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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子子按按摩摩后后突突发发脑脑卒卒中中
医医生生提提醒醒：：这这个个部部位位别别乱乱按按

按摩店里一躺，浑身肌肉都放松了……快节奏的工作生活，让按摩成为最受年轻人欢迎
的放松方式之一。近日，27岁的蔡先生，却因按摩患上了脑卒中。

男子按摩2周后
“中风”找上门

8月24日，27岁的蔡先
生突发头晕，伴恶心呕吐，
到当地医院门诊就诊，查头
颅CT提示大脑凸面大脑镰
前部高密度结节。第二天
起床后蔡先生头晕明显，多
次呕吐，遂转至南方医科大
学珠江医院神经内科。

“患者入院时，非常嗜
睡，精神状态差，检查显示
左侧小脑大面积梗死，左侧
椎动脉V2段夹层，考虑青
年卒中。”珠江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谢惠芳介绍道，
这名青年卒中患者，没有高
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不
抽烟也不喝酒。详细追问
病史，原来蔡先生曾在2周
前做过颈部按摩。

按摩后突然中风的情
况，在神经内科并不少见。
就在今年年初，40岁的黄先
生在家洗澡时，突然出现左
侧肢体乏力，说不清话、脑

袋胀痛、口角歪斜。经过详
细检查，珠江医院神经内科
考虑患者为青年卒中，详细
追问病史，患者自诉发病前
有按摩颈椎史。

“卒中”年轻化
多因颈部外伤诱发

“近年来，中风的发病
逐渐年轻化，很多年轻人，
没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只是先天性血管发育不良，
家里人帮忙按摩一下颈部，
或是坐在按摩椅上按摩脖
子，就引发了颈动脉夹层。”
谢惠芳说道。

据介绍，目前颈动脉和
椎动脉夹层是青年脑卒中
的常见原因之一，约20%的
脑卒中患者为45岁以下，其
中颈内动脉夹层占70%至
80%，椎动脉夹层动脉病占
15%。

谈及发生动脉夹层的
原因，谢惠芳指出，人体的
颈部有两条为大脑供血的

重要血管——— 椎动脉和颈
动脉，而他们缺乏骨性结构
覆盖保护，位于皮肤和软组
织之间容易受到外力而损
伤。近期的颈椎外伤史，如
交通事故、颈部暴力按摩、
人工颈椎的手法治疗、举重
物、剧烈咳嗽、头部突然运
动颈部过伸、旋转或侧倾是
主要的颈动脉夹层的危险
因素，甚至有情侣因用力亲
吻在脖子上留下“草莓”导
致脑中风。

颈部按摩要适度
出现不适早就医

谢惠芳提醒道，刚发生
颈动脉或椎动脉夹层的时
候，不一定有症状或症状不
明显，容易忽略，如头痛、颈
部疼痛、搏动样耳鸣，缺血
症状（肢体乏力、言语不清
甚至昏迷）和脑神经麻痹
（后组颅神经多件）症状常
在数天内出现。

及早发现、尽早治疗很

关键。颈部血管彩超、CTA
/MRA/DSA都是有效的检
查手段。症状不重或者撕
裂不严重，可行药物治疗
（抗血小板/抗凝治疗），严
重撕裂造成颈动脉管腔重
度狭窄，在积极药物治疗基
础上仍有缺血性事件发生，
可考虑血管内介入治疗。

谢惠芳建议，颈椎按摩
需要适度，最好不要给颈部
做按摩，谨防动脉夹层。如
果出现头痛，如抽痛、刺痛
爆炸样剧烈头痛，甚至肢体
无力、言语不清、黑蒙/视力
减退、口角歪斜、复视等，及
时到医院就诊。一旦发生
中 风 ，要 尽 快 拨 打 1 2 0
就医。

据《信息时报》

吃隔夜菜导致重度贫血？真相来了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段

视频，说是“武汉女子长期吃
隔夜菜，吃出重度贫血”，再
次引发了大众对隔夜菜的关
注。这则新闻有病例、有医
生的“专家解读”，“隔夜菜吃
出重度贫血”这事儿，看起来
是“无可辩驳”。事实真是如
此吗？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新闻
中的信息：视频中说武汉的
胡女士为了省事，她总是一
次做2天的饭菜，每次要吃的
时候再拿出来加热一下。最
近晕倒被邻居送医，发现是
重度贫血，究其原因“竟是长
期吃隔夜菜”惹的祸。视频
中的医生解释，长时间烹饪
会导致食物中的叶酸和维生
素B12被高温破坏，易患上
巨幼细胞贫血，因此最好不
要食用二次加热的食物、隔
夜菜。

贫血有可能跟叶酸、
维生素B12缺乏有关

视频中展示了胡女士的
检查结果：重度贫血，血液中
的叶酸与维生素B12缺乏。

因为叶酸或者维生素
B12缺乏可能导致“巨幼细
胞贫血”，所以医生得出胡女
士的贫血是因为叶酸和维生
素B12缺乏，是有理有据的。

那么，隔夜菜会导致叶
酸与维生素B12缺乏吗？胡

女士的体内缺乏叶酸与维生
素B12，同时胡女士“长期吃
隔夜菜”，于是医生判定把后
者作为前者的原因，并给出
解释“长时间烹饪会导致食
物中的叶酸和维生素B12被
高温破坏”。

这个归因和解释并不合
理。首先，胡女士“总是一次
做2天的饭菜”，也就是两天
中还是有一天吃的是“新鲜
饭菜”。这相对于很多经常
吃快餐、外卖、方便面的人来
说，吃“健康食品”的频率已
经不算低了。其次，视频中
说胡女士的隔夜菜是“要吃
的时候再拿出来加热一下”。
也就是说，第二次的加热并
不是“长时间烹饪”，也就是

