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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电子烟”案件多发

今年初，广西钦州市公安局钦

南分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市区

贩卖“上头电子烟”。接报后，警方

抓获 3名吸食者，缴获吸食后的烟杆

2支、烟弹 3个，并循线抓获上线黄某

某。黄某某因犯贩卖毒品罪被钦南

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 3 个月，罚金 3
千元，没收作案工具手机 2部。

近期，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00后”向未成年人贩卖

“上头电子烟”案，被告人王某某、柯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湖南省长

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上头电子烟”案件，被告人“00 后”

肖某获刑六个月……

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庭长欧阳效锦说，披着时尚潮

流外衣的新型毒品具有较强的迷惑

性。一些青少年和初入社会的年轻

人，或缺乏辨别力，或经不起诱惑，

把吸食“上头电子烟”当成时髦、体

现个性的生活方式，往往误入歧途。

新型毒品犯罪呈现新特点

记者调查发现，在各部门协同

打击治理下，新型毒品泛滥的情况

得到极大遏制，但仍有不法分子为

牟取暴利铤而走险。多地警方表

示，当前这类犯罪存在如下特点：

——“互联网＋物流寄递＋电

子支付”的犯罪模式。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报称，

毒品犯罪手段网络化态势明显，近

七成毒品犯罪交易依托互联网实

施，采用“互联网＋物流寄递＋电子

支付”等非接触方式较为普遍，证据

收集和案件查处难度进一步加大。

业内人士介绍，不法分子通过

微信等社交软件联络交易，再依托

快递、闪送等物流服务发货运输。

浙江海盐县人民法院曾判决一起跑

腿小哥专送“上头电子烟”案，跑腿

小哥通过邮寄、跑腿等方式销售给

18个下家，贩卖毒品达 255次。记者

调研了解到，“线上交易”使新型毒

品的买卖行为更加隐蔽，辐射范围

更广。一般买卖双方使用隐语、暗

语进行沟通。

——隐蔽的“圈子交易”。

记者采访了解到，贩卖新型毒

品的人员往往通过熟人介绍线下交

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

玲玲说，2020 年以来，在依法惩处的

1143 名毒品犯罪分子中，再犯累犯

占比 48.2％，“以贩养吸”超过六成。

广西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

庭庭长李阳说，“上头电子烟”等毒

品跨省贩卖多发，贩毒人员通过网

络交易层层分销。

加强全链条打击

2021年 7月 1日起，我国正式整

类列管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新精神

活性物质，这意味着，所有品种的合

成大麻素类物质都属于法律意义上

的毒品。多地警方表示，“上头电子

烟”已成为重要涉毒工具。

李阳等表示，相关部门要积极

溯源，不定期开展专项行动，依法查

处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违法行

为，对电子烟油中添加合成大麻素

等新型毒品的违法犯罪案件进行严

厉查处，实行全链条打击。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互联网技

术、物流行业和线上支付平台的发

展，毒品犯罪逐渐形成流通环节寄递

化特点，物流从业人员、邮件寄收人

员也有可能成为犯罪链条的一环。

“应持续强化寄递安全监管，加

强网络监管。”欧阳效锦说，针对“网

络＋寄递”的毒品犯罪模式，要不定

期进行抽查，对于快递等行业要实

现查、堵、截、控多种措施共同发力，

堵住“上头电子烟”的销售通道。

此外，还要加大对新型毒品的

反毒宣传，提高公众识毒、防毒、拒

毒意识和能力。广西民族大学法学

院教授杨红文说，对新型毒品犯罪

的治理，不仅要依靠事后打击，更要

加强预防，引导公众充分认识到新

型毒品的危害性。有关部门要强化

反毒宣传，社会、学校、家庭要形成

教管合力，向青少年普及相关法律

常识。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不久前，湖北省阳新县警方查获一起贩卖“上头电

子烟”案，警方现场查获含依托咪酯电子烟弹 125个，

