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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喝了自制药酒出现心脏骤停
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神志才恢复清醒

近日，广西桂林一男子喝下自己泡的药酒后，口舌发麻、
心跳加速、失去知觉。被送到医院后，他多次出现室颤、心跳骤
停等情况，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神志才恢复清醒。

医生介绍，患者中毒，正是因为喝了草乌、川乌泡的药酒。
民间用高度白酒来泡上述两种药材，有祛风湿的可能性，但只
能用来外擦，不能内服。

药酒，分内服和外用1

疫情期间

居家医学观察的
特别注意事项
1.应在社区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居

家医学观察。
2.居家医学观察期间，拒绝一切探

访，其他家庭成员尽量不进入隔离房间。
尽量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必须接
触时，保持 1米以上距离，戴好口罩，做
好个人防护。

3.医学观察者应当每天早、晚各进行
一次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监测，并将监测
结果主动报告至社区医学观察管理人员。

4.观察期间，如居家医学观察者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
退、腹泻等症状时，社区管理人员应当及
时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辖区疾控
机构报告，按规定将其转至定点医疗机
构排查诊治，实行闭环管理。

宗合

年纪轻轻为何有白发
在 25岁前就出现的白发被称为“少

年白”。大规模研究发现，“少年白”与家族
遗传相关性最强。

除了遗传因素，有以下特点的人更容
易提前出现白发：1.压力过大 压力可以
改变黑色素和某些蛋白质，导致头发变
白。2.经常熬夜 睡眠不足会扰乱交感神
经和细胞代谢，影响黑色素分泌。3.梳错发
型 总是中分或三七分，分界处容易长白发。
另外，吸烟、烫染发，也会增加白发可能。

——《生命时报》

多设闹钟易疲劳
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

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有预期，身体就
会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与压
力有关，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
而大多数设置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
激素。

经常醒得比闹钟早，说明压力指数可
能较高。如果设置多个闹钟，就容易让人
陷入慢性压力和疲劳中。

——《生命时报》

带着怒气入睡伤害身体
美国《神经学杂志》上研究发现，带着

怒气睡觉，醒来时也许更生气。强烈的情感
会影响大脑的杏仁体、纹状体以及对新体验
进行编码的海马体。在强烈的情感刺激下，
人对某些事件的记忆会得到大幅强化。

另外，带着怒气入睡，还会让人心跳
加快、呼吸急促、失眠或影响睡眠质量。因
此，如果生了气，就要在睡觉之前想办法
排解掉。

——《生命时报》

指甲太短易患甲沟炎
指甲剪得太短，甲周皮肤就可能会将

指甲的末端覆盖起来，从而形成指甲长进
肉里的现象，即嵌甲。由于嵌甲造成甲沟
组织损伤，导致疼痛、红肿；再加上某些不
良的卫生习惯，甲沟藏污纳垢，很容易引
起甲沟组织感染，造成甲沟炎。

最好将指甲剪成方形，前端是一条直
线，而非圆弧状。不应剪得太深、太短，应
让指甲尖露出1毫米左右小白边。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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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由于药酒的药理作用明显，加之其
生产涉及处方的审定、酒的选用、药料
质量的控制，以及矫味剂、着色剂、制备
工艺的科学采用和设备设施条件的审
批等诸多专业领域，因此国家相关管理
部门既未提倡也未允许普通民众及各
类酒店、餐馆等自行配制药酒。规定虽
不允许，但还是有很多人自行泡制药
酒。

从现代医学来看，药与酒不分的做
法是极不科学的。现代医学体系里，概
念精确明晰，药、酒和食品是绝对不同

的东西，界限分明。
在传统医学里，药食同源却是很自

然的事，很多时候，药品和食品的界限
模糊不清，难分彼此。比如葱、姜，在餐
桌上是调味品，当菜吃；感冒时可以用
来发汗、祛寒，当药用。酒也一样，中医
认为，出现跌打损伤时，用酒来送服一
些活血药，可以加快循环，有助祛除瘀
血。

出于养生保健目的，很多人觉得补
药都能泡酒，有些甚至把好多种药材泡
在一起，中药专家提醒大家，许多药材

并不宜入酒：
1.大多数矿物类药 特别是有毒

的，如砒霜、朱砂、银朱、雄黄等。
2.许多毒性很强或作用强烈的中

药 比如对肝肾毒性很大的马钱子、生
川乌、生草乌、生天雄、生附子、小白撑、
生天南星、生白附子、生半夏、雷公藤、
甘遂、大戟、商陆、芫花、苍耳子、水蛭、
斑蟊、蟾酥等。

