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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喝什么最解渴？

素问

包治百病纯属噱头
“阿姨，您这高血压、糖尿

病，光吃药可不行，得做血液净
化，一次见效，三次根治！”近
日，家住河北省保定市的李阿
姨在小区附近一家“健康管理
中心”听到这样的宣传，心动不
已。然而，花费数万元进行血液
净化后，李阿姨不仅病情未见
好转，反而出现了头晕、乏力等
不适症状。

近年来，不法医疗机构打
着“血液净化”的旗号，夸大宣
传，混淆概念，将血液净化包装
成包治百病的“神术”，严重危
害消费者健康安全。
“血液净化”听上去挺高大

上，但大概步骤并不复杂。首
先，抽出一定量血液，再注入臭
氧“清洗”血液，最后再将“清
洗”成鲜红色的血液输回体内。
相关专家表示，无论是血液净
化还是臭氧疗法，它们都有一
个专业的名称：三氧自体血疗
法。医学上的三氧疗法，对于疼
痛类疾病、高脂血症、糖尿病、肝
病、中风后遗症等有一定的疗

效。但在临床上，这种疗法并不
多见，原因在于它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还存在争议。真正需要做血
液净化的是肾功能衰竭的病人，
也就是所谓的透析。按照相关规
定，只有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
才可以进行血液透析。

公益诉讼整治乱象
2024年 5月，河北省廊坊

市人民检察院在网络短视频平
台发现案件线索，廊坊市辖区
某民营医疗机构以免费体检为
名招揽老年人前来听健康讲
座，讲座中对其“三氧自体血回
输疗法”夸大宣传，声称通过该
疗法进行血液净化可以治疗各
种疾病。此外，该医疗机构还在
门诊诊疗中推广“血脂净化”项
目，并将诊疗过程录制视频对
外发布。廊坊市人民检察院随
后进行立案调查。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廊坊市人民检察
院依法向负有医疗机构监管职
责的廊坊市卫健委制发检察建

议，要求对涉案医疗机构加强
监管，对医疗机构违法行为及
时予以整治。同时，全面核查涉
案从事医疗行为人员资质，对
违法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
人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我们在跟进调查过程中，

认定行政机关对检察建议中所
列违法问题未整改到位，公益
受损状态持续存在。因此，还提
起了行政公益诉讼，要求相关
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彻底整治
血液净化乱象。”廊坊市人民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检
察建议和诉讼的方式，检察机
关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全面整治
违法违规问题，彻底消除医疗
安全隐患，切实维护消费者就
医安全和健康权益。

检察官提醒广大老年朋友
要科学保健，理性就医，遇到陌
生人提出的赠送礼物、免费治
疗、免费旅游等诱惑，不要接
受；对于“神医”声称的祛病偏
方、神奇疗效、包治百病等效
果，不要相信；面对陌生人或不
可靠的 APP 不要透露个人信
息、银行账户。如果感到身体不
适要去正规医疗机构，切勿病
急乱投医，一旦发现异常要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李雯
《法治日报》5月 18日

近年来，一些医疗机构故意模糊混淆相关医
疗技术概念，打着“血液净化”的招牌，吹嘘包治百
病。就诊患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仅支付高额
治疗费用，其健康安全亦未得到有效保障。

净化血液真能治百病？
检察官提醒：科学保健，理性就医

健康证乱象
何以“周期性复发”

健谈 千金方

肾结石危害大，小心尿毒症的潜在威胁

在四川结石病医院，绵阳
安县 62岁的王阿姨检查报告
显示：左右肾多发结石。“您的
病情已经发展为氮质血症，肾
脏功能严重受损，再拖下去很
危险，可能发展为尿毒症。”四
川结石病医院泌尿外科学科
带头人、泌尿外科主任常立高
教授的话，令王阿姨目瞪口
呆。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原以
为能一直“和平共处”的肾结
石，竟让尿毒症这种可怕的疾
病近在咫尺。

据常立高教授介绍，当肾

结石掉落堵塞输尿管，引发肾积
水，久拖不治造成肾功能严重受
损，长期下来即可发展为氮质血
症。常立高教授表示，不痛的肾
结石，往往更容易麻痹患者。肾
结石久拖不治，除了导致腰痛、
血尿、梗阻、尿路感染外，还会引
发肾积脓、肾萎缩、肾衰竭、尿毒
症、癌变等严重情况。因此，他提
醒，结石即使不痛也要及早诊
治，不要等到肾脏严重受损才追
悔莫及。

