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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的白蚁已悄然“蠢蠢欲动”。刚过去的周
末，连续两个夜晚，多位市民反映家中出现白蚁，且活动
十分猖獗。不过，白蚁防治专家表示，真正全市大范围
的白蚁集中分飞现象尚未到来。这一现象会随着气温、
湿度的变化，在某个节点突然“爆发”，未来几天内就有
可能出现。专家同时提醒广大市民，白蚁具有短期集中
爆发、长期暗中潜伏的特点，日常生活中只要牢记“外防
内治”，就能在防蚁工作中事半功倍。

白蚁蠢蠢欲动 应对须“外防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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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今天下午，由上海
市养老产业促进中心联合新民晚报、上海东方

数智购商务有限公司（东方购物）共同主办的

“2025上海银发经济百大品牌评选”正式启动。

根据相关机构预计，2026年我国银发经济

市场规模将达12万亿元，正从“养老刚需”向

“品质享老”跨越升级。这一进程中，上海始终

走在前列。作为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超大

城市，每三个上海户籍人口中就有一位60岁

以上的老年人。但同时，上海也是老年消费活

力最强、适老产业创新最活跃的先锋阵地。

银发产业在推进过程中，依旧存在例如

相关企业品牌知名度不高、行业标杆不清晰、

市民与优质银发产品间的信息通道不畅等问

题。因此，为了推动行业挖掘和培育真正契

合银发经济需求的优质品牌，让好产品脱颖

而出，三方发起了“2025上海银发经济百大品

牌评选”。本次评选以“重塑银发消费新范

式”为目标，围绕“标杆性”“标准化”“场景化”

三大维度，秉持公平公正、科学专业、用户导

向原则，从数百个报名品牌中甄选出一批在

银发经济各领域表现优异、极具发展潜力的

品牌，彰显了上海银发经济领域的蓬勃活力

与创新精神。

经过初选，最终有228家企业入围，涵盖

银发生活、银发住区、银发照护、银发科技、银

发适老产品、银发健康服务、银发金融、银发

文娱八大核心领域。通过权威评审机制，遴

选行业先锋，为万亿级银发市场的规范化、高

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指引。评选结果将在6月

举办的2025年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

疗博览会上正式公布。

品质养老引领银发消费新升级
“2025上海银发经济百大品牌评选”启动

上周六下午，张江科学会堂，突然爆发出

孩子们热烈的欢呼声。中国首位穿越北冰洋

的女船长白响恩、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雪峰等

科学家和科普大咖，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红外物理与光电技术实践工作站站长

孙丽崴，还有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研究院、上海

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未来科学家”

培养计划的青少年代表们，在红毯上并肩前行。

这是上海市第二十届青少年科技节启动

仪式上的一幕。本届青少年科技节将持续至

10月，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加入科技创新实

践行列，成为上海未来的科技新生力量。

让学生在科技沃土上成长
上海始终将创新教育作为引领未来的关

键，通过不断创新的教育模式与持续发展的

科教融合，为每一个青少年点亮通往未来的

成长之路。

在申城，教育的边界正在消融——课堂

延伸至实验室的操作台，知识生长在院士领

衔的经典导读里。据介绍，上海通过建立青

少年科技创新实践工作站、青少年科学研究

院、青少年创意设计院、青少年工程院等平

台，将校内外教育资源有机融合，让学生在科

技的沃土中茁壮成长。以此同时，上海正以

国际化视野构建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新高地。

过去5年，上海学子在国际科创教育舞台斩获

457项大奖，其中金奖、冠军超250项。

新时代的科学教育需要系统设计、合力

驱动。上海正构建起“资源链+云端链”，开发

“素质教育优质资源平台”，汇聚起7000余门

课程，科普科创、艺术人文、体育锻炼、健康安

全四大领域全覆盖；构建起“名师库+导师

团”，院士、科学家、教授、工程师、高校导师，

点对点推动科创种子落地生根。

据透露，在为期半年的第二十届青少年

科技节期间，将通过市、区、校三个层面分别

开展线上线下100余场活动。

从问号出发培养科学思维
本届青少年科技节启动仪式也是上海科

技传播大会科创教育分会的重点内容，活动

围绕“问号里的成长——科学思维赋能素养

提升新实践”，从探究科学问题出发、聚焦科

学思维培养、汇聚多方合力，凝聚起青少年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澎湃力量。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的褚诗

语在河边发现一只悠然踱步的白鹭时，突然

想问：为什么城市里看不到它们？这个问号

让她开启了《城市鸟类回归原因初探》，后来

她又完成了《上海地区白纹伊蚊调查研究》和

《2023春季上海地区鸟撞现象调查研究》。

古筝为何会“跳码”？上海市实验学校附

属东滩学校八年级陆熠带着这个问号开启了

《古筝“弦—码系统”在演奏及调音时的力学分

析》；随着研究的深入，新课题《古筝音色定量

化分析和一种琴码改进方案》也“接踵而至”。

中国首位穿越北冰洋的女船长白响恩为

孩子们点赞。她说，希望每位热爱科创的孩

子们，用善于发现、勇于探索的精神串联起成

长路上的每一个问号，做好自己人生的船长，

勇往直前！ 本报记者 郜阳

每个问号都是成长坐标
课堂搬进实验室 科教融合为青少年点亮科创梦想

关窗关灯别喷杀虫剂，及时治理家中渗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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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少量 已现分飞
5月16日晚上，新华路294弄某号3楼