电子烟杆23根。

据了解，这种“上头电子烟”外观与普通电子烟不

易区分，但犯罪分子在电子烟油中添加了合成大麻素

等成分，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毒品。

一些犯罪分子以各种方式诱导年轻人吸食“上头

电子烟”，值得高度警惕。广西、广东、青海、山东等多

地已开展行动，严厉打击相关犯罪。

新华社北京 9月
3日电《参考消息》日

前刊登美国趣味科学

网站文章《防蓝光眼

镜 能 否 缓 解 视 疲

劳？》，报道摘要如下：

防蓝光眼镜可能

不会减轻紧盯电脑屏

幕引起的眼睛疲劳，这

是根据近期发表于科

克伦系统综述数据库

的一项新研究得出的

结论。该研究对覆盖

多个国家近 620 人的

17项防蓝光眼镜随机

对照试验进行了评估。

眼镜制造商有时

会声称，通过阻挡可

见光中这种波长较短

的光（即蓝光），防蓝

光眼镜可以帮助人们

保持视觉清晰，甚至

可以改善睡眠。但上述研究发

现，防蓝光眼镜对佩戴者的视觉

质量“可能影响不大或毫无影

响”，而且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也

不像有些研究报告声称的那样

“有显著改善”。

不过，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

心的眼科医师、角膜专家克雷格·

西伊说：“没有理由认为过滤掉蓝

光是有害的。这里的要点是，它

的作用可能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

大。”《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当人

们使用电脑时，会出现眼睛疲劳

症状，原因是当人们紧盯屏幕时，

眨眼次数会少于平常，眼睛会变

得干涩。此外，紧盯近距离的物

体会导致眼部肌肉收缩。短时间

内，这会导致用眼过度。而长时

间后，这会加剧近视。

一些证据表明，傍晚暴露于

蓝光环境中会打破我们的睡

眠－觉醒周期。但你并不需要

特殊眼镜来解决这一问题，美国

眼科学会建议晚上干脆把电子

设备设置为深色模式，并在就寝

前一两个小时完全避开屏幕。

该研究作者、澳大利亚墨尔

本大学验光与视力科学副教授

劳拉·唐尼说：“我们的研究不支

持用蓝光过滤眼镜来减轻使用

电脑引起的眼睛疲劳，如果你是

健康成年人的话。”

这项新研究也有其缺陷。

参与者少、时间跨度短等限制了

评估人员判断这些眼镜从长远

看能否显示出明显益处。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黄庆刚 林凡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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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

顾天成）迎来秋季新学期，中国疾

控中心近日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家

长们帮助孩子更好进入开学状态，

要特别注意增加对孩子内心世界的

关注，观察孩子的情绪、行为，发现

孩子的异常变化时要及时调整、及

时就医。

刚开学这几天，有少部分低年

级孩子表现出不愿意去上学，或上

学路上、到了学校就说恶心、头疼、

发烧等，但到医院又查不出病理问

题；初高中的孩子则主要表现为易

怒、发脾气、急躁等情绪问题……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

科主任崔永华介绍，如果有以上症

状，可能是孩子遭遇了“开学综合

征”，需要用科学方法来应对。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缓

解‘开学综合征’”健康提示，“开学

综合征”并非医学诊断的病症名

称，而是指假期结束、开学之始，中

小学生所表现出的一种明显不适应

新学期学习生活的非器质性的异常

表现。

崔永华表示，家长、老师尽早

识别孩子的心理问题极其重要。

为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开学季，建

议家长们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循

序渐进调整孩子的生活习惯，比如

每天提前半至一小时睡觉；从孩子

感兴趣的书和事做起，比如孩子看

不进去书，可以让他先看自己喜欢

的漫画，保持专注，慢慢地把思维

调整到书本上。如果经过鼓励、开

导等努力后，孩子仍无法恢复，应

尽快寻求正规心理医生等专业人

士帮助。

疾控专家支招缓解“开学综合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