□吴英兰
鲁网 5月 16日

哮喘“救命药”规范使用很重要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20岁
及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为
4.2%，约 4570 万人，但仅有
28.5%的患者得到控制。医学
专家提醒，吸入性药物是哮喘
治疗的首选用药，可惜的是，
这种对患者而言十分重要的
“救命药”，使用错误率高达
70%。正确认识吸入性药物并
规范使用，是目前哮喘治疗的
重中之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
医院肺病科王钰医生提醒，不
少患者对使用吸入性药物存在
恐惧及回避心理，谈激素色变。
其实，吸入性激素药物主要作
用于气道，较静脉或口服用药，
全身吸收量减少 90%，大幅降

低了激素对骨骼、内分泌等系统
的副作用。并且，规律用药可控
制气道炎症并减少急性发作，反
而能降低患者对急救药物的需
求，也可规避静脉及口服激素带
来的副作用。

□唐闻佳
《文汇报》5月 14日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医疗
广告监管工作指南》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管部
门医疗广告监管工作，维护医疗
广告市场秩序，促进医疗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近日
发布《医疗广告监管工作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对医疗广告
监管执法的原则和具体监管规
则作出细化规定。
《指南》规定了市场监管部

门在查处医疗广告时应当遵循

的原则；细化了对违法医疗广告
依法不予处罚以及从轻、减轻、
从重处罚的具体情形；对制造容
貌焦虑、针对未成年人的医疗美
容广告以及含有绝对化用语的
医疗广告等，明确了法律适用依
据；重申了医疗广告违法情形有
关行刑衔接等内容，规定了互联
网平台企业的责任义务。

□魏婉
《中国青年报》5月 15日

●北京实施中小学生“身心
健康二十条”
《关于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身心健康二十条”），日前以北
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名义印发实施。这是北京

首次对学生身心健康进行一体
谋划部署，同步提升学生强健
体魄和积极心理品质，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次
出台的“身心健康二十条”聚焦
五育融合、学校主导、家庭育
人、社会参与、组织保障五大部
分，共 20项具体措施。

□闫伊乔
人民网 5月 15日

●食养药膳被纳入 400 余
个中医诊疗方案

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5
月 15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
悉，国家中医药局将食养药膳纳
入各类方案、指南，组织制定的
400余个中医诊疗方案、50多个
中医护理方案、20项中医治未病

干预指南均包含饮食调护内容，
并在全国推广使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
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副司长
欧阳波介绍，国家中医药局把食
养药膳纳入维护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之中，在《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国
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等
文件中对药膳、传统食养等工作
作出部署；积极发挥食养药膳在
健康促进、慢病防治和康复中的
作用，启动实施中医药健康促进
行动，明确提出鼓励医疗卫生机
构开展中医药膳服务。同时，我
国持续加强食养药膳标准化建
设和相关人才培养。

□田晓航
新华网 5月 16日

医目了然

近日，辽宁沈阳、河南郑州等
地多家医疗机构违规办理健康证
的新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央视调查显示，从“54分钟速成健
康证”到“异性代检”，从体检项目
缩水到制售假证，一系列乱象暴
露了健康证制度的诸多漏洞。涉
事地区的卫健部门均迅速展开调
查和处置，相关机构和责任人被
暂停业务和立案查处，后续将依
法对机构和个人做出行政处罚。

发现问题迅速处置值得肯
定，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多年来，
全国多地已多次曝光类似事件，
每一次的反思与处置均如出一
辙———停业整顿、立案查处、专项
整治。针对每次事件的处理不可
谓不严厉，但过不了多久这些机
构就会故伎重演，始终未能终结
健康证乱象周期性复发的问题。

要终结周期性复发的健康证
乱象，需要跳出“头痛医头”的思
维定式，从制度设计、技术赋能、
协同治理等多个维度构建全链条
防控体系。
（本版有删节）

□唐传艳
光明网 5月 14日

晨起后这些习惯暗藏健康密码

晨起后喝水、如厕、吃早
餐，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暗藏
着健康密码。

晨起喝水：晨起小口慢饮
300ml温水可稀释血液、降低
血栓风险，从而预防中风；晨起
如厕：排便时集中注意力，不干
别的事情，专心排便，建议每次
排便时间不超过 10分钟。晨起
肠蠕动活跃，喝水后更易产生
便意，及时排便能减少毒素吸
收，降低肠道炎症及肠癌风险；
晨起进食：2023年发表在《自

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8
点前吃完早饭，20 点前吃完晚
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
用；9 点后吃早饭，21 点后吃晚
饭，则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
有关。此外，2023年发表在《国际
流行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也
显示，相比于习惯性 8点前吃早
餐的参与者，9 点后才吃早餐的
参与者，患 2型糖尿病的概率高
出 59%。

