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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与往年持平，
有10%桃花出口销售

走进海北东石村，放眼望
去，桃花在田间整齐排列。在周
边海龙围科创区高楼大厦的映
衬下，海北东石村仿佛是闹市中
的世外桃源。漫步桃花田，个别
桃花已抢先吐艳，点缀枝头，惹
人注目。

花农卢永强是当地村民，种
植桃花40多年，目前，他有0.6亩
地专门用于种植桃花，田里正在
培植的 110 株-120 株桃花准备
在春节前上市。

“我田里种植的桃花大部分
是 1.2 米-1.3 米高，适合在家中

摆放，这种尺寸的桃花价钱大约
在 120 元；而 1.8 米-2 米高的桃
花预计售价为200多元。总体而
言，桃花价格与往年持平。”卢永
强表示，2023 年天气较好，阳光
充沛，加上农历多了一个月时
间，桃花有充分的生长期，预计
今年桃花品质好、长势佳。

卢永强介绍，海北东石村有
超过200亩地专门用来种植3万
株桃花，主要在荔湾区内销售。

“每年腊月廿四至廿五，来自各
地的市民慕名而来，专门驱车来
到海北东石村，在桃花花海中挑
选心水靓花，现选现买。”他说。

东石桃花除了在本地销售，
还有小部分销往外地。卢永强
说：“今年村中有 10%的桃花早
已被预订，准备售往港澳地区，
以及马来西亚等。”

桃花订单陆续来，
村民朴实守技艺

在海北东石村的桃花田，多
位村民正在田间巡视桃花，为桃
花上市做最后准备。在记者采
访当天，寒风刺骨，村民陈志雄
和家人守护着桃花田，他的 1.3
亩地种植了220株-230株桃花，
他还在桃花枝干挂上自己的联
系方式，市民可致电订购。

陈志雄说：“现在距离桃花
正式上市还有一周左右，我最

近都在田里观察桃花长势，准
备为桃花摘叶，让其开花。”谈
及桃花销售，种植了 40 多年桃
花的陈志雄对桃花销售保持乐
观，他说：“来找我买桃花的人
基本是熟客。按照往年销售趋
势，我们种植的桃花基本是不
够卖的，大概在腊月廿七至廿
八售罄。”

村民黎叔今年将近70岁，他

和桃花打交道已有 50 多年。和
其他村民一样，黎叔在桃花上市
前亲力亲为，在桃花田间穿梭巡
查，精心呵护自己种植的 100 多
株桃花。

“一株高约 1.5 米的桃花卖
150 元-200 多元，除去花苗、肥
料、田租、人工养护等成本，利润
甚少。而且桃花种植考究花农
的技艺，需要花农长年精心呵

护。”黎叔感慨，东石桃花是村中
“招牌”，如果没有人坚守，那么
这块“招牌”就可能会消失。

在村民黎叔的桃花田中，有
数 株 桃 花 已 被 绑 上 了 红 绳 标
记。“这些有红绳的桃花都被预
订了！”黎叔说，“每年都有熟客
预订桃花。前几天一位住在海
珠区的熟客已致电下单，今年他
要订4棵。”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清清、通
讯员胡颖仪报道：大降温下，电暖
炉、暖风机、暖宝宝等各种“取暖
神器”开始大显身手，却有市民因
取暖器使用不当而致全身烧烫
伤。记者从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获悉，近一个月来，该院已接诊多
例因“取暖神器”使用不当而导致
烧烫伤的病例。医生提醒，冬季
易发烧烫伤事故，若“取暖神器”
使用不当，也会成为“凶器”。

电暖炉爆炸致全身烧伤

近日，40 多岁的吴女士（化
姓）在家中睡觉时，因电暖炉使用
不当发生爆炸起火。吴女士当即
惊醒并迅速扑火，在屋内逗留 30
分钟之后，造成全身多处 70%深
Ⅱ-Ⅲ°火焰烧伤。送院治疗后，
患者由于长时间吸入浓烟导致肺
功能衰竭，需使用体外膜肺氧合
（ECMO）和 连 续 性 肾 脏 替 代
（CRRT）治疗。据最新消息，目
前患者已撤去 ECMO，但病情依
然危重。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烧伤整
形科主治医师汤文彬提醒，冬季
烧烫伤事故频发，最常见且易被
忽视的是爆炸烧伤和低温烫伤。

