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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吃两个超甜菠萝，女子出现急性肝衰竭
很多食物不宜久放，一些食物“隔夜”会产生毒素

菠萝很甜，但“后劲”不小1

腰部为何突然鼓起鸭蛋大小的包块

腰部被撞腹腔“破洞”内脏突出发生“腰疝”

两个菠萝，吃的时候美滋滋，结果
拉了十几天肚子，还拉成了“小黄人”。
60岁的张女士至今心有余悸，想不到为
了不浪费10块钱的菠萝，弄得自己急性
肝衰竭。

近日，张女士收到快递员
送来的菠萝，削皮后，发现去掉

“衣服”的果肉已经是深黄色
了，轻轻一按，果肉就会流出汁
水。

“会不会是烂了？”正准备
扔的时候，张女士凑近闻了一
下，发现菠萝并没有臭味，尝一
口，发现异常香甜。

“买得太值了！”张女士一
口气干掉了一个，第二天起来，
又把另一个菠萝切块、榨汁喝
掉了。菠萝汁喝下去没几个小
时，张女士就开始了腹泻，一天
跑了 10来趟卫生间。因为都是
正常大便，所以张女士也没放
在心上，以为是菠萝汁通便。

结果，这“通便”效果持续
了十几天，原本打算去医院检
查一下的她，一想到再过半个
月就到预约体检的日子了，就

觉得没必要多花钱再去医院做
检查。

直到张女士如约去当地医
院做年度体检，在排队过程中，
体检护士一眼看到了人群里脸
色蜡黄的张女士，马上拉住她，
对她说，她的肤色看起来像是
黄疸很高，建议直接做个肝功
能检查。

检查发现：张女士的肝功
能指标堪称“爆表”，谷丙转氨
酶和总胆红素都已超出正常值
几十倍，而血白蛋白只有正常
人的一半。

张女士马上被送到当地医
院急诊室进行救治。进一步检
查显示：她的肝已接近衰竭状
态。当地医院建议她转至浙江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治
疗。

身体基础很好，为何突然肝衰2

没有慢性肝病的病史、不喝
酒，也没有服用损害肝脏的药
物，每年体检身体健康，且当地
医院检查甲肝、戊肝等病毒性肝
炎指标都是阴性。浙大一院感染
病科副主任医师陈燕飞经过仔
细问诊，快速排除了病毒性肝
炎、药物性肝炎、酒精性肝炎等
常见的会导致肝脏损害的可能。

“起病的原因是吃了两个
熟透的菠萝，没有发烧，炎症指
标也不高。”陈燕飞分析张女士
的病程进展后，又排除了细菌
感染引起的肝损伤。

最后，张女士被确定为毒
素型食物中毒，罪魁祸首是蜡
样芽孢杆菌。

感染病科主任盛吉芳介
绍，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好氧
性、中温、产芽孢的革兰氏阳性
杆菌，是食物和化妆品中常见
的污染菌，最喜欢的生长温度
是 28摄氏度—35摄氏度，因此
夏季高发。

经过一系列的护肝及对症
治疗，张女士的肝功能终于好
转了，目前已经出院回家休养。

这些食物“隔夜”就可能产生毒素3

天气炎热起来了，很多食
物在室温环境下放不久。面对
家中的剩饭剩菜，不少人会陷
入两难的选择：是倒掉，还是
热一热继续吃？吃了隔夜菜，
会不会有中毒的危险？

首先要明确一点，我们
常说的隔夜菜并不是如字面
上那样是放置了一夜的饭
菜。科学地说，放置时间超过
8小时—10小时的菜，都属于
隔夜菜。杭州市肿瘤医院临
床营养科医生陆梦珊提醒，
隔夜饭菜在存储、二次加热
的过程中，不仅会导致某些
营养素的破坏和流失，还容
易滋生细菌，食用后，易引起
肠胃不适甚至食物中毒。

以下 6种隔夜菜，对身体
的隐藏危害较大，吃不完最好
倒掉。

1.隔夜绿叶菜 通常，茎
叶类蔬菜硝酸盐含量最高，尤
其是菠菜和芹菜，煮熟后如果
放置时间过久或储存不当，就
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使剩
菜中的含量很可能达到危险
程度。

