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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为濉溪县医院健康宣传材料第17期，特此说明。

常见植物中毒的急救方法

濉溪县医院急诊医学科

人们生活中常吃各种不同的蔬菜植物，可是，有些食物没有处理干净，

或者本身就带有一定毒素，吃下去之后，人们食物中毒，这时，该如

何急救呢?

一、苦杏仁中毒的急救

苦杏仁中含有杏仁甙，生吃后，释放出剧毒物质氢氰酸，其毒性

比甜杏仁高 25～30 倍。它能很快破坏细胞的呼吸功能，使中枢神经

麻痹。生吃苦杏 0.4～1g/公斤体重，即可中毒而死。

(一)判断有食用苦杏仁的病史，常在中毒者的衣袋或场地发现有

剩余苦杏仁多在食后 1 到数小时出现口中苦涩、头痛、头晕、流涎、

恶心、呕吐、心慌、无力、四肢末端感觉迟钝，重则呼吸浅快、神志

不清、瞳孔散大、面青紫、牙关紧闭、血压下降、四肢冰冷、大小便

失禁、瞪目、昏迷而死亡。

(二)急救

轻者：①尽快用筷子或压舌板刺激咽喉部催吐。②口服绿豆汤进

行解毒。

重者：①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胸外心脏按压。②立即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 0.2ml，每隔 5～16 分钟吸一次。③血压下降用肾上腺素皮下注

射 0.5～1mg，呼吸困难及时吸氧并人工呼吸(见第三章)。肌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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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刹米 0.375g。④速送医院。

二、马铃薯中毒的急救

马铃薯又名土豆、地蛋、山药蛋等。它不发芽时内含一种毒素名

为龙葵素不到 0.1%，不能使人中毒。发芽的马铃薯特别是芽周发青

紫绿的马铃薯龙葵素含量可达 0.5%，大量食用可引起中毒。

轻者 ：食后几小时内发病。口腔内有烧灼和痒感，畏光，头痛、

头晕、发热、呕吐、腹痛、腹泻、耳鸣等;重者出现脱水、血压下降、

烦躁不安、抽搐、呼吸困难、电解质平衡失调、昏迷、瞳孔散大 等;

急救 1、用筷子等刺激咽部催吐。多饮白开水或糖水。2、可内服 1%

鞣酸液、浓茶或喝些醋以分解龙葵素不。3、或口服硫酸钠、硫酸镁

15～20 克导泻 有条件时静脉点滴 5%葡萄糖液，腹痛时可肌肉注射阿

托品

预防的措施是：

坚决不吃发芽土豆。如要吃可将芽周彻底挖掉，并用冷水浸泡

30～40 分钟。煮熟再食，食时放些醋，加速对龙葵素的破坏。

三、腐烂蔬菜中毒的急救

日常食用的各种蔬菜腐烂后，硝酸盐含量明显增加，在硝酸盐还

原菌的作用下变成亚硝酸盐。吃大量腐烂菜后，亚硝酸盐被吸收入血，

使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它能阻碍氧的运送，使人缺氧。

轻者： 食的 3 小时发生头晕、耳鸣、眼黑、无力、精神萎靡、

反应迟钝、恶心、呕吐、心慌、气短、腹痛、腹泻、皮下，指甲变紫;

重者发生惊厥、昏迷窒息，呼吸循环衰竭而死 ;急救： 卧床休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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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可恢复。中度者可立即催吐，针刺或导引人中、合谷，内关、足

三里等穴，输液和吸氧同时进行 美蓝(亚甲蓝)是抢救亚硝酸雪上加

霜中毒的等效药。1%美蓝溶液 5～10ml/次，稀释于 25%葡萄糖液 20～

40ml，在 10～15 分钟内静脉点滴完。如 2 小时后效果不明显，可照

样再注射 1次。本口可口服 1%溶液 15～25ml，每 4 小时 1 次

四、蘑菇中毒的急救

蘑菇又称蕈，有毒者谷称毒蘑菇，属于真菌。它们分布广，种类

多，全世界有百种，我国有 50多种，其中最毒的 10 种，生长在阴暗

潮湿处。蘑菇营养价值高，如香蘑、口蘑、松蘑等味鲜美，深受人们

青睐。城市多食混杂的毒蘑，可使人中毒而死。毒蘑常见的有白帽、

马鞍、鬼笔蕈、粟茸蕈等。它们含的毒素亦不一，如毒蕈碱、毒蕈溶

血素、毒蕈毒素等，人中毒后症状也不相同，多在食后数小时发病。

(一)判断根据发病的症状和食用蘑菇病史多易判断，且发病多在

夏秋季，同食者同时发病。检验病人吃剩的蘑菇常可诊断清楚。

(二)症状：恶心、呕吐、腹胀、腹泻、水样便带血、失水及休克

昏迷、发热、呕血、便血等 流涎、多汗、血压下降、心跳慢、瞳孔

缩小、肺水肿、呼吸困难等。

(三)急救

1.轻症者立即催吐。

2.用浓茶水或用 1：2000～1：5000 高锰酸钾洗胃。洗胃后灌入

药用炭 10～20g。

3.有条件时静脉滴入 5%葡萄糖盐水。服用甘草绿豆汤(甘草 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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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 10g)排毒。

