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婴幼儿应远离“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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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菌清洁产品广告重塑了“脏”的概念，把消灭细菌的观念植入了大众心中。为了保持卫生，当前婴幼儿普遍被各种抗菌

剂包围，“脏”是他们被限制与否定的高频率词汇。从微生物学的视角看，人类与微生物相互依存，婴幼儿阶段是建立与微生物

共存关系的关键期。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和全面发展，都需要适宜的“脏”。家长应该理性地衡量不同活动区域“脏”的风险与收

益，并根据婴幼儿的成长阶段适当地把他们暴露在“脏”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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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Children Avoid Getting Dirty?
—Baby and Child C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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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ertisements for antibacterial products have reinvented the concept of hygiene, and the idea of killing germs has been im⁃
planted into the public mind. In order to maintain hygiene,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re generally surrounded by a variety of antimi⁃
crobial agents. Children’s activities are often restricted and denied for the sake of hygie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biology, hu⁃
man beings and microorganisms are interdependent. Early life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oexisting relationship with
microorganisms. For their health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needs to be exposed in the microbial environ⁃
ment. Parents should rationally weigh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children being dirty in different area of activity. Infants and young chil⁃
dren are needed to be exposed to“dirty”environment as the growth of their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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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群体的健康，关系到家庭幸福与国家

未来，是“健康中国”计划的重要一环。2019年国

务院颁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

出，“科学养育，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强化儿童家

长为儿童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提高儿童家长

健康素养。”［1］对于婴幼儿来说，卫生和健康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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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毋容置疑，“脏”成为家长对婴幼儿限制性与

否定性的高频率词汇。当前很多中国父母在煞费

苦心地维护着婴幼儿干净及其所在环境的整洁。

在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以下简称新冠）疫

情肆虐的背景下，家长反复给婴幼儿接触到的东

西进行全面消毒，甚至向外出回家的婴幼儿身上

直接喷洒消毒液。这样的养育是科学的吗？值得

深入思考的是，婴幼儿真的应远离“脏”吗？我们

常说“养孩子不能太干净”，这个度如何把握？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百姓通常把污

秽肮脏与微生物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只有一小

部分微生物会让人们生病，与人类接触的一些微

生物还对人体有益。本文中的“脏”主要是指育

儿过程中常见的“脏东西”，比如灰尘、油渍、污

垢、鼻屎等；从微生物的视角看，这些“脏东西”附

着或含有的细菌、真菌和病毒等。笔者从微生物

学的视角，围绕着育儿过程中竭力避免的各种

“脏”，结合新近早期人类微生物的研究成果，探

讨家长如何做好婴幼儿保育工作。

一、养育行为远离的“脏”

