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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诊”带来的麻烦
本报通讯员 夏延民 殷建民 本报记者 吴艳

很多人身体不舒服时，不是去医院，而是选择上网“就医”。结果在网上越查
越心慌，越查越害怕，甚至“诊断”自己得的可能是绝症。当“自诊”形成习惯，“诊
错病”“吃错药”的案例越来越多——

现在很多人有一种奇怪的
“习惯”，当身体不适时，不是寻
求医生的帮助，而是根据经验自
行服药或是到网上“搜一搜”治疗
方法。很多人相信“久病成医”，他
们嫌去医院麻烦，于是催生出了
五花八门的“自诊”方式。

当“自诊”形成习惯，“诊错
病”“吃错药”的案例越来越多，
最终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的
案例也时有发生。

妈妈当“医生”
儿子肝中毒

每年，我市第三人民医院都
能接到一些“自诊”吃药吃出病
的患者。

小明今年 9岁，上小学四年
级。20 多天前，小明出现了咳
嗽、流鼻涕、发烧的感冒症状，他
的妈妈认为孩子问题不大，就按
照以往经验，让儿子吃了感冒药
和止咳药。

3 天后，小明不见好转。妈
妈上网查询，对照儿子的症状，
她觉得孩子患的可能不是普通
感冒，而是甲流。于是，她来到小
区附近的药店，想买一盒奥司他
韦。因为所要购买的药物缺货，
在店员的推荐下，妈妈为孩子买
了抗病毒药品、多种感冒药和维
生素C等。

吃了一周后，小明不再发
烧，但开始浑身没劲，吃不下饭，
小便颜色呈茶水样。几天后，小
明又开始呕吐，身体出现水肿。
妈妈急忙带他来到社区门诊，医
生确认小明患上了流感。因转氨
酶很高，门诊医生建议带小明到
大医院去就诊。

妈妈急忙带着小明来到沧
州市第三医院。

沧州市第三医院肝病二科
主任柴梅经过检查后说，小明确
实是患了流感，但家长自行对其
用药的剂量超过了孩子肝脏的
代谢能力，导致药物性肝损伤。
因为家长未及时送孩子就医，病
情已经发展为药物性肝衰竭。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小明的
病情逐渐好转。

吃了5年三黄片
导致肝功能异常

无独有偶，运河区的吕桂琴
也因自行服药造成了肝功能异
常。

近5年，吕桂琴深受便秘的困
扰。一起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告诉
她，便秘服用三黄片效果特别好。

于是，吕桂琴买了一盒三黄
片服用。最初，效果确实不错。后
来，她加大了三黄片的服用剂
量，效果也不明显了。

吕桂琴看到短视频平台上
的一些主播说，便秘是因为身体
内有毒素，可以吃些去火排毒的
中药。于是，她又买了牛黄解毒
片和三黄片同时服用，以为这样
能够去火排毒。

5年来，吕桂琴只要便秘就

会服用这两种药。具体吃了多少
盒，她已经记不清了。家人也曾
劝说吕桂琴，让她到医院检查一
下，不要自行服药。可吕桂琴总
是以“吃点中药没什么问题”“我
自己的身体自己明白”等理由拒
绝。

近期，吕桂琴感觉腹胀，吃
不下饭，这才想到去医院检查。

她这一检查才知道自己转
氨酶升到了 300U/L 以上，需要
住院治疗。住院之后，她又检查
出了肝硬化。庆幸的是经过保肝
治疗，吕桂琴的肝功能恢复了正
常。

为了闹明白自己怎么得的
肝病，吕桂琴进行了肝穿刺检
查，病理明确了就是慢性药肝。

吕桂琴有点后悔：没想到自
己乱吃药还吃出了病，以后再也
不敢自己给自己开药吃了。

流鼻血的小伙子
“自诊”为白血病

19岁的张昊天最近虚惊一
场——他连续 3天流鼻血，通过
网络查阅，很多人称这可能是患
白血病的症状，吓得他茶饭不
思，当他到正规医院检查后得
知，这不过是春季天气干燥导致
他脆弱的鼻子出血。

“第一次流鼻血的时候，我
其实没有太在意，觉得可能是偶
然现象。”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
晨一洗脸，他又突然流鼻血，而
且流血不止。这让他有点心慌，
但家人都安慰他，可能是天气变
化导致的。

第 3 天，他没有再流鼻血，
但第 4天早晨，他又流鼻血了。

张昊天说：“这次我真的吓坏了，
觉得自己肯定得了什么病。”