4.送医院抢治。

(四)预防毒蕈识别：颜色常鲜艳，伞盖上长瘤，有斑点或羞点，

或有裂沟、生泡、流浆、发粘、并有腥、辣、苦、订、臭味。可疑时

绝不可食用，这是预防蕈中毒的最可靠方法。

成人乙肝疫苗，你知道怎么接种吗？

濉溪县医院感染疾病科

乙肝疫苗接种是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方法，通过多年免疫规划的实

施，我国儿童乙肝防控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成人群体目前接种

率是怎样的情况，怎么选择乙肝疫苗，使用多大剂量，根据检测情况

如何判断需要不需要接种疫苗等等这些问题，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

做为成人，你接种过乙肝疫苗吗？

在我国，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率是很低的。2006 年全国乙肝血清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15～59 岁 HBV 易感人群的乙肝疫苗接种率

为 9.35%，而且城市高于农村，年龄越大，接种率越低。2014 年乙肝

血清流行病学调查，20～29 岁人群乙肝疫苗接种率为也仅仅为

38.2%。在中国，乙肝是负担很重的一种疾病，乙肝病毒广泛存在我

们身边，但成人主动接种乙肝疫苗的却不多。所以成人乙肝防控不能

掉以轻心，建议民众主动接种乙肝疫苗。

成人如何判断是否需要接种乙肝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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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人群体来说，接种乙肝疫苗，首先建议检查乙肝五项指标，

乙肝五项指标的检测有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根据检测结果可以确定

哪些人需要接种疫苗，哪些人不需要接种疫苗。例如:

1. 看乙肝表面抗原：如果定性检测阳性、或定量检

测>0.05IU/mL，提示已经感染有乙肝病毒，乙肝疫苗接种无效。这些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不接种乙肝疫苗。

2. 看乙肝表面抗体：如果定性检测阳性，则一般不再建议乙肝

疫苗接种，但表面抗体的浓度有多少，其对人体的保护作用有多强则

不清楚。所以最好能有定量检测。在定量检测中，当表面抗

体>10mIU/ml时定性检测即可表现为阳性，但考虑到试剂检测的误差，

结合我国的流行状况，一般认为表面抗体>30mIU/ml时才有保护作用，

最好能达到 100mIU/ml 以上。所以，当表面抗体阴性或弱阳性，或

<100mIU/ml 时可考虑加强乙肝疫苗接种。

成人乙肝疫苗打几针，多大剂量？

不论儿童还是成人，只要没有注射过乙肝疫苗，又符合注射的条

件，都要完整的打完三针疫苗才起作用。记住，不管是哪个品种和厂

家，乙肝疫苗都要打三针。乙肝疫苗的三针中每一针都发挥不同的作

用，只有完整注射才能有保护作用。但是大家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

忽视掉第三针的注射，这需要引起注意。

关于疫苗剂量，我国的《中国成人乙型肝炎免疫预防技术指南》

里推荐成人注射 20μg。

打了疫苗，就一定会产生保护性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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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打完疫苗，总有 5-10%的人对乙肝疫苗是无反应的。主

要见于 40岁以上、肥胖、饮酒、接受血液透析、以及各种原因引起

的免疫功能低下者。

对这部分人，建议是：增大疫苗剂量和接种频次，或更换不同表

达系统生产的乙肝疫苗。

胆囊结石健康宣教

濉溪县医院普外二科

胆结石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病，它包括胆囊结石、肝内胆管、胆总

管结石，它又叫胆石症。胆结石一般与神经内分泌系统机能失调、胆

汁比例失调、胆道感染有关。在日常生活里，以下因素都会引发胆结

石：长期食入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不按时进餐、长期禁食缺乏

营养、蛔虫进入胆道造成感染等。胆结石的高发人群为以下几种：有

胆结石家族遗传的、50—80 岁的老年人、经常进食过于油腻食物的、

吃甜食过多的、长期不吃早餐的、过于肥胖的。

常见引发胆囊结石的因素有：

1、长期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饮食使体内胆固醇增加，造成胆

汁中胆固醇过饱和。

2、某些肠道疾病由于丧失了胆盐，也使胆固醇处于相对过饱和状

态。

3、不能按时进餐，胆汁在胆囊内潴留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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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胆道感染，胆囊壁发炎，其收缩功能减退。

