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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随意加药，从1粒
吃到120粒
孙小姐刚刚大学毕业，服安眠

药已4年多。最早出现失眠症状是
高考时，由于学习压力大，整晚睡不
着，就到医院配了“思诺思”。一开
始每天遵医嘱服用1粒，后来觉得
效果不好了，再去看病嫌麻烦，就给
自己加药。
由于长期服药，孙小姐对药物

出现了耐受性，服用剂量也越来越
大。4年里，她从吃1粒变成2粒，2
粒变成4粒，再到20粒，逐渐增加到
了120粒。
“我已没有正常的生物钟，作息

全靠药物。这种药每次只能配一
点，于是我只能到各家医院去配药，
感觉非常痛苦。”孙小姐说，即便如
此，配来的药也根本不够吃。而服
药上瘾的生活，不敢对朋友讲，整个
生活圈越来越窄，性格也变得悲观。
杜江告诉记者，安眠药成瘾是

一种常见的药物依赖，这类药物需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能随意更改
剂量。比如，服用安眠药后，如果出
现耐受性，效果不佳的情况，应及时
到医院来就诊，不要随意增加药量。
孙小姐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用其他长效药物进行替代，2周后
出院。但出院并不是治疗的终点，

还要定期随访。可惜，孙小姐回家
不久又吃上了安眠药，之后又来住
院戒断过一次，此后便失访，再也没
有来过。
“很多成瘾患者的特点就是这

样，容易复发。因此需要患者有很
强的主动性去戒断，也需要家属的
配合监督。遗憾的是，很多家属并
不了解这种疾病的特点，不是一味
指责，就是帮忙找药，导致患者戒断
异常艰难。有不少住院病人出院后
就失访了，无从知道他们的后续。”

杜江表示。
这些年，随着生活压力增大，精

神障碍、睡眠障碍群体数量上升，服
用安眠药的人增多，并且年龄呈下
降趋势。杜江告诉记者，仅仅从精
神卫生专科机构的门诊和住院人群
来看，住院患者就有将近40%使用
过安眠药；门诊患者中，有50%处方
里有安眠药。
任何药物都有不良反应，安眠

药也不例外，主要包括依赖性和认
知功能的下降等。其实，只要按照

医生建议合理、规律、科学使用，出
现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大大减小。但
是，本身有心理健康问题、物质使用
障碍的患者更可能产生药物依赖，
在不规律、大剂量用药等滥用药物
的情况下可导致成瘾。

买多盒止咳药，“惊
动”了公安
和安眠药类似，咳嗽药也会成

瘾。前两天，杜江就接诊了一位因
止咳药而成瘾的小伙子。20岁的

小李在药店购买了止咳药“右美沙
芬”片剂。这是一种非处方药，但是
购买需要实名登记。由于一口气买
了多盒，药店后台自动联网公安报
警，很快，警察就找到了这位患者，
并通知他的家属。
家人发现他服用止咳药上瘾，

将他强行送入医院。但是，小李却
否认自己服药。杜江发现，小李由
于距离末次服药时间已经两天，来
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戒断症
状，瞳孔直径变大，手微微颤抖，皮
肤潮湿、出汗，虽然意识尚清晰，但
情绪非常不稳定。经和家属协商，
医生把小伙收治入院接受治疗。
“为寻求一时刺激而大量服用

止咳药的年轻人并不是个案。一些
止咳药能产生镇咳作用，也带来一
定的愉悦和欣快感。”杜江指出，在
年轻人中，多种药物混用也是常见
的情况之一，所涉及的药物甚至还
有类固醇类药物、止痛药等。
超剂量滥用该药物后，会产生

神智错乱、运动失调、伤害他人及自
我伤害行为，而除了带来精神和躯
体伤害外，超量服药甚至存在着急
性药物中毒导致死亡的风险。因
此，杜江表示，在服用精麻药品时要
谨遵医嘱，切不可自行诊断服药或
更改剂量频次。