在0-3岁这个阶段，家长尤其在意婴幼儿的

卫生问题，在养育中费神耗力地清除各种“脏”的

东西。

（一）室内被抗菌剂包围的婴幼儿

生活中触目可及的广告和育儿帖子，都在暗

示或提醒家长各种有害细菌在家中猖獗，需要用

抗菌的清洁产品来保卫婴幼儿健康。于是消毒凝

胶、紫外线杀菌灯、餐具消毒柜、衣物消毒机、扫地

拖地消毒一体机，纷纷进驻到百姓家中，形形色色

消毒杀菌工具应有尽有。不仅如此，含有抗菌剂

的商品全面融入家长的育儿生活，比如婴儿毛巾、

婴幼服饰、洗衣液、沐浴露，甚至是砧板、儿童餐

具。家长如痴如醉地为婴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消

毒，不仅仅是所在环境和婴幼儿可能接触到的物

体表面，还将抗菌物质运用到日常生活用品本身。

新冠疫情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公众的卫生意

识，“消杀”成为传染病防护的关键词，消毒制剂

的购买数量和使用频率大幅攀升。家长用杀菌

99.9%的消毒液，把婴幼儿的手、裸露在外的皮

肤、带出去的各种东西清洗一遍，恨不能把婴幼

儿直接整个泡进消毒剂中。讲究的家长为婴幼

儿的健康殚精竭虑，在家里处处消毒，希望家能

变成医院无菌的手术室一样。

（二）室外被限制身体活动的婴幼儿

在琳琅满目的消毒工具和消毒液助力下，室

内环境基本可以控制。室外环境较为复杂，随处

可见的灰尘、泥土、枯枝烂叶、碎石子。以前中国

婴幼儿出门的时候，经常被成人抱着，现在他们有

了以婴儿推车为代表的专属交通工具。这种婴儿

推车，不仅可以作婴幼儿的代步工具，而且可以满

足睡觉需求，还能携带各种日常用品。2020年婴

儿推车品类的渗透率已经达到90%，有越来越多

的婴儿家庭不止买一辆推车，新生儿人均约为1.9

辆［2］。有安全带设计的小推车，实际上充当了家

长控制婴幼儿身体活动的工具。公园里、马路上、

商场中，推车里的婴幼儿全身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地看着这个世界。这样婴幼儿不仅能避免出现磕

碰等危险，还能杜绝接触外界的“脏东西”。婴儿

推车里并不都是婴儿，还有五六岁的幼儿。一些

婴幼儿体能变差，走路易疲劳，更愿享受小推车的

轻松和舒适。坐不住婴儿推车下来玩耍的小孩，

总被家长说“脏死了”“不要动”“别摸”“不要吃”，

或者直接被家长一把拉过去。

二、养育观念变化的“脏”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与土地密不可分。进

入新时代以来，“土”“灰尘”“汗水”“污渍”相关的

东西，被定义为下等的，公众唯恐避之不及。家

长在养育行为中尽可能远离“脏”，对“脏”的敌意

日益深厚，这与“脏”的观念变化有关。“脏”在中

国家长的观念里不断地被建构，“脏”不仅是特定

的“脏东西”，而且是可能引起疾病的细菌。“脏”

的概念经历了从“看得见”到“看不见”，从“在这

里”到“哪里都是”的变化。

（一）从“看得见”到“看不见”

20世纪中后期，细菌的观念尚未在我国大众

中普及，那时的家长多按照生活常识保持婴幼儿

的卫生。当“脏”是指肉眼能看见的灰尘、小颗

粒、泥土时，干净的保持基本无需耗费金钱，只需

费些功夫。

直到抗菌产品的广告铺天盖地循环播放，大

众的卫生观念被重塑。这种广告的套路类似于婴

幼儿手上被显微镜放大的细菌，被某某清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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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搞定。此类广告将消费产品连同消灭细菌的

观念一起植入了家长心里。日常生活育儿过程

中，这个显微镜存在于想象中。当“脏”看不见的

时候，很多家长就开始为婴幼儿的卫生状况焦虑。

（二）从“在这里”到“哪里都是”

卫生主要靠眼睛观察，这样的干净概念容易

操作、达成与评价。“脏”在特定的地方，很容易找

到，比如给婴幼儿勤洗手，打扫家中地面。生活

在乡下的婴幼儿，以泥土和灰尘为伴，习以为常，

饭前给婴幼儿洗洗手算是达成卫生要求了。20

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多数父母认为，婴幼儿生活环

境和成人类似，肮脏的地方物理地清除，就能满

足他们对卫生的要求。

而抗菌产品广告打破了这种具体的卫生意

识，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细菌观念。科学告诉家

长，家里地板、婴幼儿玩具、奶瓶、衣服等等，到处

都是细菌。清洁产品广告以图像语言含糊地表

达了，大量细菌正在损害婴幼儿健康，应该不遗

余力地消灭所有细菌。这种“脏”与细菌的心理

联接，困扰着很多爱孩子的年轻家长，加重家长

育儿任务和心理负担。然而，仿佛并没有更多的

权威声音，接着向公众解释如何正确地认识细

菌、对待细菌。

三、养育文化建构的“脏”