“当人体皮肤长时间接触高于
45℃的低热物体，容易引起慢性
烫伤。人们在冬季常用的暖手
器、暖宝宝、热水袋、艾灸等都是

低温烫伤的常见热源。”汤文彬表
示，低温烫伤也许表面看起来不
严重，仅仅是红肿或小水泡，但皮
肤深部其实已经受到损伤。如果
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创面感染
导致难以愈合或愈合后遗留严重
瘢痕。

科学使用取暖设备

如何科学使用“取暖神器”？
汤文彬提醒：取暖时应避免取暖
设备直接且长时间接触皮肤；切
勿在睡觉或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使
用取暖物；老人或小孩应在家人
的监护下使用；随时查看使用状
况，发现异常及时停止使用，尤其
是皮肤感觉异常的糖尿病患者，
以及皮肤较易受损的婴幼儿和老
年人更要注意。

另外，要到正规渠道购买质
量过关的取暖产品，慎防“三无”
产品发生意外爆炸，还要定期检
查取暖产品是否老化或破损，及
时更换。

汤文彬提醒，一旦发生烧烫
伤意外，不可用涂酱油、牙膏等土
方法。应立即按照“冲脱泡盖送”
的急救流程处理：先立即用冷水
冲洗，脱去烧（烫）伤区域的衣物，
用洁净的毛巾或衣物等保护创
面，立即就医。“冲脱泡盖送”可降
低热力继续渗入皮肤的速度，起
到预防深度烧伤的作用。

羊城晚报讯 记者薛仁政
报道：近日，全国多地出现强
雨雪和强寒潮天气，广州也出
现大幅度降温。受气候寒冷、
高 校 放 假 和 节 前 返 乡 等 众 多
因素叠加的影响，广州每天参
与无偿献血的人数锐减，血液
库 存 持 续 走 低 。 虽 然 急 救 用

血仍能保障，但部分择期手术
患者已受到影响，很多想春节
回 家 团 聚 的 患 者 此 时 需 要 血
液支持。

为应对“献血淡季”，广州
血液中心呼吁更多的市民在身
体允许的条件下加入到无偿献
血队伍中来，也呼吁各单位积

极组织无偿献血活动，用热血
挽救他人的生命，助力他人春
节团聚，共同保障广州临床用
血的需要和安全。

记者了解到，为感谢无偿
献血者，1 月 20 日-31 日，在广
州市中心城区街头献血点成功
捐献全血（增城区、从化区、花都

区、番禺区除外），即可携带一
名亲友免费参加广州血液中心
提供的华南植物园（含入园观
光门票及温室群景区门票）或珠
江夜游活动。

为 应 对 第 一 季 度 常 规 的
“献血淡季”，广州血液中心多
措并举，除提前部署了春节期

间街头无偿献血活动、2024 年
广州地区医务工作者新春无偿
献血活动和各区无偿献血活动
外，为方便市民献血，即日起至
28 日，广州血液中心街头各全
血献血点均延长一小时工作时
间，后续视各点献血情况再调
整延长时间。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报
道：1月25日，2024年 1月粤A牌
竞价结果出炉。本月粤A牌的个
人车牌最低成交价下跌至 11400
元，平均成交价也比上月下降千
余元；单位车牌的最低成交价和
平均成交价均有所上涨。

2024年 1月份拟配置中小客
车增量指标共 10009 个。其中，
以竞价方式向单位和个人配置普
通车增量指标4009个，单位指标
403 个（含 2023 年 12 月未配置成
功的 3 个单位竞价指标纳入本月
配置），个人指标3606个（含 2023

年 12 月未配置成功的 6 个个人竞
价指标纳入本月配置）。

1 月个人车牌成交最低成交
价为 11400 元，比上月 15000 元
下降3600元。平均成交价14944
元，比上月的 16120 元下降 1176
元。1人以最低成交价成交。

单位车牌方面，粤 A 牌最低
成交价为18100元，比上月15000
元上涨 3100 元；平均成交价为
19287 元，较上月 16227 元上涨
3060元。最低成交价报价个数为
54 个，最低成交价成交个数为 9
个。

大降温警惕烧烫伤

别让“取暖神器”变“凶器”

1月粤A牌竞价：

个人车牌最低成交价下跌至11400元

血液库存过低 呼吁爱心市民伸出援手

广州桃花凌寒开
闹市花田娇艳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广州花卉看芳村，芳

村桃花看东石。桃花是
广州市民喜爱的年花之
一，承载着行桃花运、花
开富贵、大展宏图等美好
寓意。

距离春节不到 1 个
月时间，今年桃花长势如
何？1月25日，记者走访
广州两大桃花种植基地
之一——位于荔湾区海
龙街道的海北东石村，这
里种植的桃花含苞待放，
有数朵桃花提前争相竞
艳。当地种植桃花的村
民表示，桃花将在1月底
全面上市，有不少市民已
提前预订。