2.隔夜海鲜 海鲜放置一
夜后，容易产生蛋白酶降解
物、细菌等致病菌，不仅其中
的营养成分会被破坏，致病菌
进入人体后，还会刺激胃肠道
黏膜，引起腹痛、腹泻等不良
现象，同时也会对人的肝、肾
功能造成伤害。

3.隔夜银耳、蘑菇 野生
或人工栽培的银耳、蘑菇等，
如果煮熟后存放时间较久，就
会导致亚硝胺的生长和增加，
也比较容易滋生细菌。如果再
有储存不当的情况，就存在产

生黄杆菌毒素的可能性，吃了
之后就会出现腹痛、腹泻等症
状。

4.隔夜溏心蛋 半生不熟
的溏心蛋没有彻底杀菌，可能
含有沙门氏菌等多种致病细
菌；久放后就更容易滋生细
菌，食用后会危害肠道。如果
蛋已熟透，且低温密封，保存
得当，隔夜再吃是没有问题
的。

5.隔夜凉拌菜 凉拌菜在
加工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较
多污染，若将它隔夜保存，即使
冷藏，也很有可能已经变质。

6.隔夜卤肉 卤肉千万不
要隔夜，即使放在冰箱里，也
容易滋生霉菌、嗜冷菌等。如
果清洁不到位，且食材没有正
确存储，就可能引发食物中
毒。

剩菜剩饭科学储存，吃得更安心4

1.及时冷藏 冰箱温度
低，可以抑制细菌滋生，相对
减少亚硝酸盐的产生。

2.分开储存 冰箱里放剩
菜要注意分开储存，避免交叉
污染，选用干净的加盖容器或
保鲜膜覆盖。

3.彻底加热 剩菜剩饭食
用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所谓
彻底加热，就是要把剩菜剩饭
加热到中心温度 70摄氏度以
上，保持3分钟。

陆梦珊提醒，有些隔夜菜
可以吃，但还是尽量少吃，按

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老
人、孕妇、小孩、慢性疾病等特
殊人群尤其要谨慎。剩饭菜加
热不应超过一次，并应在两天
内吃完。超过3天，最好倒掉。

据“极目新闻”

一位女子腰部右侧、背部胀痛不
适，还突然鼓起一个包块。她一度怀疑
自己患上了肿瘤。到医院一查，竟是腰
上“破”了个洞，被确诊为罕见的“腰
疝”。究其原因，与她一个月前骑行时
腰部受到外伤有关。

58岁的李女士身体一向健康，平时
最大的爱好就是骑行锻炼，基本上每个
周末都会骑行。近一个月来，李女士时
常感到右侧腰背部胀痛不适，起初以为
是腰肌劳损，可后来，她发现经常胀痛
的腰部鼓出来一个鸭蛋大小的包块，咳
嗽时还会变大。

李女士担心自己患上了肿瘤，吓
得赶紧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经

过CT检查发现，这个包块不是肿瘤，
而是罕见的“腰疝”。

这家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治医师
罗文告诉李女士，这个包块其实就是
疝气。通俗地说，就是腰部“破”了个
洞，腹腔里的肠管、网膜等脏器通过缺
损处向外突出，形成肿块。

李女士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怎么
会突然得了“腰疝”？在医生的询问下，
她才想起：一个月前，她在骑行时，腰
部右侧被自行车撞了一下。医生判断，
可能是因腰部外伤引发了“腰疝”。

专家团队为患者实施了微创“腰
疝”修补手术，将腹腔脏器还纳回去，并
成功修补好了腰部腹腔壁上的“破洞”。

武汉市中心医院日间手术部、疝与
腹壁外科主任王勇介绍，“腰疝”是临床
上一种比较罕见的疝气，多数没有明显
症状，仅表现为腰部包块，站立时突出
明显，平卧休息时又消失不见，并伴有
胀痛感。“腰疝”一般发生于先天性腰背
部肌肉发育不良的人，或瘦弱者、高龄
老人，以及因手术、外伤、带状疱疹等引
起的腰肌薄弱或萎缩者身上。

专家提醒，“腰疝”很容易被误诊为
皮下肿块或脂肪瘤。一旦确诊是“腰
疝”，手术修补是唯一科学的治疗途径，
否则，随着疝块的逐渐增大，还可能发
生险情，危及生命。

据“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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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底商 电话微信：18730726672 无痛催乳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