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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聚焦

据新华社电 右美沙
芬是一种常见镇咳药，主
要通过抑制延髓咳嗽中
枢发挥镇咳作用。今年4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公告，将右美沙芬等
药品列入第二类精神药
品目录，7月1日起施行。

多名医生表示，此次
列管的对象是右美沙芬
单方制剂，最常见的为氢
溴酸右美沙芬片。按照
规定，第二类精神药品零
售企业应当凭执业医师
出具的处方，按规定剂量
销售，并将处方保存 2年
备查；禁止超剂量或者无
处方销售；不得向未成年
人销售。

记者近日走访天津、
山东等地发现，部分线下
药店不再出售右美沙芬
片。天津市一家药店负
责人说，新规生效前夕，
到药店买右美沙芬的人
突然多了起来，主要是年
轻人。

今年 3月，记者在山
东省中部地区一家药店
询问购买时，销售人员没
有询问处方就立刻拿出
药品，并建议一次性多买
几盒。

2022年底施行的《药
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
一版）》明确，右美沙芬口
服单方制剂禁止通过网
络零售。记者发现，目前
虽然无法在线上正规售
药平台购买，但依然存在
私自购药渠道。

新规实施后，微博、
小红书、快手等社交平台
依然存在求购或售卖右
美沙芬片的帖子；部分卖
家还涨价售卖，记者此前
询问为15元一盒，如今价
格涨到20元一盒，有卖家
称“以后会越来越贵”。

此外，不少卖家开始
推销、售卖右美沙芬的替
代药物。记者联系到一
名右美沙芬卖家，对方表
示右美沙芬片已经卖完，
但是愈美片、苯海拉明、
巴氯芬、复方地西泮等13
种类似药物有货。

“有效成分跟右美沙
芬片完全一样，只多了一
点点愈创甘油醚。”其他
卖家也极力推销右美沙
芬的替代品。

今年 6月，黑龙江安
达市青肯泡乡 14岁初中

生小聪（化名）在课堂上
吞下 30片处方药后被紧
急送往医院抢救。小聪
透露，他此前还吃过几次
右美沙芬片，都是在当地
药店购买，学校不少同学
也在吃右美沙芬，有的已
经连续吃了1年多。

2023年 2月，国家药
监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复方
地芬诺酯片等药品管理
的通知》指出，我国有的
地方出现右美沙芬口服
单方制剂等药品的滥用
问题，且滥用人群以青少
年为主。

有右美沙芬成瘾史
的女孩“橘子”告诉记者，
上学时通过社会人员和
网络了解到右美沙芬“可
以解压”，便加大剂量服
用；一名小红书网友也坦
言，大量服用右美沙芬时
未满17岁。

“我们抢救过一名16
岁的男孩，他一次吃了几
十片右美沙芬。”山东一家
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介绍，
一些青少年接触到右美沙
芬后，会分享给其他人，导
致滥用药物现象扩散。

“晕 晕的，飘飘的”
“吃完看到手机屏幕上
的字在往下跳”……在微
博、小红书等平台，曾有
人“晒出”右美沙芬药物
滥用体验。有人说服药
后昏睡两三天，还有人
出现尿血等症状。

“右美沙芬长期滥用
会导致成瘾。”江苏省无
锡市儿童医院医师刘靖
说，大量服用会导致高度
兴奋、幻视幻听、意识丧
失甚至死亡。

业内人士认为，新规
落地后，既需要采取措施
帮助已经用药成瘾的青
少年进行戒断，更需要严
格药品销售流程，并堵住
诱导信息，防范青少年滥
用药物。

“网络平台也应履行
好社会责任，避免为滥用
药物推波助澜。”专家表
示，互联网为药物滥用诱
导信息的扩散提供了便
利渠道，相关平台应自觉
加强对关键词和变形词
的甄别，加大信息内容审
核力度，违规内容一经发
现立即删除，对违规账号
采取封禁等限制措施。

新华社电 这两天互联
网谁最火？悟空！20 日发
布的中国首款 3A单主机游
戏《黑神话：悟空》，不仅让游
戏圈沸腾，也带火了中国古
建，更让中国文化一跃出海。

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背
景，《黑神话·悟空》选取了山
西玉皇庙、重庆大足石刻、浙
江时思寺等全国多处名胜古
迹进行实景扫描，画面精美，
令人震撼。

在众多取景地中，山西
元素占了大多数。

“地上文物看山西”，不
是虚名。山西是中国传统木
结构古建筑的天堂，2.8万余
处古建筑像散落的珍珠，点缀
着表里山河，其中元代及元代
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占全国
的80％以上。山西现存彩塑、
壁画的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晋城玉皇庙二十八星
宿、隰县小西天悬塑、高平铁
佛寺彩塑、大同云冈石窟、朔
州应县木塔、朔州崇福寺、五
台山佛光寺……古老的建
筑、彩塑、经幢、石雕栏杆等
在游戏中高度还原，让玩家
在游戏中领略文物之美。

“悟空”正在带火古建游。
早在几年前游戏预告片

播出时，网友们“圣地巡礼”
的热情就已被激发，取景地
的游客数量在不断增长。

“怒发冲天”的亢金龙在
游戏中令人惊叹。这一形象
来源于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
星宿之一。这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旅游人数去年
是 3.4万，今年前 7个月已增
长到5.68万人次。

隰县小西天已打出《黑神
话：悟空》取景地的相关介
绍。去年景区接待游客近15

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就已达
13.5万人次。

佛光寺内，中国现存规
模最大的唐代木构建筑、唐
代经幢、唐代彩塑、明代罗汉
像齐刷刷“走进”游戏。去年
佛光寺的旅游人数首次突破
10万人次。

越来越多网民希望“追
随天命人的足迹，体验中国
的古建之美和文化之韵”。

“希望通过游戏的宣传，
带动更多人为文物保护和活
化利用献智献策。”晋城玉皇
庙彩塑壁画博物馆馆长尹振
兴说，他们以敬畏之心守护
好文物的同时，开设壁画课
程、举办二十八星宿的研讨
会、开发文创产品等，促进文
物活化利用。

挖掘文物蕴含的文化内
涵，丰富讲解方式，用数字化
激发文物活力，通过文创产
品将文化元素凝练于方寸之
间，使旅游成为感悟中华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不
仅山西，各地一直在努力。

“悟空”更是掀起一轮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热潮。

“这是一种大胆的创新，

游戏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是
文化自信最直接的表现。通
过它，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佛光寺
保护利用所所长胡俊英说。

在社交网站上，有人夸
赞《云宫迅音》改得燃，有人
介绍游戏取景地的历史文
化，有人深度解析《西游记》
中的角色故事……

从“文化热”“文博热”到
“古建热”，背后是近年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越来越
多人希望深析经典背后的故
事，通过博物馆、古建筑等深
入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

这款游戏还为全球玩家
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新途
径。在国外一些网站，游戏
爱好者在积极发布相关的解
读类视频，不少外国网友对

《西游记》、中国古建筑、中国
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黑神话：悟空》的爆火，
不仅仅是一款国产游戏的偶
然“出圈”，这是文化自信的
必然产物。相信随着对中国
文化 IP不断深度挖掘，更多
现代科技将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更具时代穿透力。

7月1日起，这种镇咳药被列管

向滥用说“不”

新华社发

《黑神话：悟空》火了！

中国古建“出圈”了

游客“打卡”世界最高木塔应县木塔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