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括地塞米松、泼尼
松、泼尼松龙、甲基强的松
龙、倍他米松等。此类药物
均可诱发胃肠溃疡，或使溃
疡复发、恶化。

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
能够延缓组织愈合，还可使
胃酸及胃蛋白酶分泌增多，
并使保护性胃黏液分泌减
少，如此一来便降低了胃黏
膜的抵抗力。对于患有胃
病的人来说，糖皮质激素可
能会诱发或加重胃、十二指
肠的溃疡出血，甚至造成消
化道穿孔。因此，胃病患者
在使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时应慎重。

肾上腺皮质激素引起
的胃肠道溃疡，又称类固醇

溃疡。其临床症状与一般
消化性溃疡略有不同，其疼
痛无明显规律性，常为隐袭
发生，待病变已很严重，甚
至出血、穿孔才被发现，这
是因为糖皮质激素使疼痛
感受阈增高，炎症反应降
低。因此，在使用这一类药
前及用药期间应密切观察
胃肠反应，特别是原有溃疡
者，更应慎重用药。

此外，肾上腺糖皮质激
素类药物应避免与水杨酸
盐、解热镇痛药及抗组织胺
类药物并用。用药期间不
宜饮酒，应给予高蛋白、高
维生素及溃疡病膳食，必要
时可合并使用制酸、胃黏膜
保护类药物。

人吃五谷杂粮，胃
肠功劳最大，担子也最重。

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不经意间
已经被胃病盯上了。如果患有慢

性胃病，例如：萎缩性胃炎、反流性胃
食管炎、胃溃疡、十二指肠胆汁反流性
胃炎等，胃黏膜本身的保护机制就会降
低，出现腹痛腹胀等上腹不适症状。
这时，除了需要注意日常饮食之外，
更需要在口服或注射下列药物时

提高警惕。今天药师就和大
家聊聊胃病患者需要慎

用七类药。

这七类药会暗伤胃黏膜老胃病注意

如阿司匹林、吲哚美辛、吡罗昔
康、保泰松、双氯芬酸、布洛芬等解
热镇痛类药物，会破坏胃黏膜的保
护机制。服用后易出现上消化道的
不良反应，比如上腹部疼痛不适、消
化不良，甚至出现消化道出血等。
此外，胃镜检查常有胃黏膜炎症、糜
烂及溃疡，严重的还可出现溃疡穿
孔出血。因此，胃病患者应该尽可
能减少服用此类药物。

对于既往发生过消化道溃疡，
患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冠心病等心
血管疾病或是正在使用华法林、糖
皮质激素类药物的患者，服用此类
药物更应慎重。

如果因病情必须要服用时，则
应尽量选择其中相对较为安全的品
种，例如塞来昔布、布洛芬等，且应
在医师指导下调整用法用量，尽量
使用较小剂量。同时，可以联用奥
美拉唑、泮托拉唑、米索前列醇等抑
制胃酸分泌的药物，从而保护胃肠
道黏膜。

解热镇痛类药物

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例如利血平片、复方利血平片、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
片等。 利血平能促使胃酸过多分泌，诱发或加重胃溃疡
出血。因此，患有胃病的患者应避免选用含有利血平的
降压药，这些药品的说明书上也明确标注“胃及十二指肠
溃疡患者禁用”。

含有利血平成分的降压药

例如，氯化钾片、铁剂及含钙的补钙制剂。氯化钾、铁剂
对胃黏膜有直接刺激作用。目前常用的补钙制剂主要含有碳
酸钙和维生素D等成分，此类制剂也会引起嗳气、便秘、腹胀、
腹痛、胃肠胀气、恶心、呕吐等胃肠道不良反应，长期过量服用
碳酸钙还会引起胃酸分泌的反跳性增高。因此，如果您患有
胃病，服用以上药物时应注意调整用法用量，并密切关注您的
胃肠道功能。

如四环素类、红霉素类、甲
硝唑、呋喃类等许多口服抗菌药
易引起恶心、呕吐、腹痛、食欲
下降，加重消化性溃疡甚至出
血；有报告口服青霉素类抗菌
药物后，除产生一般胃肠道不
适症状外，尚可发生急性腹痛
及胃肠出血。静脉滴注红霉
素，也可出现胃肠症状，偶有发
生消化道出血者。