3.新近引入的、临床使用经验很少
的新品种药材。

事实上，因药酒出事的案例时有发
生。

有人将药酒当成万能药，当身体出
现某些不适时，总想喝点药酒缓解。药
酒并非万能，不当使用还可能发生危
险。

所谓药酒，即将处理洁净的中药材、
饮片，按一定比例浸入50度—60度的纯
粮白酒中所制得的澄明液体制剂，也有
用黄酒、米酒或葡萄酒替换纯粮白酒的。

传统的药酒一般可分为外用和内
服两种。外用药酒涂在皮肤上，治疗跌
打损伤、关节疼痛，以前在民间流传很
广。外用药酒所泡的药材，大多是生川
乌、生草乌等有毒中药，外用效果很好，
内服却会危及生命。

目前，国内由正规厂家生产并获批
上市，用于疾病防治或养生保健的药酒
有160种左右，大致分为以下3大类：

1.祛风胜湿、通络止痛、强壮筋骨

类 有内服和外用两种，多用于风寒湿
痹、筋骨疼痛及关节病变。例如舒筋活
络酒、祛风活血酒、杜仲酒等。

2.壮腰暖肾、温肾壮阳类 如参茸
酒、苁蓉酒、蛤蚧酒、虫草补酒等。

3.补气、补血或气血双补类 如用
于补气的人参酒，用于补血的当归酒，用
于补阴的地黄酒，用于气血双补的八珍酒
等。

专家：不提倡自行泡制药酒

饮用药酒前应先请中医辨症后开
处方，根据具体情况和体质选择，切勿
想当然。使用药酒，要注意以下几点：

1.早晨空腹和夜间不宜饮用 应在
中餐或晚餐前1小时饮用。同时，应把握
季节时令，温阳、补益性药酒多宜冬日使
用，炎炎夏日应尽可能少饮或不饮。

2.不同情况有不同使用量 应根据
个人对酒的耐受力及药物的性能确定饮
用量，一般每次可饮10毫升—30毫升；
如药中含有猛药，应以10毫升—15毫升
为宜，决不可放量豪饮。

3.服药期间勿随意饮用 服用西药
期间，绝不可随意饮用药酒。许多西药
均不可与酒或药酒同用，否则会产生严
重的不良反应，服用前应咨询药师。

4.饮用药酒期间注意饮食 饮服药
酒，应尽量选食高蛋白和富含维生素的
食物，如新鲜蔬菜、鲜鱼、瘦肉、豆类、蛋
类，不宜吃咸鱼、香肠、腊肉，以免伤肝
或诱发不良反应。

5.出现问题及时就医 饮用后出现
恶心、呕吐、胸闷不适、口唇或肢体发
麻，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
及肝肾功能异常者都不宜饮用药酒，否
则不仅不能治疗疾病，还可能加重病
情。药酒中的酒精和药物一旦和正在服
用的西药发生相互作用，就可能出现不
良反应。

感冒、发热、咳嗽、咽喉肿痛者，患有
各种急性病者，肺结核、皮肤病、痛风患
者，儿童、妇女，经期、孕期、哺乳期的女
性，高龄和身体虚弱的老人等均不应饮用
药酒。总之，药酒也是酒，能少喝就少喝。

据《生命时报》

饮用药酒要注意5件事

20岁的女孩小雪（化名）近日出现
腹痛，来到宁波市鄞州区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就诊。没想到，检查结果让全家人
措手不及——她被医生确诊为结肠癌
中期。

据了解，小雪从半年前开始时常感
觉头晕乏力，每个月的月经量也变多
了。小雪说：“我以为是贫血所致，希望
通过多吃红枣、猪肝等食物来改善。可
几个月下来，贫血症状反而越来越严
重。”后来，她突然腹痛难忍，才前往医
院就诊。

据小雪的主治医生、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史久煜
透露，近日，他还接诊了一位 24岁女孩
小丽（化名），也是因贫血、腹痛来就诊，
结果也被查出结肠癌。

史久煜医生提醒，出现贫血应及时
到医院进行血常规检查，明确病因，再
对症治疗。

为什么两个姑娘才 20多岁，就患
上了结肠癌？在分析病情并排除遗传因
素后，史久煜医生认为，这可能与她们
平时的饮食习惯有关。两位女孩都喜欢
吃烧烤，烧烤类食品中的 3—4苯并芘

是一种致癌物质，如果长期食用，就可
能为结肠癌埋下祸根。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结直肠肿
瘤科主治医师刘嘉介绍，早期结直肠癌
往往没有症状，或症状不明显，仅表现
为消化不良、腹部不适、大便潜血阳性
等。

随着疾病的进展，患者逐渐出现临
床症状，因其发病部位不同，表现为不
同的临床症状及体征，但多数与大便有
关。

防肠癌，生活习惯很重要。高脂肪
食物易引发便秘，还会增加肠道内胆汁
酸的分泌，对肠道黏膜形成刺激和损
害。身体长期处在这种刺激和损害之
中，就容易发生结肠癌。

另外，久坐不动、腰腹部脂肪过多、
吸烟、喝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也会增加
患结直肠癌的风险。

据《健康时报》

两位20多岁的姑娘患上结肠癌
医生：可能与她们的饮食习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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