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江晨 张焕然 本报记者 徐小翔

俗 话 说 ，姜 是 老 的 辣 ，酒 是 陈 的
香。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酒都是陈酿
好？专家表示，有的酒放置时间长了会
过期，更有一些自制酒可能有毒。近
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
科就接诊了一位极度虚弱的患者，起因
正是一杯陈酿自制雄黄酒。

自制雄黄酒喝进医院

3 年前的端午节前夕，黄先

生买来 2.5 公斤白酒，一包约 100
克雄黄粉，自制了一坛雄黄酒。

考虑到酒越陈越香，黄先生将这

坛雄黄酒静置了3年。

最近换季整理时，他发现这

坛“宝贝”。适逢周末，中午“小

酌”一杯后，没过多久他就腹痛不

止、头晕眼花、又拉又吐。他和家

人都以为是吃坏肚子，撑到第二

天，黄先生突然昏厥，家人这才紧

急把他送到浙大一院急诊科。

听家属介绍黄先生近日饮食

情况，急诊科主任陆远强逐一排

查后将目标锁定在那杯自制的雄

黄酒，初步推断是喝雄黄酒引发

的急性砷中毒。

经一系列检查，黄先生的尿

砷超过正常值 20 多倍。经治疗，

虽已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出现

继发性的肾损伤和心肌损伤，需

进一步住院治疗。

少量摄入也会造成损害

陆远强介绍，雄黄为一种含

砷的有毒矿石，如果误服，5-50
毫克即可引起急性砷中毒，达到

60 毫克以上可致死。雄黄中毒

可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或水样大便、便中带血，同时伴

有肝、脾、肾功能损害，血压下降

和循环衰竭，甚至出现中枢神经

系统麻痹，意识模糊、昏迷等。

更危险的是，若将配置好的

雄黄酒加热，雄黄可能与空气发

生反应，分解氧化变成毒性极大

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俗称的砒

霜。即使只有少量砒霜混入其

中，也会大大加剧对人体危害。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致癌物

名单中，砷和无机砷化合物都被

归为 1 类致癌物，即有确凿的证

据显示会对人体致癌。同时，酒

精本身也是 1 类致癌物，喝酒会

增加多种癌症风险。

乱服乱喝有风险

在浙大一院急诊科，因为自

制酒、自酿酒、陈酿酒等喝出事

的患者屡见不鲜。

自制酒：土三七、乌头、附

子、曼陀罗、雄黄等都含有毒性，

泡到酒里会增加毒性物质渗出，

引起中毒。

自 酿 酒 ：葡 萄 及 其 它 水 果

（如柑橘皮、大枣、苹果等）中含

有丰富果胶，自酿过程中如果操

作不当，果胶会分解出大量甲

醇，引起甲醇中毒，严重可导致

失明，甚至死亡。

过期酒：不少人认为酒越陈

越香，不会过期，其实也因酒而

异。比如啤酒越新鲜越好，黄酒

的最佳饮用时间一般在 1-5 年不

等，此外还受密封程度、贮藏条

件、容器品质等多方面制约。

喝这类酒真的会中毒

不要盲目追求自制及陈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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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科研团队近日提出一种新型

