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50岁的陈先生（化名）因为一道炒饭，出现腹
痛、腹泻、呕吐和呼吸困难的症状，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出现
严重休克。

生活中平常的一碗炒饭，竟然暗藏隐患？江门市五邑
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许得泽表示，米饭在煮熟后
如果不及时食用，储存不当，再拿来炒饭吃，就可能导致
“炒饭综合征”，引发呕吐、腹泻等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影响
性命，而造成这一切的“隐形杀手”正是蜡样芽孢杆菌。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 通讯员 刘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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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
梁爽 通讯员/张淑琨）秋季天
气逐渐转凉，加上早中晚的温差
加大，不少宝宝肚子胀气的问题
更加明显了。在江门市妇幼保
健院儿童保健中心，不少来诊家
长因宝宝胀气、哭闹不停而忧心
忡忡。如何通过科学的措施来
缓解宝宝不适？记者就此采访
了该院儿童保健中心医生王文
菩。

“对于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来
说，大蒜、洋葱、咖啡和巧克力等
食物，看似正常，但背地里却是
个产气大户。”王文菩介绍，要想
从中揪出让宝宝胀气的“元凶”，
还得先筛选那些主要产气的“元
凶”。

此外，很多高产气食物的纤
维含量都很高。如麸质松饼、葡
萄干、麦片等含有麸皮的食物。
常见的产气蔬菜有西兰花、洋
葱、大蒜和卷心菜等。土豆、玉
米、面条、小麦等多数食物中的
淀粉都会在体内经消化产生气
体。不过大米例外，其所含有的
淀粉应该是唯一不会产气的淀
粉。奶和奶酪、酸奶、冰激凌之
类的奶制品都是产气食物。

王文菩表示，碳酸饮料容易
产气，碳酸在体内分解后会疯狂
涌出二氧化碳。无糖产品中常
用山梨糖醇作为甜味剂，山梨糖
醇极易产生气体（有时候还会引
起腹泻）。

对于母乳喂养的妈妈来说，
想从平时的饮食中完全避免产
气食物，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
食物并非产气的唯一来源。因
此，王文菩为家长们推荐几种减
少宝宝胀气的实用方法：

1、正确冲泡配方奶。冲泡
配方奶过程中，摇动得越剧烈，

奶中混合的气泡就越多，如果这
样喂给宝宝喝，宝宝在不知不觉
中会咽下多余的空气，体内就会
积累过多的气体，可以先放上一
会儿再喂宝宝吃。如果宝宝喝
一种配方奶出现了排气过多，可
以按实际情况更换配方奶。

2、让宝宝慢慢喝。用奶瓶
喝流质食物的时候，要让宝宝喝
得慢一点，这样才能少吞入空
气。最好多换用不同的奶瓶和
奶嘴，找到最适合宝宝的一种。
如果宝宝的胀气很严重，应尽可
能地排出奶瓶里的空气，可以选
用具有特殊功效的奶瓶（如带排
气孔的奶瓶、弯角奶瓶或是一次
性的免洗折叠奶瓶），让宝宝喝
奶的时候少吞入空气。

3、多拍嗝。不管是喝奶过
程中还是喝完奶之后，都得多拍
嗝，想办法让宝宝打出嗝来。

4、用外力排气。可以让宝
宝仰面躺在床上，抓着他的腿做
自行车运动，帮宝宝把多余的气
体给排出来。平时最好能让宝
宝趴一会儿，这样不仅能够防止
宝宝的后脑勺变平，锻炼他的上
肢力量，还能通过对腹部的挤压
来促进气体排出。

“贴秋膘”是指通过调整饮
食结构为身体补充更多营养，以
此来增强体质，提高自身的御寒
能力和抵抗力。

宋天云介绍，“贴秋膘”的传
统来自早期的农业社会，夏季的
高温和繁重的农作使得人们食
欲不振、体重下降，到了秋凉时
节，人们会选择富含油脂和蛋白
质的食物，以求恢复体力，为接
下来的冬季储备能量。但随着
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工作环境
已发生变化，现代“贴秋膘”要因
人而异。