□李然
CCTV生活圈 5月 16日

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有望解决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日
前宣布，该机构参与的科研团
队成功识别出一种新分子
NM102，能够在不破坏宿主微
生物群的前提下，使致病菌在
面对免疫系统时“解除武装”。
这一成果有望推动新型药物开
发，并解决抗生素耐药性问题。

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
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此前发现，
所有致病菌共同拥有 Mfd 蛋
白。这种蛋白能帮助细菌抵御
宿主免疫系统的攻击，还能诱

发突变，提升产生耐药性的能力。
研究人员从 500万种分子中筛选
出一种小分子 NM102，可以与
Mfd蛋白结合，阻断 Mfd蛋白发
挥作用。

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显示，
这种分子具有三大显著作用：在
没有免疫系统毒性物质存在的
情况下，不直接杀菌；能降低感
染器官中的致病菌数量，不损伤
宿主微生物群；抑制 Mfd蛋白的
诱变功能，减少细菌耐药性产生。

新华社 5月 18日

专家表示：女性生理期不建议吃冰、吃辣

近日，“医生辟谣生理期不
能吃冰不能吃辣”的话题冲上
热搜，引发网友讨论。女性生理
期吃冰、吃辣真的对痛经毫无
影响吗？浙江省中医院裘氏妇
科传人、妇产科副主任中医师
应翩表示，从中医角度讲，确实
不建议女性在生理期吃冰、吃
辣。“我们强调辨证论治，但可
以明确的是，无论你是哪种证
型，经期吃冰都没有好处。”应
翩说。

针对“吃冰不会导致痛经”
的说法，应翩表示，吃冰可能
伤及脾胃，从而间接影响月经

的规律性与顺畅程度。“有些人
说自己吃了冰也不痛，那不代表
没问题，可能是暂时没表现出
来，或者你本身就不是寒凝证
型。但在临床上，我们确实看到
很多年轻女孩，月经期间吃了冷
饮后出现月经推迟、腹痛加重的
现象。”她说。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冷饮
摄入与原发性痛经的发生有一
定相关性，生冷刺激可诱发子宫
平滑肌痉挛，进一步加重缺血缺
氧状态，从而引发或加剧疼痛。

□张煜欢吴煜陈岩明
中国新闻网 5月 15日

社交称谓泛化是共情还是情感贬值？

“宝贝，你能帮我拿个快
递吗？爱你～”“姐妹，不要忘
记交作业哦～”“亲爱的，这单
不能再优惠了～”……如今，
这些原本带有亲密关系的称
谓，正在演变为泛化社交用
语。有网友表示，当表达方式
如同货币一样超发，语言文字
也会“通货膨胀”？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研究
员杨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互
联网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
这种“快时代”的特征，使得语
言的创新和变异也加快了。互
联网时代，书面语和口语之间

传统的界限日益模糊。“口语
化”趋势的盛行，使得非正式，

甚至带有随意性的口语表达，
更容易渗透到相对规范的书
面语领域。杨旭指出，要警惕
语言“通货膨胀”可能带来的
负面影响：一是导致表达单一
化，削弱语言的精确性与多样
性，尤其可能引发青少年“文
字失语”；二是影响情感传达，
过度依赖夸张表达会损害正
式场合的语言能力与思维深
度。此现象虽在未来可能持续
存在，但建议年轻人回归真实
表达，提升沟通效率。

□张子渊熊珂萱
《北京青年报》5月 14日

知心

夏日来临，很多人都想来一
杯冰镇饮料解渴。但你可能不知
道的是，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
料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
盐、全脂牛奶。

为了衡量一种饮料对身体补
充水分的能力，研究人员招募了
86名受试者，测试了 13 种常见
饮料（包括水、气泡水、可乐、健怡
可乐、运动饮料、口服补液盐、橙
汁、拉格啤酒、热红茶、冰镇红茶、
咖啡、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对人
体的补水效果。结果表明，口服补
液盐、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的补
水效果最好，而拉格啤酒和咖啡
则会导致脱水效果。

主要影响饮料摄入几小时内
身体液体平衡的因素包括宏量营
养素含量、电解质含量（尤其是钠
和钾）以及利尿剂的存在（主要是
咖啡因和酒精）。研究表明，口服
补液盐和牛奶都含有高浓度的钠
和钾，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水分留
在细胞内，减少尿液的产生，从而
达到补水的效果。口服补液盐比
牛奶的热量更低，但口感可能不
太好。如果你因为呕吐、腹泻或剧
烈运动而导致脱水，口服补液盐
是一个好选择。

□顾中一
（作者系北京营养师协会理

事，注册营养师）
“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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