本报记者 左妍

安眠药越吃越多，小心药物成瘾
医生提示：遵嘱服用精麻药品，切不可自行诊断服药或更改剂量频次

■ 杜江主任（左）和患者交流 采访对象提供

普通人服用上
百片安眠药无异于
自杀，但对于23岁

的孙小姐（化名）来说，只是为了让自己能
舒服地睡个觉。但是，孙小姐服用的安眠
药属于国家管制药物，到处想办法找药已
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终于，她
主动走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到物质成
瘾科寻求帮助。
昨天是“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

际日”，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物质成瘾
科主任杜江看来，药让人上瘾，不是一件
新鲜事。近年来，安眠药、止咳水成瘾的
患者越来越多，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从研究“鱼宝宝”到教育小宝宝
专业跨界的“祥子老师”激发孩子们对海洋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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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关注

新民随笔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根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
定》《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规定》有关要求，经市委、市政
府批准，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
护例行督察工作于今年正式启
动。昨天，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进驻长宁区、青浦区两个被督
察区。两区分别组织召开了督察
汇报动员会。

本次督察组进驻时间为6月
26日至7月14日。督察工作主要
采取听取汇报、调阅资料、现场检
查、走访问询等方式开展。
长宁区督察值班电话：021-

22110125，专门邮政信箱：上海市
A05209号邮政信箱。
青浦区督察值班电话：021-

59805251，专门邮政信箱：上海市
A79907号邮政信箱。

第二轮市级生态环保例行督察工作启动

“洋洋爸爸，今天上午的海洋小
课堂里洋洋特别活跃，他说水族缸
可以让家里变得更美，他特别爱观
察里面的生物，希望热爱自然、亲近
海洋的种子在洋洋心中继续生根发
芽……”结束了一天的课程，盛祥在
向家长反馈小朋友们的状态。

去年，盛祥从上海海洋大学水
产与生命学院结束了本硕7年的水
产养殖专业学习生涯，毕业即入职
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从事幼儿园教师
工作。

从研究水产养殖和海洋保护方
向跨界到学前教育，看似毫无关联
的两个事业却在盛祥的不懈坚持下
焕发出新的魅力，在孩子们的心中
埋下蓝色的种子。

“对生命的尊重让
我看到更多的可能”

“一条鱼、一只蟹、一片藻……
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只有尊重
系统中的每一个生命，才能真正看
到‘生命的奇迹’。”这是盛祥在中福
会幼儿园课堂上常常对小朋友们说
的话。

在大学期间，他的导师谭洪新
教授始终强调，水产养殖和海洋保
护的研究基础是对水生生物的认
知，专业的基础课程就包含绘鱼图、
制标本、做解剖，还有水族生态造
景、鱼卵孵化等，让盛祥不断看到海
洋生命的神奇和瑰丽。

在校期间，盛祥为了能照顾好
实验室里的“鱼宝宝”们，常常早出

晚归地守在实验室里，即便遇到临
港“妖风”也阻挡不了他的喂鱼工
作。也正是这种“奶爸”式的经历，
让盛祥在进入幼儿园工作时有了更
深刻的体会。
“在海洋生态系统里，生物的行

为、性格都不一样，如果强行按照人
类的思维去干涉可能会带来‘灭顶
之灾’。在幼儿园和孩子们沟通过
程中也让我看到，每一个人都有着
不同的闪光点，需要我们在尊重他
们的前提下慢慢发掘。”盛祥感慨。

“坚实的专业基础
让工作锦上添花”

幼儿期是培养科学素养的重要
时期，从小打好科学基础是首要任
务，中福会幼儿园围绕“健体健心、
自理自信、动手动脑、全面发展”的
幼儿培养目标，逐步形成和完善了
以“学生活、学做人、学学习”为切入
点的“生存课程”，其中就有盛祥作
为专业支持开发的“海洋课程”。为
了设计好这门课程，激发孩子们对
海洋奥秘探索的兴趣，盛祥在课程
导入、话题讨论和海洋科探室建设
方面下足了功夫。
“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对盛