今年的桃花长势喜人，而且开花时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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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的
“隐形刺客”

各路艺术家、学者和公益组织已经行动起来，积极地
用创造性的“环保艺术”唤醒公众，提供新的“减塑”思路。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社会创新研究中心
主任胡嘉明说，在人文领域，生态艺术一直表现得尤为突
出。人文领域的学者在尝试用他们的作品对抗塑料污染。
比如，艺术史学者阿曼达·勃茨克在《Plastic Capitalism》
一书中，通过分析当代艺术作品对废弃物的视觉呈现，揭露
塑料与全球石油经济及生态浪潮之间的复杂关系；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社会创新研究中心正在推行“环保
基金——‘无塑香港：买菜也减塑’校园社区减塑大使培训
计划”。

在世界各地，不少艺术家在收集海滩垃圾塑料进行艺
术创作、收集上万根废弃塑料吸管制作社会雕塑……

已侵入人类
的心脏、大脑甚
至胎盘……

微塑料通常是指直径小于
5毫米的塑料颗粒。如果你以
为这么小的东西不会有什么
大作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
为它们被形象地称为“海中的
PM2.5”，就像空气中那些看不
见的颗粒污染物一样，微塑料
也无处不在，它们在水里甚至
是肉眼都难以分辨的。

这些微塑料如何产生？
当然是来自塑料制品。自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发明
了塑料这种东西，因为绝缘、
稳定、耐磨、耐腐蚀、不可燃、
易塑形、刚性好等许多优点，
它迅速被应用到生活中的各
种场景中。但正因为这些特
点，塑料制品也非常不容易自
然降解，于是那些丢弃的塑料
瓶、废弃的渔网、用过的塑料
袋等，便会慢慢风化、分解，最
后成为无数的微塑料颗粒散
落在世界各个角落……

你甚至想不到，家中的洗
衣机也可能就是一个“微塑料
工厂”。有研究显示，聚酯（涤

纶）、丙烯酸和尼龙等人工合
成材料中，石油基材料几乎占
所有纺织纤维的 69%，我们每
次洗衣时，那些合成纤维衣物
便会释放出成千上万的超细颗
粒。它们最终会进入水体，悄
悄融入大自然。

另外，个人护理产品如磨
砂膏、洗面奶、牙膏，其中有一
些直接制作成小颗粒状的微塑
料，被设计用来去除死皮、清
洁，或作为产品的填充剂。 一
些个人防护装备如口罩、手套、
面罩等一次性塑料产品，也是
微塑料污染源头之一。

而我们所说的纳米塑料，
则是一种更微小的存在——
它们的尺寸通常在 1-100 纳
米之间。它们小到可以穿过
细胞膜，在人体内到处自由游
走。它们产生途径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在塑料的降解和制
造过程中无意间产生的，另一
种则是人为地为改善塑料材
料的性能而添加了纳米粒子
而产生的。

微塑料从哪里来？
——家中洗衣机可能就是一个“微塑料工厂”

微塑料已经无处不在。它
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日渐明显。

首 先 便 是 对 环 境 带 来 危
害。微塑料在自然环境中难以
降解，因此它们在水体、土壤甚
至空气中逐渐积累，会造成长期
的环境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的
减少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其次是
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微塑料可
能携带有害化学物质，如塑化
剂、双酚A等，这些物质可能在
生物体内积累，并引起内分泌干
扰、生殖和发育不正常等健康风
险。此外，微塑料表面还可能吸
附有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当它
们进入人体，便可能会影响人体
内分泌系统，甚至引发炎症反
应、氧化应激反应和组织损伤等
健康问题。

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
2023 年发表的一篇环境模型研
究论文指出，2020年，全球初始
海洋漂浮塑料总量中，95%由大
于 2.5 厘米的塑料碎片组成，其
存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更
久。这些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塑

料垃圾，从这些塑料垃圾中逃逸
到水中的微塑料正在悄悄随洋
流扩散，并进入海洋生物体内，
传播到更多地方。而海洋生物
还会因为这些微塑料影响健康
甚至绝育，带来更严重的生态问
题。

食物链仍是目前微塑料影
响人类的最主要方式。如今，人
们从海鲜、瓶装水、牛奶、啤酒甚
至是盐等各种食物中都发现了
大量微塑料。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的最新研究表明，瓶装水中含
有的微塑料数量可能远远超过
人们之前的估计。加拿大的一
个研究团队以美国人的饮食为
基础，根据不同食物消费类别和
食物中的微塑料含量，估算出每
人每年可能至少摄入 5 万个微
塑料颗粒。