如今，“秋膘”贴上去容易，
要想“摘”下来可就难了。门诊
中因营养过剩引起疾病的病例
比比皆是，现代人餐桌并不缺

“肉”，对于“贴秋膘”的食材选择
可结合自身情况适当进食些当
季的瓜果蔬菜。

《黄帝内经》记载的“五谷、
五果、五畜、五菜”配制恰巧说明
了饮食的多样化，以谷类食物为
基础，能提供足够的碳水化合物
来维持人体的能量需求；肉类食

品能够补益身体，满足人体对脂
肪和蛋白质的需要；蔬菜瓜果类
则可以辅助补充人体所需维生
素、食物纤维和各种微量元素
等。

“贴秋膘”不等于“吃肉”，均
衡营养摄入才能真正达到“贴秋
膘”的目的。“应根据自身身体状
况，平衡营养饮食。‘贴秋膘’进
补不等于只增加肉类、脂肪等的
摄入‘以肉贴膘’，而要结合自身
营养状况，吃得健康。”宋天云表
示。

中医认为秋天比较燥，肥腻
的肉类、油炸食品不宜多吃，防
止“上火”和消化不良。秋天更
建议平补，可选择百合、山药、红
枣、莲子等具有健脾、养胃、润燥
等特点的食物。

总而言之，“贴秋膘”并不是
人人适合。如果目前体重处于
正常范围内，营养状况也不存在
不足，并不一定要额外“贴秋
膘”，根据身体状况注重日常健
康饮食即可。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梁爽 通
讯员/陈君）昨日，记者从江门市中心医
院获悉，近期该院感染科收住本土确诊
登革热患者有所增多。医生提醒，目前
登革热进入高发季，防蚊灭蚊是预防登
革热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一旦出现相关
症状要尽早就医。

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
性虫媒传染病。江门市中心医院感染科
主任医师甄月映介绍，登革热主要通过
被带有病毒的蚊子叮咬后得病，人与人
之间一般不会直接传播疾病。感染登革
病毒一般在3—14天，多数为5—8天后
发病。“登革热全年均可发病，高峰期在
7—10月。”甄月映说。

在该院感染楼4楼，记者看到部分病
房装上了纱窗，每位登革热患者的床上
都配置了一顶蚊帐。甄月映表示，目前
该科收治的患者基本以轻症为主。他们
多表现为突发高热（体温可达 39℃以
上）、起病急、全身痛、出皮疹。有的基础
病患者或年长患者，容易出现出血倾向、
脏器损伤等并发症。

“登革热和流感症状有些相似，但区
别在于无明显鼻塞、流涕等呼吸道不适
症状。登革热全身疼痛更明显，有的患
者还会出现皮疹。”甄月映表示，登革热
是自限性疾病，10天左右无并发症患者
病情会明显缓解甚至康复，但如
果不及时治疗，也有发展
成重症的可能。

近 段 时 间 以
来，该院感染科收
治的登革热患者
中，年龄最小
的15岁，最大
的 80岁。有
的患者全身
疼痛症状明

显，需服用止痛药才能躺下休息。
“目前登革热尚无特效药物，治疗

的重点是控制疼痛、及时补液、预防出
血，并尽早防蚊隔离。”甄月映说，如不
小心感染了登革病毒，也不用过于惊
慌。登革热患者一般预后较好，经及
时治疗后，基本可康复，但也有少数重
症病例死亡的报道，请大家务必科学
防范。

大部分登革热患者，在刚患病的2—
7天可能会发热。大部分患者在第5天之
后，都能够平稳出院。据悉，一般病情稳
定了，就可以安排出院。登革热在发病
的1—5天都有传染性，患者需在医院或
居家进行虫媒隔离。