祥的专业能力培养都起着很大的作
用：《鱼类增养殖学》《鱼类生态学》
等一系列的专业书目和文献是他设
计课程的基础，而在校参加的专业
实践帮助他发掘课程亮点——“小
鱼安家计划”就是其中之一，灵感来
源于盛祥在学校制作的生态瓶，将
少量的植物和以这些植物为食的动
物或其他非生物物质放入一个透明
环境中，形成的一个人工模拟的微

型生态系统，这种模式恰好可以帮
助孩子们在饲养、观赏生态瓶中的
鱼和其他水生生物时激发对海洋的
兴趣。

“跨界”无碍“祥子
老师”受喜爱

在初入幼儿园从事幼教工作
时，盛祥时常担心因专业不对口导
致工作上出现失误。有一次，一个
小朋友问盛祥：“祥子老师，马里亚
纳海沟有多深？里面有什么呀？”对
这个问题盛祥确实不了解，于是把
问题记下，并告诉小朋友：“今天回
家后，我们都去找一找答案，明早我
们来交流好吗？”第二天一早，孩子
将一张自己画的海沟示意图展示给
盛祥，盛祥把从家里带来的深海科
普画册翻开给小朋友答疑，从那天
开始，他发现这位小朋友经常在图
书角翻看深海科普画册。当临近毕
业大家在交流梦想时，这位小朋友
说：“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马里亚纳
海沟科学家！”这件事让盛祥开心了
好久，不安的情绪也逐渐消失。
“虽然我从事的工作与本专业

跨界了，但我却感到‘鱼水和谐’之
美！”盛祥激动地说。在中国福利会
幼儿园内，小朋友们十分喜欢这位
“祥子老师”，园长和同事们也都对
他称赞有加。
打开手机，微信昵称是“一尾小

海洋”的盛祥正在和家长们耐心地
沟通着如何引导小朋友自主饲养、
观察生态鱼缸内的小小生物，用一
尾小海洋的力量激发着朵朵热爱海
洋的“浪花”。

本报记者 郜阳

暑期将至，大小“神

兽”们迎来一年中最期盼

的月份。

孩子们又开始“放飞自

我”，大人们千万不能掉以

轻心。昨天儿子从学校带

回一张《暑期安全教育提

示》，第一条就是预防溺水，

我深以为然。夏季是学生

溺水事故频发的时期，尤其

暑假更是溺水事故的高发

期。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成

为我国学生意外死亡的第

一大原因。

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年

来，几乎每年夏季，我都会遇

见学生溺亡的事件，有些是

准大学生，有些是儿童。极

端的，一起溺水事件同时让

我们失去几个孩子，实在令

人扼腕痛惜。今年5月下

旬，汛期逼近，全国多地先后

发生学生溺亡事件。教育部

基础教育司近期发出《坚决

防范遏制学生溺水事件发

生》的工作预警，提醒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高度重视

学生的生命安全，要求“压实

工作责任”“强化风险排查”

“加强宣传教育”“密切家校

联系”。

虽然从新闻学的角度，

这个话题已经很“老”了，但

“生命至上”，我们仍然要不

厌其烦，反复宣传。我百度

了一下关键词，发现不少地

方都在近期展开了防溺水工

作的宣传与安排。

但是千招万招不抓落实

就都是虚招，不能止于一个

通知，要实实在在构筑好防

溺水的屏障。是否存在“多

头管理多头空”？安全隐患

是否排查到位？宣传还有没

有死角？我们不妨多问几个

为什么。

除了溺水，每年夏季还

是儿童坠楼的高发季，溺水

多发生在农村，坠楼多发生

在城市，背后原因多有相似

之处，治理之道也有相通之

处。无论是防溺水还是防

坠楼，都关乎人命，这些工

作要入脑入心，从政府到家

庭，从社会到个人都真正重

视起来。

愿这个假期不再听闻

溺水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