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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吃月饼品螃蟹
美食虽好切莫贪吃
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洪于蕙
每逢中秋佳节，亲朋欢聚赏月，品尝美食。

除了月饼，螃蟹也是中秋家宴十分常见的一道美
味。复旦中山厦门医院营养科医生贾胜昨日接
受采访时表示，美食虽好，饮食也要有节制。

月饼高油高糖
多吃易引发消化问题

如今市面上月饼种类繁多，但几乎所有月饼
都高油、高糖，尤其是月饼皮，基本成分就是面
粉、油以及糖，堪称“热量炸弹”。月饼馅儿用料
各有不同，常见的五仁、豆沙、蛋黄、鲜肉等都是
以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为主要成分，其热量和外皮
相比只高不低。例如一个中等大小100g的蛋黄
莲蓉月饼，其热量可达400kcal，约相当于300g
白米饭的热量，其中脂肪含量可达20g以上，约
占人体每日脂肪推荐摄入量的40%。

由于月饼高油、高糖，过量食用可导致腹部
胀满、消化不良，甚至引发胃肠炎、胆囊炎、胰腺
炎等急性消化道疾病，家中有婴幼儿和老年人的
更要注意。需要长期控制饮食的糖尿病、高血脂
或减肥人群，吃月饼最好浅尝辄止。

如果月饼存放了一段时间，吃之前一定要查
看保质期，避免进食变质月饼引起食物中毒。

螃蟹性寒
脾虚阳虚者别多吃

近年来，螃蟹逐渐成为厦门人中秋佳节餐桌
上常见的菜肴。螃蟹属于生鲜食品，进食不当可
能引起多种健康问题。

一、有些部位不宜吃。螃蟹能吃的部位为蟹
肉、蟹黄和蟹膏，其中蟹肉为高蛋白低脂食物，蟹
黄和蟹膏分别为母蟹和公蟹的性腺部位，也是诸
多爱蟹人士爱吃的部位，其富含脂肪，尤其胆固
醇含量较高，患有高血脂、冠心病、胆囊炎等疾病
的人群不要一次性吃太多。螃蟹的蟹肠、蟹胃、
蟹腮和蟹心不宜食用，其中肠、胃、腮为螃蟹与外
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容易积累细菌、病毒和
污物，而蟹心为循环系统内脏，食用后易导致过
敏、腹泻等问题。

二、不新鲜的螃蟹不能吃。螃蟹富含氨基
酸，保存不好极易腐败变质，因此选购螃蟹务求
新鲜。生蟹、腌蟹和醉蟹等没有彻底加热烹调的
螃蟹不宜吃。烹饪后的螃蟹也要及时吃完，存放
时间稍久就有组胺中毒的风险。

三、螃蟹吃法有讲究。螃蟹性寒，有清热散
瘀、消肿解毒的功效，对湿热黄疸、痈肿疔毒等病
症有调治作用，但脾虚腹泻、阳虚体质者不宜多
食。在烹调时辅以葱姜、紫苏等性味偏温的食
材，有助于中和螃蟹的寒性。食用螃蟹的同时不
宜再过多食用其他寒凉食物，如西瓜、柚子等。

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陈苹
近期，我市各大医院红眼病患者明显

增多，有的甚至父母、小孩齐“中招”，一家
子都到医院就诊。眼科医生提醒，红眼病
通过接触传播，少揉眼、勤洗手、不混用毛
巾，能有效降低感染几率。

“暑假期间，得红眼病的孩子还不多，
我们平均每天接诊一两例。9月份开学以
来，患儿明显增多，一天至少十多例。”厦
门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杨晖介绍，近期接
诊的红眼病患儿以小学生为主，细问病
史，大都是班上有孩子得了红眼病相互传
染的。有的父母带孩子来看病，自己眼睛
也红着，一问，原来是孩子得了红眼病，家
长照顾时没注意防护，很快就“中招”了。

红眼病通常包括流行性出血性结膜
炎、流行性角结膜炎、急性卡他性结膜炎
和沙眼衣原体引起的急性结膜炎等，是丙

类 传 染 病 ，主 要 由 肠 道 病 毒 70 型
（EV70）、柯萨奇病毒A组 24型变异株
（CA24v）、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杆
菌、沙眼衣原体等引起。人群普遍易感，
学校及托幼机构易爆发流行。

红眼病潜伏期短，一般为18-48小时，
起初常为单眼发病，后传染另一眼。主要
表现为球结膜出血、眼部异物感、刺痛、结
膜肿胀、畏光、分泌物增多，早期分泌物为
水性，后为粘液性、脓性；部分患者伴发热、
头痛、全身不适。该病有自限性，自然病程
7-10天，预后良好，并发症较少。

红眼病传染性很强。有人开玩笑称，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得
了红眼病。”对此，杨晖表示，“看一眼就染
上红眼病”是夸张的说法，“我们医生天天
接触红眼病患儿，也没得红眼病。关键是
做好防护。”

红眼病传播途径为接触传播，接触患
者眼睛或上呼吸道分泌物，与患者握手、
拥抱，接触患者使用过的生活用品、触摸
过的物品，接触被污染的水，都可能染上
红眼病。

那么，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红眼病？
杨晖提醒，首先是勤洗手。“有的孩子来就
诊，一会摸摸桌子，一会碰碰椅子，不时抓
抓把手，根本闲不住。因此，家长要特别
注意提醒孩子，养成勤洗手的习惯。尤其
要注意的是，如果孩子得了红眼病，家长
给孩子点眼药水后，也要洗手。”此外，要
少揉眼睛，以免手上的“脏东西”接触眼
部；家庭成员的毛巾不要混用，应分开晾
晒、使用。如果感染了红眼病，最好居家
休息，尽量避免去理发店、游泳池等公共
场所；个人用品定期消毒，可用开水浇烫
或煮沸消毒，或用75%酒精擦拭消毒。