甄月映提醒，市民如出现以下典型
症状请及时就医：突发高热，体温可在
24—36小时内升至39℃以上；出现“三
红征”，即面、颈、胸部潮红；出现“三痛”，
即剧烈头痛、全身关节痛、肌肉酸痛；出
现皮疹，四肢躯干或头面部出现充血性
皮疹或点状出血皮疹。

如出现高热，请及时到正规医院就
诊，根据医嘱服药治疗，请勿自己随意
服用退烧药，尤其是需要注意慎用乙
酰水杨酸（阿司匹林）、布洛芬和其他
非甾体抗炎药物（NSAIDs），避免加重
出血。

甄月映提醒，避免被蚊虫叮咬是
关键，前往登革热流行区进行户

外活动时，尽量选择浅色的长
袖长裤，尽可能使用驱蚊剂
或其他驱蚊药物；室内安装

纱门纱窗，使用蚊帐，使
用灭蚊虫产品；经
常翻盆倒罐、清理
积水，积极防蚊、
驱蚊、灭蚊。

我叫小棉，是一名“90后”，从事
保险行业工作，住在蓬江区。

不久前，我突然高烧39℃，吃了
一颗退烧药后，沉沉睡去。不料第二
天，再次出现高烧，全身肌肉酸痛，就
到江门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就诊。医生
告诉我，我虽然高烧，但没有喉咙痛、
流鼻涕等症状，初步怀疑是登革热。

抗原检测结果证实，我确实得了
登革热。由于登革热有虫媒传染性，
我入住医院感染科病房，接受隔离和
相关诊疗。这里的医生告诉我，登革
热没有特效药，只能对症治疗。

以前都是从新闻上看到登革热，
从没想过它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回
忆不起来，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被蚊子叮咬了。但是，现在医学很发
达，我并不感到害怕。

入院第一天，我还是有点发烧，胃
口不太好，只能喝点粥。经过吃药、打

点滴等治疗，第二天基本上退烧了，全
身酸痛感缓解。血小板还处于低水平
状态，刷牙的时候仍然有点出血。

在感染科病房，每扇窗户都装上
了纱窗，每个人都有一顶蚊帐，防止虫
媒传播。每天早上6点，医护人员准
时出现，为我们量体温、测血压，十分
尽职尽责。一天至少查房3次，每次
见到他们，都让我感到安心。

还记得，此前感染新冠病毒，“刀
片嗓”、肌肉酸痛、剧烈咳嗽。与“阳
了”相比，登革热的难受程度要轻一
点。不过，医生告诉我这也因人而异，
年轻人症状一般会轻一些。住院5天
后，我的血小板等各项指标良好，身体
痊愈顺利出院。

面对登革热，大家不用紧张，建议
尽量不去蚊子多的地方。如果家里有
植物，要定期清理积水。出现相关症
状，积极接受治疗。

一碗炒饭竟然暗藏隐患？
医生：警惕“炒饭综合征”，做好“洁”“熟”“分”“存”

一碗炒饭，却成了“致命杀手”。陈
先生下班后，顺手把前些天冷藏的米饭
拿出来加工。本来以为自己品尝的是
一道美味的炒饭，却没想到刚下肚不久
就出现腹痛、呕吐的情况，还一直腹泻
跑厕所。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吃坏肚
子”了，而且情况还比较严重，就拨打了
120送到家里附近的卫生院就诊。没
想到第二天，他竟然出现了气促加重的
情况，被送到江门市五邑中医院时，他
躯干及四肢皮肤、唇周紫绀，入院时已
出现严重休克、无尿，呼吸、心脏、肝肾
等脏器功能衰竭，需气管插管、呼吸机
通气，以及血液净化等抢救措施，后期
筛查医生发现其为血行感染。

“究其原因是米饭被一种名为蜡样
芽孢杆菌的食源性致病菌污染所致。”

许得泽表示，“炒饭综合征”是由蜡样芽
孢杆菌引起的，该菌在自然界中广泛分
布，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条件致病菌，
通常在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炒饭或米
饭中被发现，故由其引起的病症也称为