此外，空气中的微塑料也可
能通过呼吸进入我们的肺部。
在个人护理产品中，微塑料还可
能通过皮肤接触进入我们的体
内。

微塑料一旦进入人体，便很

难轻松排出体外，还可能会干扰
人的内分泌及细胞运作，对生殖
和免疫系统产生潜在影响，甚至
导致癌症等风险。

一项由我国南方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黄振烈教授团队
进行的研究发现，微塑料可以
分布于包括大脑在内的所有主
要脏器中。这项研究在国际上
首次报道了不同粒径尺寸微塑
料混合暴露对肠道的联合毒性
作用，揭示了目前关于环境中
微塑料颗粒毒性可能被严重低
估的现状。而我国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一项研
究也显示，微塑料已入侵人类
心脏，工作人员在接受心脏手
术患者的心脏组织中发现了微
塑料。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研究
还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微塑料
能够穿过胎盘屏障，影响未出
生婴儿的健康；美国杜克大学的
最新研究则显示，纳米塑料在大
脑中发生作用的过程与帕金森
综合征的发生密切相关，或会增
加患帕金森综合征风险。

既然微塑料已经成为我
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该如
何保护自己？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应当
尽量减少使用塑料制品。我
们可以选择可循环利用的环
保材料用品，比如玻璃瓶和不
锈钢餐具，从源头上减少塑料
的使用；其次，妥善处理塑料
垃圾。确保塑料垃圾能被正
确回收或安全处理，减少它们
进入环境的机会；尽量避免使
用含有微塑料珠粒的个人护
理产品，可选择标有“无微珠”
或标明是天然成分的相关产
品，在洗涤人工合成纤维衣物
（如聚酯、尼龙）时，尽量使用
洗衣袋或安装洗衣机过滤器；
当然，我们还有必要支持和参
与减少塑料污染的宣传和倡
议活动，积极提升公众对微塑
料问题的认识。

科学家们也正在努力研
究微塑料的相关问题，并探索
如何有效清除它们。中国科
学院2021年的一项由吴边团
队与国内外合作者基于计算

机蛋白质设计的研究中，已实
现了高浓度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酯（PET）微塑料在温和条
件下的完全降解。这项研究
为微塑料的生物降解提供了
一种新思路，尤其是对废水中
微塑料的预处理非常有意义。

欧洲专利局的“2023 年
欧洲发明家奖”近期也表彰了
一项利用磁铁从水中提取微
塑料的新技术。

还有研究发现，高级氧
化技术，如过氧化氢和芬顿
试剂的应用，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降解微塑料；催化过程
在水处理中也被用来移除微
塑料，相关的催化方法可能
包括光催化、电催化或化学
催化；光降解也可作为一种
微塑料老化技术，研究表明
微塑料可在紫外线照射下发
生化学结构的变化，进而影
响其物理性能。

未来，应该还会有更多高
新技术和突破，对“隐形刺客”
微塑料进行大范围“追剿”，此
举刻不容缓。

微塑料有哪些危害？
——可造成人体免疫力下降，甚至影响到生殖系统

如何对抗微塑料的危害？
——减少使用塑料制品，积极研发降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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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喝下的清水、呼吸
的空气、穿着的衣服……甚至碗里、盐罐里，到处
都可能潜伏着一种“隐形刺客”——微塑料。有研
究称，人类如今平均每周可能会摄入体积约为一
张信用卡大小的微塑料——这意外的“加餐”是不
是让人有点猝不及防？

最近，一份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的论文称，每瓶1升装的瓶装水中，大约便含有24
万个微塑料颗粒，其中 10%是微塑料，90%可能
是纳米塑料。另一份发表在《国际环境》专业杂志
上的研究报告则称，在2021年后的人类胎盘研究
样本中，研究人员发现微塑料的几率也已经达
100%，其颗粒尺寸还越来越大，甚至肉眼可见
……这些细小的颗粒从塑料瓶、包装袋等各种塑
料制品中“溜”出来，混迹在土壤、河流、海洋甚至
空气中，它们能够通过肺部或肠道进入人体，到达
人体各个器官，包括心脏、大脑，甚至还能入侵胎
盘，影响未出生的胎儿的健康。

它们静悄悄地在人们身体内的每一个细
胞间隙中游弋，虽然细微到肉眼还无法看
到，其危害却已让我们无法再忽视。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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