中国关于“脏”有丰富的文化建构和道德隐喻，

比如云南苗族村落有“脏者”不婚的习俗［3］。有心

理学实验证明，身体干净程度与道德概念存在隐喻

联结，关于干净与肮脏的道德隐喻具有心理现实

性，并对道德判断产生一致性和补偿性效应［4］。

（一）“互联网+”背景下的“科学”育儿

移动通讯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一方面大大

提升了信息获取的数量和速度，另一方面显著降

低了知识学习的门槛和成本。当前育儿的网站、

微信公众号、APP数不胜数，计划备孕、怀孕生产、

养儿育女全面覆盖，育儿知识、母婴用品和婴幼

早教样样齐全，云端育儿、电子商务、线上线下融

为一体。以95后为代表的“网络原住民”逐步成

为妈妈群体的主流，她们依靠互联网获取育儿资

讯，购买母婴产品，进行育儿交流。在年轻育儿

家庭用户中，超七成用户每天使用育儿APP，每次

6-30min是最常规的选择，育儿APP发挥着“晒

娃”和“提供科学育儿指导”的功能［5］。

互联网擅长发现并放大为人父母的焦虑，还

乐于制造新的育儿焦虑。健康焦虑是育儿焦虑

中最为普遍的焦虑类型。围绕着健康焦虑背后

的需求，大量知识和商品被制造出来。“科学”告

诉家长宝宝皮肤稚嫩、肠胃娇弱、抵抗力差，容易

被滋长的各种细菌侵袭。新媒体还会用各种服

务和产品帮助家长缓解健康焦虑。“全方位呵护

宝宝”“智慧妈妈的选择”，这些耳熟能详的广告

词将母爱和消费品捆绑在一起。于是，各类消毒

设备、清洁工具、清洁剂被广泛宣传、接受、购买

并使用。

（二）“靠经验”育儿与“靠科学”育儿的冲突

当前3岁以下婴幼儿由家中老人照顾的比例

达到54.2%，高于父母照顾；以听取长辈意见为主

的育儿方式，仅占10.8%［6］。在“靠经验”育儿的老

人那里，婴幼儿的卫生与否，靠观察有没有灰尘、

污垢等，细菌的观念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网络

上“黑”老人带孩子的帖子比比皆是，单单围绕着

健康和卫生就有数不清的槽点，比如“亲孩子”“嘴

对嘴喂饭”。在“科学育儿”观念普及下，“靠经验”

育儿的老人经常被嫌弃、被教育、被改造，在家庭

育儿话语权上渐渐失语。老人多指奶奶和外婆，

她们被认为是传统育儿的典型代表，变成现代科

学育儿理念的反面教材。“互联网+”背景下，拥有

现代医学、教育学和心理学背景的专业人员，占据

了育儿的话语霸权，传统育儿话语日益式微。

四、婴幼儿需要适宜的“脏”

从微生物的视角看，家长育儿过程中常见的

“脏东西”，恰恰就是与人类自身和生活环境息息

相关的细菌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一）婴幼儿阶段是建立与微生物共存关系

的关键期

生命的最初几年也是微生物群发展的一个

非常脆弱的时期，抗菌产品的使用、生活方式的

改变会对人体微生态平衡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现在婴幼儿更容易食物过敏、皮肤过敏、湿

疹、哮喘，而20世纪初期这种现象很少发生，这些

疾病被称为21世纪文明病［7］。

通常说皮肤和粘膜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这

并不完全准确。人体表皮微生物群，能够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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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拮抗（antagonism）的功能，对婴幼儿形成生物