“炒饭综合征”。
“通常的加热烹调不易杀死蜡样芽

孢杆菌，也不能破坏已产生的毒素。”许
得泽表示，引起蜡样芽孢杆菌食物中毒
的食品主要为含淀粉较多的谷类食物，
常见者为酒酿、隔夜剩饭、面包和肉丸
等，室温放置的米饭都极易被污染，但
其并没有引起感官的变化，使人们不易
察觉，所以容易误食。“该菌引起食物中
毒事件时有发生，危害人体健康，严重
者可致死。”许得泽说。

如何科学“贴秋膘”？

感染科里的安心“医靠”病房里的“家人”温暖

登革热患者讲述康复故事
“今年登革热病例数有所增长，与环境气候利于蚊虫繁殖有一定关系。”昨

日，江门市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甄月映向本报记者介绍。感染登革热后，
有患者会剧烈疼痛，因此这种病又被称为“断骨热”。在登革热确诊患者增多的
情况下，不少网友分享了确诊登革热的经历。记者就此走近江门登革热康复
者，聆听他们的确诊和康复故事。 江门日报记者 梁爽 通讯员 陈君

本土登革热患者增多
医生提醒：避免被蚊虫叮咬是关键

我是陈伯，今年70岁，有多种基
础疾病，平常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不算
强。

一周前的一天，吃完晚饭后，我胸
口隐隐作痛，刚开始还没在意，后面越
来越痛。当我忍不住告诉家人，他们
担心是心脏病，坚持要送我到医院就
诊。

急诊科医生询问病史得知，我们
家近期有人得过登革热，于是为我排
查登革热抗原，结果显示为阳性。正
当家人疑惑之际，医生解释，虽然没有
典型的发热症状，但白细胞、血小板都
在下降，胸痛也是由于登革热引起的。

对于登革热老年患者，有时发热
并不是第一症状，可能会以胸痛等症
状发病。因此，如果身边有人有登革
热确诊史，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配合
开展登革热相关检测。早期诊断，早
期治疗，才能降低病死率。

入住医院第一天，我排了黑便、血
便。医生告诉我，这是我的消化道在

出血。他们为我打点滴，消炎、止血、
护肝等，也输了红细胞。由于消化道
出血，无法进食，他们还为我开展一体
化营养治疗，改善贫血的症状。

虽然胸口还是隐隐作痛，但是也
尚能忍受。医生检查后说，暂时不用
打止痛针，如果我疼痛加重，一定要告
诉他们，他们来想办法。

家人不能在一旁时刻陪护，我时
常会感到孤独和恐惧，对治疗产生抗
拒情绪。护士团队进行心理护理，陪
我聊天，开导和陪伴我。这一切，都让
我感觉到家人般的温暖。

治疗第三天，也是我禁食的第三
天，消化道终于停止了出血，我也可以
吃点清淡的食物了。医生告诉我，我
的血小板已经恢复正常，贫血症状大
大改善，过几天我就可以出院。

现在，我已经康复出院回家了！
这次病痛的经历，让我更加重视健康，
也更加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从没想过会发生在我身上”

“胸口痛还以为是心脏病”

江门近来早晚凉风习习，经历了“苦夏”的人们食欲明显回升，
“贴秋膘”被提上餐桌日程。

新时代下，“贴秋膘”有了新的含义，既要适当增重，又要合理饮
食，保证健康；既要讲究阴阳平衡，又要补气补血。如今食谱非常丰
富，采用科学的方法合理搭配，营养均衡，才能达到健康“贴秋膘”的
目的。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中医金典科主任医师宋天云表示，“如果夏
天劳耗过大，饮食过于偏谷类，肉类摄入少，那有必要补一补；如果
平常酒肉不离口，脾胃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秋天没必要‘大鱼大
肉’，应多吃些清淡食品，让脾胃功能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江门日报记者 梁爽 通讯员 冯晓琳