神经调控疗法，为帕金森病的治疗

提供了精准靶向干预的全新方法。

研究发现，帕金森病受两条关

键神经环路影响，这两条神经环路

分别含有促进和抑制运动的神经

元，好比“油门”和“刹车”。正是“油

门”和“刹车”失调，导致人体产生一

系列运动障碍，即患上帕金森病。

科研人员在分子生物学、病毒

学、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电生理学

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开创新型神经调控疗法。动物实

验表明，此疗法在不影响大脑其他

神经环路的情况下，可以对帕金森

病相关的特定神经环路进行精准

靶向干预，具有临床应用的潜力。

研究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路中华表

示，除了帕金森病，抑郁症、精神分

裂症等多种脑疾病都与特定的神

经环路功能异常相关，这种对特定

神经环路进行精准靶向干预的新

型神经调控疗法，有望广泛应用于

多种脑疾病的治疗，成为未来脑疾

病治疗重要攻关方向。

据新华社

研究提出帕金森病
靶向治疗新方法
研究提出帕金森病
靶向治疗新方法

通讯员 黄利添 余明洋
本报记者 戴虹红

银屑病又称“牛皮癣”，在寒冷

干燥的秋冬两季易复发。浙江中

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省中医

院）皮肤整形美容科副主任郑益志

表示，银屑病皮疹不仅会长在躯干

和四肢，45%至 80%患者皮疹会累

及头皮，30%患者有关节僵硬、疼痛

甚至畸形，16%患者会出现指甲像

“顶针箍”一样凹陷、甲分离等，12%
患者有手掌、足底部位角化增厚。

如何早期发现？郑益志表示，

可通过常见“三联征”来判断。

滴蜡现象：边界清楚、形态大小

不一红斑，周围有炎性潮红，轻度浸

润增厚，表面可覆盖银白色鳞屑。

薄膜现象：松散的鳞片容易刮

下，刮下后可以看到一层淡红色的

半透明薄膜。

点状现象：刮去薄膜可出现血

点，部分患者有不同程度瘙痒感。

“如果是第一次出现上述情

况，建议立即到正规医院检查治

疗。“郑益志说，不规范治疗、家族

遗传性因素、饮食、精神情志、气候

变化、创伤感染、熬夜等因素都可

能诱发或延长病程。

银屑病患者如何做好日常护

理？郑益志建议做好以下五方面。

注意保暖。银屑病在秋冬季

易复发，要注意保暖，避免寒冷刺

激；尽量少去人多密集的封闭场

所，减少呼吸道感染机会；居住环

境保持清洁、定时通风；注意个人

卫生，定时更换内衣及床单。

做好保湿。根据皮损类型选

择水温，寻常型进行期及红皮病型、

脓疱型皮损，水温宜控制在 35℃至

39℃；静止期皮损，特别是明显增厚

的斑块型皮损水温可高一些。洗澡

宜使用滋润保湿的沐浴乳或肥皂，

洗后用保湿霜等护肤品，最好在沐

浴擦干后3分钟内涂抹。

适当运动。银屑病多半因体

内免疫功能失衡而发生发展，常参

加户外运动和接受日光照射对绝

大多数患者有帮助。同时，过度肥

胖可能引起银屑病加重，且影响药

物疗效，所以要注意控制体重。

营养均衡。发作期应忌酒、辛

辣。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品，如新

鲜果蔬。至于海鲜和牛羊肉能不

能吃，没有统一说法，这些食物含

优质蛋白质，可补充因大量脱屑导

致的蛋白质丢失，但有些患者本身

对蛋白质过敏，可能会导致病情加

重，所以需个体化决定。

减少压力。精神紧张焦虑是

该病常见诱发和加重因素，患者要

调整心态，树立正确疾病观和健康

观，必要时需进行适当心理辅助。

这种皮肤病寒冷干燥时节易复发

做好日常护理注意五方面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报道称，

英国伦敦大学研究人员在长达 15
年时间里跟踪调查 12280 名老年

人，并提出 7 种可以延缓大脑衰退、

增强大脑认知能力的方法。

首先是通过做瑜伽、打太极拳

或冥想来缓解压力。研究人员称，

思考太久会令大脑疲惫不堪，这种

方法有利放松身心，促进大脑健康。

第二个方法是有计划地提前

退休，这主要针对从事对大脑认知

刺激较大的人。

第三是多社交，中老年人多社

交可将痴呆风险降低30%至50%。

第四是 40 岁后每年进行一次

听力测试。

第五是保持规律睡眠习惯。

第六是快走、跑步或练举重。

最后一个方法是多听音乐。

据《环球时报》

研究人员提出七种
延缓大脑衰退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