多粘菌素对胃黏膜上皮细
胞毒性较大，可造成胃黏膜局部
缺血、促进组织胺释放，形成胃
炎、胃黏膜损伤。

抗生素类药物

如氨甲喋呤、6-疏基嘌呤、
5-氟尿嘧啶类等，此类药物能
够刺激胃肠黏膜产生弥漫性炎
症、黏膜肿胀、糜烂或形成胃炎
或胃溃疡，出现恶心、呕吐、纳
差等症状。

抗肿瘤类药物

包括具有苦寒之性的中药
制剂。很多“上火”或者便秘的
患者会选用具有清火或通便作
用的中成药治疗，而这类药物多
是由具有苦寒之性的中药组成，
例如大黄、黄连、黄芩、石膏、人
工牛黄、栀子等。

中医理论认为，长期或大量
服用此类“苦寒之品”会损伤“脾
阳”，引起胃肠道的不适，例如食
欲减退、腹胀腹痛等。因此，如
果您患有胃病，同时又属于脾胃
虚寒的证型，在服用此类中药制
剂时也应格外注意。

（据《北京青年报》）

清热解毒通便药

含钙、钾、铁等药物

◆ 吃出健康 ◆

德国食品安全部所属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等研究小
组近日发表在《德国医学会杂志国际版》的一项横断面研
究表明，对于素食者而言，最容易缺乏的是微量元素碘，应
尽可能予以补充。研究小组招募了 72名 30至 60岁的成人
为受试对象，其中素食者和非素食者各 36人，进行血液、尿
液检查以及生活方式、饮食问卷调查，探讨和研究素食带
来的健康风险。结果发现，在三分之一的素食者中，碘排
泄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阈值，患有严重碘缺乏症，
说明素食者缺碘现象非常普遍。研究人员认为，长期吃素
最容易造成碘缺乏，需要及时补充。如同属于植物性食物
的海藻（海带、紫菜、裙带菜、石花菜等），含碘量很高，素食
者可以经常食用。 （据人民网）

长期吃素易缺碘
要常吃海带紫菜

牛奶是公认的健康饮品，除了直接喝，还可以用来制作
多种美食，比如代替水蒸鸡蛋羹。牛奶富含钙，能和鸡蛋中
的蛋白质在加热过程中形成网状结构，从而锁住更多水分，
使蒸出来的鸡蛋羹口感更嫩。一般来说，一个鸡蛋大约需要
搭配 100毫升牛奶。一个鸡蛋钙含量在 30毫克左右，100毫
升牛奶的钙含量高达 107毫克，因此，用牛奶代替水来蒸鸡蛋
羹，钙含量翻了 4倍多。此外，这样烹调还增加了优质蛋白质
的摄入，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食用。具体做法为：鸡蛋在碗
中打匀后放入牛奶继续打匀，蒸锅上汽后放入蛋液蒸 10分钟
左右即可。如果不想蒸出有“蜂窝”“变色”等问题的鸡蛋羹，
需要注意几个细节：一是要避免时间过长、火力太大；二是给
蒸碗或炖盅加个盖；三是不宜使用铝质、铜质容器，否则可能
会让鸡蛋羹出现灰绿色。

（据《厦门晚报》）

牛奶蒸鸡蛋羹钙量可翻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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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
劳医生开药方”，但很多人却不知
道，这里的萝卜到底是白萝卜还是
胡萝卜，它们虽然都叫萝卜，但功效
差异很大，如果搞不清，很容易将它
们混淆。

实际上，谚语“冬吃萝卜夏吃姜”
中的萝卜指的是白萝卜。白萝卜具有
清热化痰、理气消食的作用，对冬天常

见的感冒、咳嗽、食积等有较好的防治
作用，故而还有“萝卜上市，医生没事”
的赞誉。

另外，“上床萝卜下床姜”中的萝
卜也是指白萝卜，这里是取生姜兴奋、
萝卜抑制的作用。早晨起来，自然界
阳气开始生发，人体也开始逐渐兴奋
起来，吃生姜有助于兴奋精神，开胃进
食。晚上需要休息，吃萝卜可以清热

