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正值凶猛的“秋老虎”，不
少致病菌“蠢蠢欲动”，想在气温
高、湿度大的条件下伺机作案，通
过污染食物导致我们病从口入，发
生细菌性食物中毒……所谓的食
源性疾病，通俗地讲就是“吃出来
的病”，是指通过摄入食物而进入
人体的各种致病因子引起的，具有
感染或中毒性质的疾病。按照致
病因素，包括化学性的（农药、亚硝
酸盐、真菌毒素等）、生物性的（细
菌、病毒、寄生虫等）、有毒动植物
的（霉变甘蔗、河鲀鱼）等。其污染
的食品可导致从腹泻到肿瘤等200
多种疾病，而多数食源性疾病是由
于食用了受致病微生物污染的食
物引起的。在我国，据不完全统计
每年约有2～3亿人次发生食源性
疾病，每年报告的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大概有600～800起，导致数百
人死亡。基于这些常见致病菌的

“罪证”，现对它们发出“通缉令”！
请大家认准这几个危险分子：

作案手法：沙门菌通过多种途
径污染食物，例如通过动物粪便直
接污染食物或者通过刀、砧板、购
物篮、厨师的手等交叉污染食品。
它作案很有广泛性，是我省食源性
疾病暴发的头号致病菌。

隐藏窝点：常污染肉、蛋、奶及
水果、蔬菜，甚至花生酱、罐头等包
装食品。

如何辨认：人感染后，过12～
36 小时左右会开始出现恶心、呕
吐、腹泻、腹痛等消化道症状。

被它袭击的下场：轻者折腾个
4～6 天后自愈，但少数小孩、孕
妇、老人等会病情比较严重。

作案手法：藏于海水、沿海环
境、海底沉积物和鱼贝类等海产品

中。生存能力强，在抹布和砧板上
能生存一个月以上。它主要通过
未煮熟的污染海产品侵袭人类。

隐藏窝点：海洋鱼、虾、蟹、贝
类等海产品以及咸菜，熟肉类等，
近几年也发现通过厨具等交叉污
染食品。

如何辨认：剧烈腹痛、脐部阵
发性绞痛，腹泻多呈水样便。

被它袭击的下场：病程常为
2～3 天，一般恢复较快。

作案手法：通过被粪便污染的
土壤和水等来污染食品，或者经过
带菌者的手、被污染的器具等来污
染食品。

隐藏窝点：动物性食品（特别
是肉类，如病死的牲畜肉、酱肉或
卤肉、熟内脏等）。

如何辨认：上吐下泻、发烧、上
腹痛。感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等
型别的，还会出现血便。

被它袭击的下场：严重者可出
现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特别是老
人、儿童多见。

作案手法：主要通过被金葡菌
感染的食品加工制作人员的手来
污染食物。它在食物中大量繁殖，
并产生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隐藏窝点：蛋白质或淀粉含量
丰富的食品，譬如剩饭、糕点、凉
糕、冰激凌、奶和奶制品等。

如何辨认：出现恶心、剧烈呕
吐（多呈喷射状）、上腹疼痛、腹泻等。

被它袭击的下场：一般 1～2
天就会痊愈。仅有极少数的老、
弱、幼儿患者会因并发症死亡。

作案手法：天生不怕冻，在冷

藏条件下可生长繁殖。通过粪便
或污染饲料来污染奶制品，或通过
带菌者的手污染食品。

隐藏窝点：奶及奶制品、肉及
肉制品、水产品、蔬菜和水果。

如何辨认：发热、肌肉疼痛等
类似感冒的症状，偶有腹泻或其他
胃肠道症状。严重感染者可患脑
膜炎。

被它袭击的下场：怀孕期间感
染可能导致流产、死产、早产或新
生儿严重感染等后果，新生儿感染
后甚至留下后遗症。

看完这些“通缉令”，大家是不
是都觉得这些“作案分子”太残忍、
太可恨？只要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舌尖上的安全就也可以保证：

1.保持清洁
准备食品期间要经常洗手；便

后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
的所有场所和设备；避免虫、鼠及
其他动物进入厨房和接近食物。

2.生熟分开
生的肉、禽和海产品要与其他

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
刀具和切肉板等用具；使用器皿储
存食物，以避免生熟食物互相接触。

3.烧熟煮透
食物要彻底做熟，尤其是肉、

禽、蛋和海产品；汤类等食物要煮
开以确保中心温度大于 70℃；熟
食再次加热要彻底。

4.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
熟食在室温下不得存放 2 小

时以上；所有熟食应及时冷藏至
4℃以下或保持60℃以上；即使在
冰箱中也不能过久储存食物；冷冻
食物别在室温下化冻。

5.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
使用安全的水，挑选新鲜和有

益健康的食物。选择经过安全加
工的食品，例如,经过巴氏消毒的
牛奶。水果和蔬菜要洗干净再
吃。不吃超过保存期的食物。

如出现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症
状，要尽快到医疗机构就医，并立
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和妥善保存
剩余食品和原料以备调查，医疗机
构会将可疑食源性疾病病例报告
卫生行政部门。

另外，怀疑在外就餐或集体供
餐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
还可打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进行
投诉。 （通讯员 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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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暑假里，晓东每天做完
功课，就会拿着平板电脑玩一个
小时的游戏，然后午睡后再看两
个小时左右的动画片。快要开学
了，妈妈却发现晓东看远处的东西
时总是眯着眼睛，于是就带晓东到
医院检查，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假性
近视。