看一眼就染上红眼病？
医生：这说法夸张了
该病通过接触传播，要勤洗手少揉眼

本报讯（记者 陈莼）近日，“咽喉炎”
“咳嗽”话题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引发关
注，网友们纷纷留言：“嗓子干、喉咙疼；办
公室里咳嗽声不断”“原来不止我这
样”……记者了解到，我市多家医院门急
诊量均处于上升趋势，患者主要是儿童和
年轻人，以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肺炎、腺病
毒感染、流感、新冠病毒感染为主。

咽喉炎是一种常见的咽喉部疾病，指
发生在咽喉黏膜及周围淋巴组织的炎症
反应。70%-80% 的咽喉炎由病毒引起，
比如流感、新冠病毒感染、EB病毒感染、
链球菌感染等都是比较常见的咽痛原
因。除了病毒，咽喉炎还可由细菌或粉
尘、烟雾等物质刺激，或过敏性鼻炎或鼻

窦炎、胃食管反流病等引发。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主任杨

运刚说，近一周，儿科门急诊明显增多，从
半个月前的900人次左右，上涨至每天
1380人次左右，“9月份以来，随着孩子们
开学，聚集活动增多，儿科门急诊量也明
显上涨，而到儿科门急诊就诊的儿童以多
种病原体感染为主。其中，支原体感染引
起的肺炎居高不下，腺病毒感染、流感病
毒感染、新冠病毒感染数量较上一周也明
显增多。在防范病毒感染的同时，也要注
意预防细菌感染。”

杨运刚介绍，以上几种病毒的症状均
为发热、咳嗽，症状和咽喉炎很像，且都是
通过飞沫传播，但也存在部分差异，“支原

体感染伴随着肺部感染，需拍片才能确
认；腺病毒感染还伴随着气喘和扁桃体肿
大，患者年龄偏小；流感则会肌肉酸痛、全
身无力。”此外，轮状病毒感染和诺如病毒
感染引起的秋季腹泻、疱疹咽峡炎仍是目
前就诊量较大的病种之一，不可小觑。

“个人防护很重要！”杨运刚表示，中
秋国庆假期马上到来，外出游玩、聚会不
可避免，市民更要做好个人防护。他建
议，有生病的市民做到不外出，外出时注
意咳嗽礼仪，且注意旅途的劳逸结合。在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前往人群密集的室
内公共场所时，要科学佩戴口罩；保持良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经常开窗通风，科学
锻炼身体，提高机体免疫力。

嗓子干喉咙疼
不一定是咽喉炎
医生：近期以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肺炎、腺病毒
感染、流感等病例增多，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小伙酒后剧吐
横结肠“跑”到胸腔

本报记者 刘蓉
25岁的小李（化名）怎么也想不到，

一次喝醉酒，竟让他上了手术台。
10天前，小李和好友小酌了几杯，酒

后觉得胃内食物翻涌，一阵阵恶心感袭面
而来，跑到厕所吐了起来。吐了约10分
钟，他的脐周出现阵发性绞痛不适，随后
转移至左上腹。小李想起自己以前也有
这样肚子痛的情况，一会就好了，于是便
想再观察看看。

就这样，小李忍着不舒服过了一夜，
肚子痛、呕吐时而缓解、时而加重，凌晨
时他只觉得浑身无力，气也有些喘不上
来。天还没亮，小李就在家人陪同下来
到厦门市中医院急诊科，做了CT和抽血
检查。他被医生收到普外科住院治疗。

“你这次肚子痛是肠子卡住引起的，胸腔
和腹腔之间有一层薄薄的肌肉叫做膈
肌，从CT上看，你的膈肌缺损了一个洞，
肠子跑进去卡住了。”接诊的普外科医生
陈毅凤说。

普外科刘晓东主任建议小李接受急
诊膈疝修补手术，解除肠管嵌顿。刘主
任为其制定合适的手术治疗方案，当天
便行微创手术治疗。术中，刘主任和纪
发达主治医师、叶永志医师配合，仔细保
护疝入胸腔的肠管和疝囊下方脆弱的脾
脏，通过反复轻柔压拖复位腹腔内容物，
分离膈肌缺损附近腹膜，置入疝气补片
后缝合腹膜。术后第二天，小李开始恢
复排气，配合流质饮食，术后4天就顺利
康复出院。

陈毅凤医生表示，小李这样的病例是
罕见的，酒后剧吐引起嵌顿性膈疝，疝入
部分横结肠和网膜组织。膈疝是腹内疝
的一种，系腹部脏器通过膈肌的先天性或
获得性缺陷进入胸腔内而形成的。膈疝
的临床表现，轻症者表现为腹痛、腹胀、消
化不良。更为严重的是，若发生嵌顿，也
就是突出的肠管不能回到腹腔而被卡在
疝环上，会导致肠管坏死，疝入胸腔内的
腹腔内容物压迫肺部，引起胸闷、血氧饱
和度下降，甚至引发生命危险。

常见腹内压增高的原因有：剧烈咳
嗽、排便困难、排尿困难、剧烈活动、重体
力劳动、剧烈呕吐等。该病例膈肌缺损考
虑是先天形成的，诱发膈疝形成的因素是
酒后剧吐。酒后剧吐不仅增加腹内压，更
严重的是增加胃内压，甚至引起胃贲门底
部撕裂出血或食管自发性破裂。

疝气不可能自愈。因此，除了无法耐
受手术的老年人、存在手术禁忌者以外，
都应该接受手术治疗。

健康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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