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王蕊 蒋

璐璐）35 岁的阿海（化名）患

有痛风。他看过医生，都说这

痛风一旦黏上就甩不掉，之前

还好好吃药的他，想着反正都

治不好，索性就开始“摆烂”。

前段时间的一天早晨，他

的 大 脚 趾 突 然 肿 成“ 水 晶

包”。病急乱投医，他马上打

开某音，开始搜索“痛风了怎

么办？”看到一条视频：“家人

们，谁说痛风不能根治的？我

吃了这‘红豆’，十几年的痛风

都好了⋯⋯这是《xx 医典》里

的偏方，主打以毒攻毒⋯⋯”

短视频还没播放完，阿海已经

下单。快递一打开，里面躺着

一颗颗椭圆形豆子，乍一看跟

煮粥的红豆一样，只不过这些

豆子有 1/3 是“黑斑”。阿海二

话不说吃下了20多颗。

两三个小时后，他感觉喉

咙被火烧一样，想喝点水压

压，结果烧灼感更强，肚子绞

痛，一阵恶心袭来，他冲进厕

所就开始呕吐，甚至吐出红色

液体。家里人马上带他去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庆春院区急诊科。

血常规提示白细胞偏高，

腹部 CT 也提示肠腔存在炎

症。接诊的急诊科主任陆远

强主任医师向家属询问情况

同时，将阿海的血尿标本送往

省疾控中心，结果检测到相思

子碱相似成分——他中毒了。

相思子，人称“鸡母珠”，含

剧毒成分鸡母珠毒素，通过抑

制蛋白质合成及破坏细胞膜导

致细胞功能障碍甚至致命。

中毒早期，患者可能会出

现腹痛、恶心、呕吐，不及时治

疗则可能进展为脱水、血红蛋

白尿、肝肾衰竭、多器官功能

衰竭，直至死亡。鸡母珠毒素

无特效解毒药，治疗全靠洗

胃、催吐、血液灌流等措施。

目前，阿海已暂时脱离生

命危险，但仍需要严密观察。

红豆不是代表相思、爱情

吗？殊不知“红豆”种类太多。

王维说的“红豆”首先可以排

除红豆、红芸豆和赤小豆。

比较有争议的是相思子

和海红豆，但这两个都是“蛇

蝎美人”。它俩凭名字和鲜红

光亮的外形，常作为“爱情信

物”，甚至常被制作手链、饰

品。误食或吸入它们种子粉

末或是皮肤接触破损的种子，

都可能中毒，相较而言，相思

子的毒性更高。陆远强提醒，

尽量不要佩戴此类饰品，更要

避免误食。如果不慎误食，并

出现不适症状，一定要携带相

关标本尽快就医。

此物最相思此物最相思 却会要人命却会要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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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杭州市医疗援

疆利用丰富的医疗和互联

网资源，搭建各种行之有效

的医疗支援平台，线上线下

相关创新举措多管齐下，扎

实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

作，力求让对口支援医疗援

疆成果普惠更多新疆人民。

创新打造杭阿“云诊

室”，让患者在家门口即可

每周固定时间享受“云门

诊、云检查、云配药”，累计

为 780 多名疑难患者提供

诊疗服务。借助 AI 大数据

技术赋能，通过杭州援疆项

目“钱塘医疗大讲堂”，传授

杭州经验，构建高效精准校

园传染病防控体系。另外，

安排援疆资金建设电子健

康证系统，实现健康证申

请、审核、发放、查询等全流

程电子化操作，累计办理电

子健康证超 48000 人次。

据健康杭州

杭州医疗援疆打造
“带不走”的健康屏障
杭州医疗援疆打造

“带不走”的健康屏障

本报讯（通讯员 徐尤佳）

几天前，张大妈在厨房蒸馒

头，为了“笼凉气”，她把门窗

都关严实。但打开液化气灶

具后没一会儿，她突然感到头

晕、胸闷，随即出现神志不清，

肢体抽搐她送到杭州市中医

院丁桥院区急诊。化验结果

显示，张大妈一氧化碳合血红

蛋白达到37%，远超正常值。

急诊医生立即联系专家

会诊。脑病科（神经内科）主

任医师朱旭贞、副主任医师任

永富为其制定了高压氧结合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

目前，张大妈一氧化碳合

血红蛋白恢复正常，颅脑磁共

振平扫也未见异常。

朱旭贞表示，一氧化碳轻

度中毒可仅表现为流行性感

冒症状，重度中毒则可出现昏

迷甚至死亡。患者的临床表

现与中毒前的身体状况密切

相关，伴有心脏疾病和呼吸功

能障碍的患者对缺氧耐受力

较低，轻度到中度缺氧即可造

成颅内压升高和脑水肿，从而

造成意识丧失；同时伴有心血

管疾病的一氧化碳中毒患者，

极易发生心律不齐或致死性

心脏病发作。

“许多老百姓都认为只有

在秋冬季节使用炉子、烧炭等

老式取暖方式才会中毒。其

实，春夏季节也会发生一氧化

碳酸中毒。”朱旭贞表示。治

疗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最主要

的措施为高压氧，且在发病 6
小时内效果最佳。

蒸个馒头也能中毒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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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红豆 浙大一院供图

你有过牙齿酸胀的体验

吗？但你可能不知道，坚硬

的牙釉质内部那些敏感部

位，在演化之初竟然是帮助

远古鱼类在危机四伏的海

洋中存活下来的关键利器。

美国芝加哥大学科学

家发现，人类牙齿内部的牙

本质，也就是对冷热酸甜敏

感的那层结构，最早是由远

古鱼类带甲外骨骼中的感

觉组织演化而来的。等你

再次洗牙又酸得皱眉时，不

妨想想，这可是 4 亿多年进

化史在你口腔里留下的“雷

达系统”。 据《科技日报》

牙齿为何会敏感
原来是远古鱼“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