“热一下”而已。跟第一次烹
饪时的“加热”相比，隔夜之
后的“热一下”谈不上高温，
也谈不上长时间。

把“隔夜菜”解读为“长
时间烹饪”，并非事实。

维生素B12基本上
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

胡女士的体内缺乏叶酸
与维生素B12，是事实。一
个人体内缺乏叶酸与维生素
B12的原因有多种可能，食
物中的含量不够，只是一种
可能。

从新闻中无法得知胡女
士是否存在导致叶酸与维生

素B12缺乏的其他原因。这
里，只讨论她的饮食中可能
的原因。

首先，叶酸在食物中广
泛存在，绿叶蔬菜、豆制品、
动物肝脏、瘦肉、蛋类等，都
富含叶酸。但是，食物中天
然存在的叶酸不够稳定，在
烹饪加工中容易被破坏。

如果从食物中摄取叶
酸，需要依靠多样化的食物、
比较大的量，使得经过烹饪
破坏之后还有足够的“幸存
叶酸”。如果食物中的叶酸
含量本来就有限，经过第一
次烹饪也就破坏得差不多，
有没有隔夜之后的“再加
热”,也都无关紧要了。

维生素B12基本上只存
在于动物性食物中，包括肉、
蛋、奶等。植物性食物基本
上不含维生素B12，除非是
其中含有动物性食材或者添
加了维生素B12。在视频中
提到，胡女士的饮食中缺乏
肉类。也就是说，胡女士的
食物很可能在“隔夜前”就缺
乏维生素B12，跟吃不吃“隔
夜菜”没有什么关系。

简而言之，胡女士的体
内缺乏叶酸和维生素B12，
主要是饮食组成不合理，“隔
夜菜”只是被拉来做了“替罪
羊”。

隔夜蔬菜和隔夜肉类
保存方法有区别

关于“隔夜菜”的传说很
多，最常见的是“会产生亚硝
酸盐”“会滋生细菌”。

在理论上，这两个过程
都可能发生。但是，食品安
全，只有考虑到“量”才有
意义。

在上海市食品安全网
上，有江苏省食品安全委员
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熊晓辉教
授给出的大量数据，其中最
关键的两点是：

1.即便是最容易产生亚
硝酸盐的叶菜类蔬菜（以炒
上海青、炒菠菜、炒芹菜、炒
鸡毛菜、炒茼蒿这5种为例），
在25℃贮存24小时，都没有
产生足以导致人体中毒的亚
硝酸盐，可以放心食用。如
果是在冰箱里的4℃下储存，
就更加没有问题。

2.肉类食物在储存中不
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而可能
产生细菌以及食物腐败。以
红烧肉进行试验，在25℃条
件下贮存3.5天或者4℃条件
下贮存7天，都依然能够安全
食用。

食物是新鲜的好，建议
大家“尽可能”现做现吃是
完全合理的。但是，因为种
种原因，总有一些时候会有
剩菜剩饭，进行妥善保存，

“隔夜”甚至更长一点的时
间，剩菜剩饭也是完全可以
安全食用的。

据《北京青年报》

手手被被海海鲈鲈鱼鱼刺刺扎扎了了下下
男男子子高高烧烧4400°°CC住住进进IICCUU

近日，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
院重症医学科收治了一名脓毒血症与
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男性患者，而“罪魁
祸首”竟是因为一条鱼。

男子被鱼刺扎伤后高烧
转入重症医学科抢救

10月15日，李先生(化名)去菜市
场买菜，路过一个卖鱼的摊位时，准备
买条海鲈鱼回家蒸来吃。李先生用手
去抓鱼称重时，右手掌不小心被鱼身
上的刺给扎了一下。

李先生当时并未在意，谁知16日
凌晨2点，强烈的不适感让睡梦中的李
先生骤然醒来。李先生感觉右手肿
胀，摸上去还发烫，中午被鱼刺刺伤的
右手手掌中心皮肤颜色已经发紫，同
时还伴有头晕、乏力，一测体温竟高烧
到40°C。

第二天一大早，李先生便来到医
院手足外科就诊，入院后予以补液抗
感染治疗。随后李先生病情进展迅
速，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抢救。

在李先生伤口处的分泌物中，检
验工作人员培养出了“创伤弧菌”，就
是这种细菌，“潜伏”在海鱼里，通过扎
破的伤口进入到李先生体内，引发感
染危及生命。经过救治，目前李先生
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平稳。

如果不慎被海鲜刺伤
应立即用清水清洗伤口并消毒

据该院重症医学科李华主任介
绍，“创伤弧菌”是一种栖息于海洋中
的细菌，它与霍乱弧菌、肠炎弧菌并列
为人类感染疾病之三大弧菌之一。如
果接触到被这种细菌污染的海产，如
被海洋鱼类、贝类等刺伤或食用生蚝、
生鱼片等，可能感染此菌。这种细菌
相对罕见但十分凶险。如果不及时治
疗，病情会迅速发展为皮肤组织大面
积坏死，出现全身中毒症状，多器官功
能衰竭，最终导致死亡。

李华提醒市民，为避免感染“创伤
弧菌”，应尽量将水产煮熟再食用；避
免受伤或将皮肤伤口暴露在海水中；
从事海边工作或在海边游玩挖螺挖螃
蟹等的市民和游客，要做好防护工作，
戴手套、穿靴套；在挑选或者食用海鲜
时，尽量戴上手套操作。

李华补充道，如果不慎被海鲜刺
伤，切勿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因为创
伤弧菌是嗜盐性弧菌，应立即用清水
清洗伤口并消毒。若伤口出现异样，
应立即就医。 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