于是，他想到之前曾经在网
上“自诊”的经历，想先自己查查
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流鼻血。

他在某搜索引擎中输入“连
续流鼻血是什么病”等关键词，
瞬间出现了无数结果，还有不少
结果显示为一些医院的医生回
复，其中，不少结论都指出，他的
症状有患上白血病这类疾病的
可能。

“我在网上看了上百条分
析，有人还说，如果连续流鼻血，
而此前又经常熬夜，膳食不规
律，抵抗力差的话，就基本可以
确定患上了很严重的疾病，甚至
是绝症。”张昊天说，自己越看越
害怕。

看他如此害怕，家人带他直
奔医院去检查。

最终的检查结果让他哭笑
不得：天气干燥上火引起鼻腔不
适，又因不适而频繁用手抠鼻子

导致鼻黏膜受损，只需再滴一点
外用药即可。

这次的经历让张昊天感慨
不已。他说，此前自己有啥不舒
服基本都不去医院，而是习惯性
地到网上搜索病症“自诊”。

“之前我的干眼症就是根据
知乎的攻略治愈的，所以我就很
依赖于网络给出的治疗方法。”
他希望用自己的这次经历去提
醒更多人，最好不要再网络“自
诊”了，免得像他一样，自己吓坏
自己。

网上“查病”
越查越焦虑

很多人身体有恙时，会选择
先上网查下咋回事。人们查来查
去，越查越心慌，越查越害怕，甚
至发现自己得的可能是绝症。其
实这动不动上网查，本身就是一
种病，被称为“网络自诊症”。

“网络自诊症”，是指生病以
后，上网搜索自行诊断。原本只
是有些不舒服，网上一查发现病
越来越重。比如：当他们身体出
现不舒服症状时，会不自觉地查
一下：“大便是黑色的，怎么回
事？”“眼睛发红发痒是什么病？”

“经常胸闷气短是什么病”……
随便搜索一个，就会发现一

些令人心惊肉跳的答案：不排除
肿瘤、癌症、消化道出血、青光
眼、心梗的可能。这时大多数人
就心生惶恐，从而导致焦虑失
眠，感觉自己越来越符合所查的
疾病情况。

两年前，市民王芳发现自己
乳房有肿块，上网一查，很多人
都说这是乳腺癌的表现，她吓得
够呛，但去正规医院检查后才知
道，只是患上了很常见的良性肿
瘤——乳腺纤维瘤。

32岁的赵明明也对记者说
出了曾经“自诊”的经历：“我就
算准备去医院检查，也会先去网
上搜一搜相关病症，觉得这样做
心里有底。当然也遇到过坑儿，
有段时间，我出现了一些妇科症
状，根据网上偏方进行自治，结
果越治越严重，最终还是去了正
规医院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正规
治疗才治愈的。”

采访中，多数受访者表示，
他们之所以喜欢凭经验“自诊”
或网络“自诊”，是因为觉得小病
小痛去医院太麻烦。

“自诊”全靠猜
网上答案真假难辨

记者了解到，目前网络上充
斥着各种各样解读“病情”的
人，其实很多答案是非专业的，
信息纷繁复杂，他们中有患者、
有医生，也有别有用心的医托，
所以网上查到的很可能是误诊
错判。

网上问诊，病情的轻重基本
上靠猜。把小病看成重病了，就
导致精神紧张，焦虑抑郁。如果
把重病看成小病了，那会耽误治
疗时机，因小失大，后悔莫及。

据沧州市第三医院肝病二
科主任柴梅介绍，医院每年都会
收治很多因自行服药造成肝损
伤的患者。相关资料显示，药物
性肝损伤发生率近些年呈增高
趋势，占非病毒性肝病的20%—
50%，各类处方或非处方的西
药、生物制剂、传统中药、天然
药、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及其代
谢产物乃至辅料都可能导致药
物性肝损伤。严重者可致急性肝
衰竭甚至死亡。

现代医学博大精深，医院尚
需要分多个科室，尚不能解决所
有疾病问题，而患者通过各种渠
道“自诊”的准确程度也就可想
而知了。绝不能偏听偏信，给自
己带来伤害。

柴梅提醒，网络“自诊”虽然
快捷，但是有局限性，很多疾病需
要及时送医，比如心梗、脑梗等。如
果出现误判，就延误了治疗时间，
很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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