℃
以内，以18~19℃居多，最低气
温在12~13℃。与此同时，上半
夜起本市风力逐渐增大，内陆最
大阵风可达6级，沿海地区6～7
级，长江口区7～8级，13日夜间
风力才会减弱。今夜的雨只是
小打小闹，以小雨为主，但下周
中起，短波槽活动频繁，降水过
程增多，天气会显得有点阴冷。
既然冷空气要来了，为什么

今天白天会这么热？短暂的“升
温”只是冷空气抵达前的“烟雾
弹”，锋前增温是升温的幕后推
手。冷空气到来前，处在冷锋锋
面前部的区域被暖湿气流控
制。随着冷锋逼近，冷空气会将
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暖气团挤压
到狭窄区域，大气会出现“聚集
增温”的情况。另外。冷空气到
来前，当地一般都会吹偏南向
风，这也会加剧大气升温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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