性屏障。当外界细菌入侵的时候，原来住在婴幼

儿皮肤上和粘膜上的微生物，与新入侵的细菌为

争夺生存空间展开厮杀。皮肤表面原有微生物

的代谢产物，对新入侵的细菌也会产生抑制作

用。过度使用抗菌清洁产品，会让婴幼儿皮肤表

面的菌群失衡，从而降低皮肤自身的抗菌能力。

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可放松对“细菌”的戒备，减

少抗菌湿巾和杀菌凝胶的使用频率。

从婴儿呱呱坠地开始，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就

在婴儿体内抢占地盘、安营扎寨，这些早期接触

的部分菌株可终身定植［8］。3岁之前，婴幼儿肠道

微生物群的种类不稳定性高，菌群的建立与演替

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超过一定年龄（通常为3-4

岁），肠道微生物群达到相对稳定的组成，并持续

到成年［9］。肠道微生物群落是近年来微生物学家

发现的“新器官”，它在维持人体健康过程中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0］。人体肠道微生物是宿主

免疫反应的维持者，它直接或间接地调控着免疫

系统的功能。对于顺产的婴儿来说，来自母亲产

道的微生物在新生儿的消化道内扮演着医生的

角色［7］。外界适当病原体的刺激，能够激发人类

免疫细胞产生抗体，从而增强人体免疫力。婴幼

儿免疫力较低，面对病原体的攻击抵抗力弱，适

当接触微生物可以帮助他们增强机体抵抗力。

让幼儿适当地暴露在微生物环境下，有助于帮助

幼儿建立起有效的防御系统、识别机制和抵抗能

力，从而顺利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

（二）婴幼儿全面发展需要适宜的“脏”

直接感知和动手操作是婴幼儿认识世界的

主要途径。解放婴幼儿的双手，允许他们在“脏”

的环境里玩耍，是婴幼儿全面发展的需要。婴幼

儿玩沙玩水、打理花草、观看虫子、抚摸宠物，能

够满足好奇心，丰富事物认知，排解不良情绪。

家长经常限制婴幼儿触摸“脏东西”，阻止他们探

索周围的事物，影响了婴幼儿的求知欲、感知觉、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现在都市里成长的幼儿，很多患有“自然缺乏

症”［11］。据调查，河南某市92%的儿童认为自己可

支配的户外自由玩耍时间“少”或“很少”，41%的

儿童“不喜欢”或“很不喜欢”户外空间玩耍，一半

以上的儿童认为自然是消极、恐怖的意象［12］。户

外的草丛、水沟、树叶、小虫子、石头，是幼儿自主

学习的宝贵资源。家长要引导婴幼儿抛开电视和

IPAD，让他们尽情地在自然中玩耍，不因为所谓

的“卫生问题”限制幼儿大胆探索。在户外婴幼儿

“脏一点也没关系”，儿童的心灵需要自然的滋养

和抚慰。婴幼儿在野外喜欢品尝、触摸、嗅闻，这

种全身心的自然感知可以丰富他们的生命体验。

当前劳动教育被大力弘扬，而幼儿总把劳动

与“脏”联系起来。在城市幼儿园的种植区中，很

多幼儿不愿意动手操作，觉得土壤“脏”，怕种植活

动弄脏了衣服和鞋子。如果家长总是以“脏”限制

幼儿，这样家长就在潜移默化中把自己“脏”的观

念教给他们。幼儿逐渐形成了“干净好孩子”的心

理图式之后，就不愿意去触碰他们认为的“脏东

西”，如此会影响正确劳动观念的形成。

五、育儿需要大胆地“脏”

