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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10 沪上小区貉扎堆，

怎么办
多部门实地了解情况，共商应对之策

    脖颈酸痛，本想找按摩师“按一按就

好”，谁知按摩后颈椎间盘突出，双手发麻且
不自主抖动，还头晕头痛；向店家讨说法，对

方竟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说起这段遭遇，
左女士郁闷不已。

一顿操作猛如虎
顾客手麻又头痛

左女士说，6月 11日晚上，她去闵行区
青杉路 327号一家足疗店打算捏脚。“因为

最近脖子有点酸，工作人员就热络地推荐我
去隔壁按摩。”

足疗店旁边这家“主攻各类颈椎、腰椎
问题”的店面房间很小，陈设简单，只有一

张床和一些简单器械，按摩师 50多岁的样

子。“他先用仪器电击我脖子，越电越不舒
服。”左女士说，后来按摩师就直接上手，一

直用力按压她的脖颈，随着力度加大，不适
感越来越强，后来脖子甚至都不太能扭转。

按摩师称，可能左女士的胸椎有问题，所以

造成颈部不适。于是，按压从颈部转移到背
部，“背部被按得一直发出‘咯吱咯吱’的响

声，他按完背部又再捏脖子。”左女士说，当
时脖子酸痛愈发强烈，等她从床上坐起时，

突然发现右手不自觉在抖动，而左手手指
变得僵硬，无法动弹。此外，她还出现头痛、

胸背痛症状。“我马上吓哭了，他还提议再

用针灸试试，被我制止。”左女士称，当时按
摩师立即致电老板，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

是“我好像把一个人按（摩）坏了”。左女士
随即报警。

前期表态会负责
结果出来变了卦

当晚，在足疗店老板的陪同下，左女士
被送往医院。

初步检查后，医生表示，不排除外力挤
压造成颈椎间盘压迫神经，导致手部抖动发

麻情况。在医生建议下，左女士又做了核磁

共振检查。报告显示，颈椎序列正常，生理曲
度变直，且颈 5-6椎间盘向后突出。

左女士称，送医检查前期，店老板还
信誓旦旦“该负责的肯定会负责”，但等报

告出来后却态度大变，反复强调“按摩没
问题”。

记者与足疗店老板取得联系。他表示，
自己曾咨询过医生朋友，得到的反馈是按摩

一次不可能造成颈部生理曲度变直。记者

问：“那按摩后为何会颈椎间盘突出？按摩师
是否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没想到对方竟反

问：“按摩需要什么资质？”

按摩项目很火热
手法不当很伤人

现下，在各类足浴店、美容院和大大小

小会所里，按摩项目十分火热，且已

成为一种常见的保健方式。

上海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朱博

畅表示，颈痛不一定是颈椎病，但颈椎病多
数有颈痛，且“按摩”并非人人适宜。“对于

不专业的保健按摩，如果技师不清楚问题

或病症，按摩时动作粗暴、手法不当，很

容易造成不良后果。”朱博畅指出，时下

很多按摩店技师随意上岗，这种现象

值得警惕。

为此，市民建议相关部门加

强对理疗保健行业的资质审

定和日常监管，不要再让

更多人“很受伤”了。

本报记者

季晟祯

脖颈按压后手麻手抖又头痛？
顾客讨要说法，店家不愿承担责任

■ 物业发现 577号 101室沉降缝隙内有貉巢 王军 摄

■ 601号 101室有人居住的院子里有 4只貉

在活动

    本报 7月 5日 7版刊登《貉出没 扑咬

宠物 袭扰居民》一文后，引发广大市民和相
关部门密切关注。市区两级林业管理部门、

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复旦大学野生动物研究
团队、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治安支队、蔷