5、某些溶血性疾病或肝硬变时也可导致胆囊结石，结石多半是黑

色结石。

6、妊娠引起的胆汁淤滞，神经系统平衡失调，也可引起胆囊结石。

7、长期禁食、静脉内营养，可导致胆囊内胆汁淤滞，结石形成等。

临床表现

1、胆囊结石在早期通常约 60%的病人无明显临床表现，于查体

或行上腹部其他手术而被发现。

2、部分单发或多发的胆囊结石，在胆囊内自由存在，不易发生

嵌顿，很少产生症状，被称为无症状胆囊结石。

3、胆囊内的小结石可嵌顿于胆囊颈部，引起临床症状，尤其在

进食油腻饮食后胆囊收缩，或睡眠时由于体位改变，可以使症状加剧。

4、当胆石嵌于胆囊颈部时，造成急性梗阻，导致胆囊内压力增

高，胆汁不能通过胆囊颈和胆囊管排出，从而引起临床症状，通常表

现为胆绞痛。

治疗指导

治疗首选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已成为治疗胆囊

结石的“金标准”术式，以其创伤小、恢复快为明显特点，为广大患

者所认同。若术前病史、临床表现或影像检查证实或高度怀疑胆总管

有梗阻，或术中证实胆总管有病变。则考虑行开腹胆囊切除术，必要

时行胆总管探查术。

饮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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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结石吃什么好？

宜粗粮、新鲜蔬菜、大蒜、洋葱、香菇、木耳能降胆固醇，

宜食用。食用含维生素 A 或维生素 K丰富的蔬菜：例如花椰菜就含有

丰富维生素 K，富含维生素 A的蔬菜还有：胡萝卜、西红柿、菠菜、

大豆、青豌豆。

忌高脂肪食物，猪油、油炸食品，油多的糕点也不宜多吃，

忌食辛辣刺激的调味品，如辣椒、胡椒、辣椒油、五香粉、胡椒粉、

麻辣豆腐等。忌烟、酒、咖啡、浓茶、人造奶油、汽水、糖制品、巧

克力。

秋季预防心血管疾病饮食原则

濉溪县医院心内二科

1、避免高盐摄入

食盐(氯化钠)，不仅是日常饮食必需的调味品，更可为人体提供

必要的常量元素钠。可以说，食盐对人体健康不可或缺。然而，盐绝

非“多多益善”。食盐过量，易导致血压增高。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吃盐较多地区的居民中，高血压发生率远高于吃盐少的地区。

2、增加纤维膳食

http://www.99.com.cn/stopic/2012022315/dianxi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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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中纤维有降低血清胆固醇浓度的作用。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

食物主要是粗杂粮、米糠、麦麸、干豆类、海带、蔬菜、水果等，每

日摄入纤维量 35克-45 克为宜。具有降脂功能的常见食品还有洋葱、

大蒜、香菇、木耳、芹菜等。

3、多吃豆制品

大豆里面富含多种人体所必须的磷脂。常吃豆腐、豆芽、豆腐干、

豆油等豆制品，有益于人体健康，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4、适当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取量

脂肪摄入应严格限制在每日不超过30克或占总热量的15%以下。

胆固醇摄入量每日应该控制在 200 毫克-300 毫克以下为宜。尽量避

免食用高胆固醇食品，如动物的脑子、脊髓、内脏、蛋黄、贝壳类(如

蚌)、软体类(如鱿鱼、墨鱼、鱼籽)。

5、进补要适度

很多人有进补的习惯，人们运动本来就少，加之大量进补热性食

物，很容易造成血脂增高，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冬季进补一定

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进行，一定要适度。

秋冬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峰期，气温逐渐降低，人体新陈代谢缓慢，

心脑血管病人身体受冷空气刺激，血管骤然收缩，易导致血管阻塞，

从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和复发，所以，在制定膳食结构的同时

要注意做好保暖防护工作。

http://www.99.com.cn/special/yangganhugan.htm
http://spaq.99.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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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心血管疾病吃什么好

1.海带

海带中含有丰富的岩藻多糖、昆布素，这类物质均有类似肝素的

活性，既能防止血栓又能降胆固醇、脂蛋白，抑制动脉粥样硬化。

2.香菇

含有香菇素、香菇酸、多种氨基酸、维生素 C以及香菇多糖等营

养成分和药效成分。常吃香菇可降低胆固醇，对防治高血压、动脉硬

化有辅助作用，还可防止血管病的发生。

3.喝茶

一份英国的最新研究又指出，每日适当喝茶可以有效预防中风和

一些心脏病。茶叶类黄酮可以改善血管的收缩功能，对于动脉硬化的

控制改善也有奇效。之所以说喝茶可以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主要是

因为，喝茶可以有效防止血栓的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心脏病

的发病率。1 杯茶大概含有 150~200 毫克的类黄酮。红茶和绿茶中的

类黄酮含量差不多高。在抗氧化作用方面，每天喝两杯茶就相当于吃

5份蔬菜或两只苹果的营养价值。研究发现，有喝茶习惯的人，发生

动脉血栓的情况较不喝的人明显要少很多。

本宣传材料最终解释权归濉溪县医院所有。

http://www.99.com.cn/special/chunjiyangsheng.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