一户居民家中，突现白蚁“敌情”。该户主人

去卫生间时，发现原本干干净净的卫生间地

面，突然变得很“脏”。在淋浴房挡水条、墙

面与地面衔接的角落处，均出现了黑黑的

“污垢”，角落处的污垢厚黑且连接成线，周

边则散落着类似“泥灰”、呈木屑状的颗粒。

经专家现场观察确认，这是白蚁为集中

分飞所做准备，堆积而成的一条“蚁路”，这

也表明附近存在白蚁巢穴（或副巢）。

无独有偶，在安福路249弄一户人家，白

蚁的分飞准备更为明显。5月16日该户家

中突然出现许多小飞虫盘旋。这些并非常

见的“飞蛾”，在灯光照射下，主人看到小飞

虫有着白色的双翅，灵敏性较差，掉落之后，

有的翅膀脱落，开始爬行，经确认，这些正是

活动中的白蚁。

此外，5月17日晚上，愚园路1280弄、淮

海中路1412弄均有市民反映与白蚁“狭路相

逢”。在安远路800号西部俊园，大量白蚁围

着小区路灯打转，居民黄女士表示，自己倒

垃圾经过路灯时，身上还“沾”了几只白蚁，

着实被吓了一跳。

PestAway上海瑞季孚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人员胡健介绍，每年五六月份，天气

潮湿闷热之际，白蚁群体为了扩大巢穴，会

修建通往外部的通道，方便繁殖蚁（有翅成

虫）飞出建立新巢，从而准备分飞。

集中爆发 随时出现
记者查询到，5月16日、17日本市的气

温分别为21—27℃、19—32℃。其中16日上

午虽有小雨，但午后起天清气朗，十分舒适，

这样的天气，人体舒适度很高，17日闷热感

提升，但与白蚁喜欢的“潮湿闷热”还有些差

距，为何催发了白蚁“蠢蠢欲动”？

胡健解释，上海地区活动的白蚁主要是

台湾乳白蚁，其分飞繁殖活动对温度、湿度、

气压极为敏感。上海的春夏季节（尤其是

5—7月）平均气温接近其适宜范围，为白蚁

分飞和繁殖创造了理想条件，闷热的傍晚更

是白蚁分飞的高峰期。他进一步分析，由于

不同居民家中室温存在差异，在一些习惯关

闭门窗，尤其是顶楼、阁楼等通风不畅的房

间，因室内闷热，容易促使白蚁提早组建分

飞口、堆积蚁路。

关于本市白蚁何时会大面积集中爆发，

胡健称，根据现场的监测和勘察，今年台湾

乳白蚁在5月16日已进入分飞期，可能持续

2—3周，分多次进行。而大规模集中分飞是

否出现，需结合温度、湿度和气压变化判断，

未来几天随时可能发生。根据本周气象预

报，5月20日、21日是“高风险日”。

外防入侵 内治漏水
对于白蚁防治，有着几十年从业经验的

胡健向记者分享了“外防内治”的基本法则，

这一法则适合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运用。

所谓“外防”，主要针对的是白蚁集中爆

发的分飞期。每年5—6月，在体感像“黄梅

天”的天气里，市民要特别注意气候的变化，

对防蚁有所心理准备。“白蚁的爆发有一个特

点，瞬间爆发。夜幕降临，白蚁到处分飞，如

果此时你的家里窗户大开，白蚁就有可能飞

进家中。如果白蚁成功入侵，又在居室内寻

找到合适的场所，就有可能发展为一个新的

蚁巢。”他说，在白蚁分飞时期，除了及时关闭

窗户，还要关灯，并且切勿使用气雾杀虫剂。

而入侵的白蚁能否在你家中繁衍，有一

个因素很重要，它能否找到既有水源，又适

合生存的地方。因为台湾乳白蚁对湿度要

求极高，虫体含水量约79%，巢体含水量需

维持在30%—37%。它们通过吸水蚁路获

取水分。这也凸显了“内治”的关键，对家中

渗漏水情况的掌握和治理。

胡健告诉记者，根据他们多年的防治白

蚁经验，在发现白蚁的住宅中，95%以上的

房屋都存在不同类型的渗水、漏水情况。“当

环境湿度低于20%时，白蚁会在48小时内脱

水死亡，而渗漏区域湿度常达70%以上，形

成了适合白蚁生存的局部微气候庇护所。”

建筑渗漏多发生于管道接口、屋顶接缝

或地基裂缝，这些结构缺陷不仅是渗水通道，

也成为白蚁隐蔽入侵的途径。此外，渗漏水

还会软化填缝材料（如硅胶、水泥），扩大原

有缝隙，形成白蚁扩散的“高速公路”。

“千万不可轻视家中渗漏水问

题。一旦确认白蚁在家中已经

‘定居’，建议由专业防

虫人士处理。”胡健强

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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