消食，有助于和胃安神。
而谚语“十月萝卜小人参”中的萝

卜指的是胡萝卜。胡萝卜虽然也叫萝
卜，但和白萝卜不是一个科属。白萝
卜为十字花科草本植物莱菔的块根，
而胡萝卜是伞形科植物胡萝卜的根。
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元时始自胡地
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

胡萝卜颜色鲜艳，芳香甘甜，能
补气明目，具有补益的功效，因此被
誉为“小人参”。《本草纲目》云：“下
气补中，利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
健食，有益无损”。现代研究表明，
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在人
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能有效改
善眼睛疲劳和眼睛干涩的问题，可
预防夜盲症、干眼病等，维生素 A 还
能维持骨骼正常生长发育。胡萝卜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对促进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
意义。

相对而言，胡萝卜善于补气明目，
白萝卜善于清热生津化痰，消食理
气。二者一补一消，功效迥异，所以在
食用的时候要区别对待。

（据《大河健康报》）

萝卜颜色不同功效迥异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具有气流
受限特征的肺部疾病，随着病情反复发
作、急性加重，导致肺功能逐渐下降，出
现日常活动甚至休息时也感到气短，现
已成为仅次于高血压、糖尿病的中国第
三大常见慢性病。

那么，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治疗
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更好呢？银川市以“智
慧＋医疗”的科技模式，让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患者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就诊。

“这枚指环叫‘智能戒指’，里面放着
一个芯片，可实时监测我的血压、脉搏、
血氧、心率……”近日，当记者走进银川
市第一人民医院，看到戴着“智能戒指”
的患者后，感到科技真的很神奇，这枚小
小的戒指竟然可以实时监测他所有的指
标，有异常可立即就医，就像身边的“智
能医生”。

记者了解到，这枚戒指是该院针对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研发的可穿戴智能

医疗设备“6件套”之一，全套设备还包括
智能药盒、智能吸入制剂、家用制氧机、
家用呼吸机、便携式肺功能仪。

时间追溯到 2019年 3月 31日，银川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与葛兰素史克（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展
银川市呼吸慢病管理建设，该项目致力
于打造全国首个慢阻肺数字化生态管理
系统，通过双方的创新合作与居民健康
大数据平台的构建，首创性地探索基于

“互联网+医疗健康”以及“智能分级诊
疗”的慢阻肺全程管理创新模式，积极打
造呼吸系统慢病管理的智慧医疗示范系
统，助力提升中国慢阻肺规范化诊疗的
整体管理水平。

作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智能化管理
项目的建设地——银川市第一人民医
院，在银川市科技局重点专科科技项目
资金的支持下开展了项目的研究，建立
了宁夏呼吸慢病数字化管理平台，借助

可穿戴智能医疗设备，实现呼吸慢病患
者的家庭远程健康监测，为呼吸慢病患
者提供智能、全程、连续的医疗健康照
护，最大程度延缓病情进展，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降低再入院率，降低医疗费用，
延长生命。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许旺告诉记者，慢性病患者
每年治疗费用是十分高的，慢阻肺患者
一年住院的次数在 2次以上，加上用药，
一年治病费用约为 6万至 7万，研发的可
穿戴智能医疗设备内置芯片，可实时监
测患者身体健康指数，捕捉患者用药信
息，提醒患者及时用药和就医，极大地降
低患者急性发病次数，减少医疗费用，提
高生活质量，目前他们以较低价格将这
些设备租赁给患者使用。

“比如这个智能药盒，如果患者当天
忘记吃药，内置的芯片会捕捉到用药信
息，然后传回后台系统，平台上会显示该

患者用药异常，我们就立刻联系基层医
疗服务中心，及时了解患者情况。”许旺
给记者介绍可穿戴智能医疗设备的智慧
功能，患者的信息会实时传回至宁夏呼
吸慢病数字化管理平台，平台时刻都在
实时更新患者信息，他们可以第一时间
掌握患者的情况。