国外逐渐流行起“Messy Play”，即“脏脏”地

玩，让婴幼儿自由玩耍，即便又“脏”又乱也没关

系。家长可以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去考虑接触

微生物的好处与风险，并根据婴幼儿的成长阶段

适当地降低消毒和清洁的严格程度。

（一）在家“脏”需要根据婴幼儿不同的成长

阶段

看不见的微生物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往往与

细菌、病毒联系起来，甚至等同看待。新型冠状

病毒全面爆发以来，家长出于对病毒的恐惧，强

化了婴幼儿卫生的观念，做了大量的消毒和清洁

工作。所有用品采取完全消毒灭菌的方式，看似

爱孩子，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对婴幼儿身体健康产

生影响。有这么一项研究：奶嘴中的残留物采用

两种不同处理方式，第一种父母用嘴吸掉直接让

婴幼儿再用，第二种彻底清洗或者煮沸后才让婴

幼儿使用；结果表明，第一种处理方式中看似“不

卫生”的婴幼儿，却更少得湿疹，皮肤红肿后更少

发炎，呼吸道感染也更少［13］。老人带孩子的卫生

问题也许被年轻家长过度解读。

婴幼儿抵抗细菌的能力随着年龄而增强。

当宝宝没满月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清洁和卫

生。在1岁之前，直接与婴儿口腔接触的物品，

像奶嘴、奶瓶、小勺等，家长可以通过煮沸等方

式进行消毒；而婴儿衣物、围兜、床上用品、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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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只要正常清洗即可。微生物刺激婴幼儿免

疫系统发展是个慢性过程，随着年龄增长家长

应逐渐降低清洁和消毒的严格程度。如果婴幼

儿的生活环境和日常用品反复被消毒，这样婴

幼儿可能失去了接触微生物促进免疫系统发展

的机会。当然，流感季节或当前新冠疫情背景

下，或可能接触到化学残留物质时，婴幼儿有必

要做好防护措施。

相对而言，婴幼儿对自家环境中的微生物有

一定的适应性。家长不必为婴幼儿的卫生问题

过于焦虑，可以给婴幼儿更多他们动手、自主探

索的机会。自主进餐是婴幼儿味觉、嗅觉、触觉

发展的最好感官活动之一。婴幼儿在餐桌上“边

吃边玩”，实际上是在体验食物的物理性状，探索

餐具与地板的相互作用关系。他们手脚并用的

涂鸦、“一团糟”的洗澡、打理家中植物都有着不

可取代的发展价值。

（二）在外“脏”需要勇气和理性

欧美国家的“Messy Play”从婴孩时期开始，而

中国家长处处限制婴幼儿，不敢放手。0-3岁的

婴幼儿家长也应该“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他们

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

需要”。阻碍这种教育理念实施的重要原因在

于，中国家长过于讲卫生，对“脏”的容忍度偏

低。“脏”常常与人的道德和品质关联起来。“脏宝

宝”的家长，会被提醒、被教育，甚至被鄙视，仿佛

弄“脏”的不是自己家的孩子，而是社会的孩子、

公众的孩子。

家长放手养育婴幼儿，首先需要丢掉婴幼儿

必须时刻干净整洁的心理意象，理性地衡量不同

场景“脏”的风险与收益。呼吸道、消化道、皮肤

伤口、泌尿生殖道等是各种病原菌侵入人体的主

要途径。家里空气中的细菌比室外多，而公园、

城郊等地方空气中细菌含量极少。婴幼儿应该

经常被带到户外活动。蹒跚学步的孩童，没有所

谓的卫生观念，喜欢品尝一切可以放进嘴巴的东

西。此时，家长最好不要一味地制止他们，这样

会伤害婴幼儿探究的内在动机和热情，也会减少

适当接触微生物的机会。婴幼儿唾液中有大量

的溶菌酶，对微生物具有清洗和杀菌的作用。他

们的消化道由粘膜覆盖，对病原菌能够起到屏障

的作用。一旦微生物进入到婴幼儿胃里，胃中的

强酸会杀死许多微生物。即便不可避免地进入

到婴幼儿身体里，家长可以这样自我安慰：有些

细菌或许为婴幼儿提供有价值的微生物，从而帮

助婴幼儿形成崭新的微生物群。

（本文观点受到温州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

院杨海龙教授启发，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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