薇居委会等实地了解松江区广富林路 1518

弄 369号绿地蔷薇九里野生貉状况，就保护

野生动物、保障居民安全等共商应对之策。

攻击人宠
或是母貉护崽

去年，“新民帮侬忙”微信公众号就曾发
布报道，松江米兰诺贵都有居民被野生貉咬

伤。对此，上海动物园专家徐正强博士指出：
2月至 6月是貉的繁殖期，有护崽的本能反

应，具有一定攻击性。
通过回放 6月 9日清晨陈先生遛狗被

野生貉攻击的监控视频，来小区监测调查野

生貉活动情况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
士研究生赵倩倩表示，犬类嗅觉灵敏，可能

是宠物犬接近了野生貉的巢穴，引起母貉护
崽而“被动攻击”。

而遭到攻击的居民陈先生则回应：“我
是在小区道路上正常遛狗的。法斗犬并非猎

犬，它只是像往常一样去草丛撒了泡尿，我
牢牢地牵着狗绳，貉突然窜出来攻击我们，

咬伤了狗狗。”
那么，如何在貉繁殖期保持人与貉之间

的“安全距离”呢？对此，野保研究人员表示：
通过监测研究，松江野生貉领地半径可以达

到 115米，除了夜晚活动，还常活动在清晨
和黄昏。小区里发生的多次“貉攻击人宠”事

件都与遛狗有关，在貉的繁殖期，居民不妨

稍许改变遛狗的时间和区域，以减少宠物与
野生貉冲突的风险。

样本检测
未携狂犬病毒

现场，有相关部门在收集辖区居民反映
的野生貉相关问题后提出，野生动物“被动

攻击”也是攻击，居民担心野生貉是否携带
狂犬病毒，如果貉咬了宠物或流浪猫狗，是

否会传播病菌？
对此，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

放表示：貉是犬科动物，可能携带细菌或者

病毒，比如狂犬病、犬瘟热或者细小病毒，但
就目前收集的野生貉样本检测中，并没有发

现貉携带狂犬病毒。就风险而言，上海野生
貉数量仅 3000只至 5000只，携带狂犬病毒

传染的风险要远远小于流浪猫狗。国外曾尝
试投喂有狂犬疫苗成分的宠物粮给野生动

物，但成本和投入较大，目前最容易做到的
就是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

还有相关部门认为：小区是居民居住的
场所，安全是第一需求。野生貉伤人伤宠，能

否放归野外？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和王放都坚
称，“诱捕放归野外”治标不治本，应该通过

正确的社区管理，通过引导人的行为来“规
范”野生貉的行为。王放说：“通过对不同小

区野生貉活动的观察了解，小区的管理水平
决定了野生貉的数量是否会激增，貉这种城

市野生动物非常聪明，如果用错误方式引
导，貉就会往错误方向发展。如果人的投喂

等不正确方式诱导停止之后，貉的攻击、追

逐、尾随人的错误行为也会迅速消失。”

群貉出没
首选生态调控

就不少居民最为关心的小区能否继米
兰诺贵都拿到第二张“狩猎证”，对小区野生

貉展开诱捕？林业部门表态，是否通过“狩猎
证”合法诱捕，需要综合评估确定，首选的应

该是生态种群调控。小区首先要做的是生态
调控、种群调控。通过一个阶段的观察，如投

喂流浪猫粮、未及时处理垃圾等居民行为、

小区管理行为得到明显改善后，再观察小区
貉的种群及数量，评估是否需要采取人工诱

捕的方式减少貉的数量。
绿地蔷薇九里占地 18.6万平方米，通过

一台红外摄像设备和一天的观察，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师生估算小区仅有约 20只野

生貉，不具备申请诱捕的条件。
记者和相关部门再次来到陈先生宠物

被袭的 601号 101室围墙外，墙内的院子里
就有研究人员新发现的貉巢。站在围墙外，

大家发现这户已有人居住的院子里正有 4

只野生貉，一只母貉蜷缩着晒太阳，另外三

只幼崽正探头探脑地活动。这与记者之前报
道物业发现的 577号 101室墙角排水沟沉

降处的貉巢分属两个不同地点，而放置红外
摄像设备的 618号附近显然还有其他貉巢。

小区到底有多少野生貉？也许并没有精确答
案。现场林业部门和研究人员指出，貉的数

量是动态的，到 9月，幼貉长大就会被成年
貉赶走，野生动物种群如无人干预会自然调

节。但野生貉分布面广，数量增多是一个无

法回避的现实。

保护动物
也要保障生活

在采访中，从事法律工作的居民胡女士
表示：貉出没确实证明了“生态向好”，也应

该加以保护，但当居住区里野生动物扎堆，
甚至影响到居民日常生活，相关部门是不是

应该采取措施，以保障居民在小区里的正常
活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五条“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野生动物及其栖
息地相关保护规划和措施”，但小区是有别

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人类聚集地。第十八条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控

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人畜安全
和农业、林业生产。”也有持相同观点的居民

提出：院子里就有貉巢，专业部门是不是应
该及时转移？实施“狩猎证”诱捕到底有没有

明确标准？

野生动物生态调整虽属于市容绿化林
业部门的主管范围，但在实施中又绕不开

社区基层治理，不仅需要居委会、物业、业
委会三驾马车的齐心协力，更离不开市民

的配合。既要保护好野生动物，又要保障好
居民日常生活。在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提

升中，探寻更多人和野生动物长期共存之

道是个新问题，如何和谐共处更是一个新
的思考，这其中充满了无数细节，但只要是

多方合作、共同发力，就应该能实现人与貉
的和谐共生。

本报记者 王军 实习生 李嘉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