如何应对宝宝胀气？

医生给胀气不适的宝宝查体。

“一般选在霜降之时‘贴秋
膘’最为合适。”宋天云说，霜降
乃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秋
季转换到冬季的过渡节气。霜
降期间的养生保健尤为重要，民
间有句谚语“一年补透不如补霜
降”，提醒人们在入冬前要注意
养生，适当进补，以增强身体抵
抗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

对于已处于超重状态或患
有“三高”的人群而言，单纯的大
鱼大肉进补会适得其反，更应注
重饮食的均衡与适量，应选择低
脂、高纤维的食物，同时增加运
动量。宋天云建议，高血压患者
要减少摄入食盐及含钠调味品，
如酱油、蚝油、鸡精等，每人每日
食盐摄入量建议逐步降至5克
以下。“三高”人群还应注意保持
食物多样、均衡。主食要定量，
优选膳食纤维丰富、低血糖生成
指数的食物，如全谷物、各种豆

类等；每餐都要有新鲜蔬菜，推
荐每天摄入500克，深色蔬菜应
当占一半以上。

此外，老年人及儿童由于消
化能力较弱，胃中常有积滞宿
食，表现为食欲不振或食后腹
胀。因此，在进补前应注重消食
和胃，不妨适量吃点山楂、白萝
卜等消食、健脾、和胃的食物。
症状严重者可在医生的指导下
服用保和丸、香砂养胃丸等。

“秋季人们往往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口、鼻、皮肤等部位的干
燥感，故应吃些生津养阴、滋润
多汁的食物，少吃辛辣、煎炸食
物。宜食清润、甘酸和寒凉的食
物。”宋天云表示，同时，肺与秋
气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应多吃
有润肺生津作用的食品，如百
合、莲子、山药、藕、平菇、番茄
等。

“贴秋膘”并非人人适合

特殊群体要科学“贴秋膘”

根据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症
状不同，分为呕吐型和腹泻型两类。

呕吐型蜡样芽孢杆菌分泌呕吐毒素，多
分布在淀粉类食品（炒饭、米粉或土豆泥等）
以及乳制品中，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不易被分
解，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少数有头晕、四
肢无力、腹泻和腹胀，一般体温不高，潜伏期
为0.5—5小时。

腹泻型蜡样芽孢杆菌可产生溶血素、非
溶血性肠毒素、肠毒素和细胞毒素K等多种
毒素，多分布于肉类、海鲜、乳品和蔬菜中，
主要症状是水样腹泻、腹部痉挛和疼痛，少
数伴有恶心和呕吐，潜伏期为2—36小时。

许得泽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蜡样芽孢杆
菌感染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脱水、电解质
紊乱等全身性症状，偶可引起眼疾、心内膜
炎、脑膜炎和脓毒症等，甚至危及生命，建议

及时就医。
“如果不小心食用了被蜡样芽孢杆菌污

染的食物，出现轻度呕吐、腹泻等症状也不
必过于担心，因为蜡样芽孢杆菌食物中毒具
有自限性的特点，病情较轻且病程短。一般
来说，症状在1—2天内可自行恢复。”许得
泽表示，当出现严重呕吐、腹泻等症状时，应
立即就医。

虽然目前寒露已过，但气温仍然较高，
适合致病微生物繁殖，许得泽提醒，要预防
中毒性、感染性食源性疾病。蜡样芽孢杆菌
作为食源性致病菌，牢记“洁”“熟”“分”“存”
四个步骤是防止食物污染的关键。“洁”：保
证接触食物的用具清洁；“熟”：充分煮熟食
物；“分”：食物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

“存”：保持安全温度，储存周期内食用。

“炒饭综合征”会引发呕吐、腹泻症状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炒饭综合征”

医生在询问登革热患者情况。

延伸阅读

米饭煮熟后如果储存米饭煮熟后如果储存
不当再拿来炒饭吃不当再拿来炒饭吃，，或会或会
导致导致““炒饭综合征炒饭综合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