采访中，记者获悉，目前宁夏呼吸慢
病数字化管理平台现覆盖银川市三区两
县一市，已形成了“区域呼吸疾病诊治中
心-基层医疗服务中心-呼吸慢病患者家
庭”之间通过互联网密切联系的服务体
系。银川市纳入规范化管理的慢阻肺患
者共有 2500余人，参与管理的医疗机构
有 156 家，系统上显示的每一处异常情
况，诊疗中心都将及时通知基层医疗服
务中心及时干预治疗。

该院将持续完善数字化管理平台，在
基层医疗服务中心和患者中积极普及推
广，为广大慢阻肺患者带来更多希望。

本报记者 郝 婧
本报讯（记者 郝 婧）近日，记者获悉，按照国家卫健委

办公厅《关于 2019年度母婴安全行动计划实施情况通报》精
神，对全国表现突出的 100个医疗机构予以表扬，宁夏医科大
学总医院荣获“2019年度国家级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荣
誉称号。据悉，这是我区首家荣获此殊荣的医疗单位。

自 2018年国家卫健委实施母婴安全行动计划以来，该院
深入实施行动计划，通过推动产科、新生儿科等科室严格落
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搭建产儿交流学习平台，创建自治区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等工作，不断提升该院危重孕
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服务能力，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便
捷、温馨的妇幼健康服务，全力保障母婴安全。

该院产科建立了完善的的危重症网络系统和健全的协
调协作机制，严格按照妊娠风险评估要求，在建档初期分别
以绿、黄、橙、红、紫色做好危险度分级标识，严防风险。并根
据孕妇孕期不同阶段，及时调整风险度，落实高危孕产妇专
案管理制度，建立特色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建立多学科
危重症产妇和新生儿科急救、新生儿复苏抢救团队，加强医
护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全面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
优化产后出血、新生儿窒息等抢救流程，完善各项制度，强化
危重症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改善病区病房环境，增设
LDRP温馨病房，开设孕妇学校、特色课程，加强科普知识宣
教，通过多种方式，为广大孕产妇提供更加安全、有效、便捷、
温馨的医疗服务。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荣获
“2019年度国家级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荣誉称号“互联网+医疗”为慢性病管理开启新模式

阿胶红枣是常见的冬季进补佳
品。现代研究证实，阿胶对血红蛋白
和红细胞增长速度的促进作用优于铁
剂，具有良好的补血作用；大枣具有补
脾和胃、益气生津的作用。中华中医
药学会博士庄乾竹表示，虽然阿胶红
枣有诸多保健功效，但以下五类人却
不适合食用。

经期女性。很多人觉得经期女性
应该吃些阿胶红枣补补。实际上，经
期女性阴血下泄、阳气偏旺，这时不能
吃偏热性的阿胶红枣。

脾胃虚弱、消化不良者。服用阿
胶红枣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

高黏血症、高脂血症患者。阿胶
红枣会加重郁滞，使瘀血更为严重。

有表证者。比如风寒感冒患者，
有怕冷、发热、头痛、鼻塞等表证，此时
服用阿胶红枣，容易导致食积。

糖尿病患者。阿胶红枣中糖的含
量偏高，易升高血糖。

（据《北方新报》）

5类人不宜吃阿胶枣

近年来，面对“秃”如其来的难题，很多人期待用老祖宗
的智慧来解决。“生姜擦头皮可以生发”等古法妙招，在网上
被疯传，也带火了相关食材的销量。对网上盛传的生发秘
方，建议大家要谨慎对待。尤其是“生姜擦头皮”，这种做法
极不科学。目前已有科学研究证实，生姜的提取物 6-姜酚，
可抑制毛发生长，外国甚至有人试图将这种提取物加入脱毛
膏中。因此，用生姜擦头皮，不仅不会生发，反而可能会越擦
头发越少。

其实预防脱发，我们可以从日常点滴做起：注意劳逸
结合、心情放松，尽量避免熬夜和长时间的精神压力，避免
消耗过大的体育运动，避免梳过紧的发辫和频繁的烫染，
使用吹风机时温度不要过高，洗发后要适当在发梢使用护
发素，注意头发的防晒，使用稀齿圆头的梳子。饮食上，要
多摄入一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铁、锌、钙、铜、碘
的食物。

（据《科技日报》）

生姜擦头皮可生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