暑假放假在家，玩电子产品已
经是很多小朋友们的常态，究竟长
时间频繁的使用电子产品会对孩
子的眼睛有什么伤害呢？孩子视
力下降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

假性近视是一种功能障碍，是
眼睛的亚健康状态。真性近视是
眼睛的一种器质性病变。

青少年学生在看近物时，由于
使用调节的程度过强和持续时间
太长，造成睫状肌的持续性收缩，
引起调节紧张或调节痉挛，因而在
长时间读写后转为看远时，不能很
快放松调节，而造成头晕、眼胀、视
力下降等视力疲劳症状。这种由
于眼的屈光力增强，使眼球处于近
视状态，称为假性近视。

真性近视可能由于眼球发育
过长、角膜、晶体曲异。对于大多
数青少年来说，假性近视若不及时
缓解，眼球长期受到紧张的眼外肌
的压迫，终究会导致眼轴变大而成
为真性近视。

“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李振
萍说：“遗传因素主要有种族和家族
遗传因素。研究表明，黄种人的近
视发病率最高。此外，父母双方都
有近视的孩子比父母一方或父母双
方没有近视的风险高出6.4倍。”广
州市曾经对全市青少年做过近视率
统计，小学生近视罹患率为25%,初
中为75%,高中为85%以上，这与现
代电子产品的使用普及有关。

护眼第一招——养脾胃

中医认为，12 岁以下的孩子
近视，除了不良的阅读习惯与姿
势外，后天脾胃吸收不良也是原
因之一。中医认为脾胃为气血生
化之源，也是供养眼睛精气血的
来源，主要脾胃虚弱无法供应足
够的气血给眼睛，“血不养目”就
容易引发近视。养脾胃可以吃淮
山、莲子、黄色的食物，例如南瓜、
小米。

护眼第二招——天然护眼食
物

家长可以给孩子吃一些蓝莓、
桑葚、甘蓝菜、胡萝卜、枸杞子、菊
花等富含花青素、叶黄素的食物。

护眼第三招——护眼操
第一步：探攒竹穴
以左右大拇指罗纹面接左右

眉头下面的上眶角处。其他四指
散开弯曲如弓状，支在前额上，按
探面不要大。

第二步：挤按睛明穴
以左手或右手食指指按鼻根

部，先向下按、然后向上挤。
第三步：揉四白穴
先以左右食指与中指并拢，放

在靠近鼻翼两侧，大拇指支撑在下
腭骨凹陷处，然后放下中指，在面
颊中央按揉。注意穴位不需移动，
按揉面不要太大。

第四步：按太阳穴、轮刮眼眶
(太阳、攒竹、鱼腰、丝竹空、瞳子
髎、承泣等)

拳起四指，以左右大拇指罗纹
面按住太阳穴，以左右食指第二节
内侧面轮刮眼眶上下一圈，上侧从
眉头开始，到眉梢为止，下面从内
眼角起至外眼角止，先上后下，轮
刮上下一圈。

第五步：按揉风池穴（后颈部
枕骨下，两条大筋外缘陷窝中，与
耳垂齐平）

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并拢，用
两指的罗纹面按揉风池穴，每按揉
一次为一拍，连做四个八拍。

注意：找准风池穴，在局部按
压时，会有酸胀微痛感。

第六步：按揉耳垂眼穴、脚趾
抓地（耳垂眼穴位于耳垂中心位
置）

用拇指或食指的罗纹面按揉
耳垂眼穴，每按揉一次为一拍，同
时，双脚脚趾抓地，每抓地一次为
一拍，连做四个八拍。

注意：首先小腿用力，然后把
力量传送到十个脚趾上发力，让脚
趾向脚心靠拢，就像要抠住地面。

（记者 赵莹 通讯员 赵杰）

引发小儿肚子疼的原因有很
多种，再加上小孩子无法用语言来
准确地表达这种疼痛，往往让爸
爸妈妈惊慌失措。那么，小儿肚子
疼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呢？哪些肚
子疼家长需引起的警惕？

因胀气而致的腹痛常见于消
化系统尚未发育成熟的婴儿期，这
种腹痛主要表现为突然大声啼哭，
腹部膨胀，两只小手紧握，两腿间
及腹部蜷曲，这种因胀气而致的肚
子疼常在排气后可得到缓解。

处理：妈妈要有正确的喂奶姿
势，喂完奶后，不要马上让孩子躺
下，而是应该先把孩子竖着抱起
来，让他的头靠在大人的肩膀上，
然后用手轻轻地拍孩子的后背，
直到孩子打了嗝后才让他躺下
来。人工喂养的孩子在选择奶嘴
时要注意孔的大小要与孩子的月
龄相适宜。

因胀气而致的肚子疼，家长可
以给孩子进行腹部按摩。按摩的
时候，以孩子的肚脐为中心，沿着
肚脐周边用手掌进行顺时针按摩，
这样有助于孩子的肠胃蠕动和气
体排出，以改善消化吸收的情况，
按摩的时候要注意做好孩子肚脐
的保暖。或者也可以在医生的指
导下，吃一些调节胃肠道的药物，
以帮助其消化。

肠系膜淋巴结炎，也是造成小
儿反复发作性腹痛的一个原因，这
类患儿常合并有上呼吸道感染。
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的腹痛多为
隐痛及痉挛性疼痛，在两次疼痛间
隙，患儿会感觉好些，疼痛可发生
在腹部任何部位，但又因肠系膜淋
巴结在回肠末端最为丰富，因此发
炎后常表现为脐周或右下腹的疼
痛，常被误以为是阑尾炎，但跟阑
尾炎疼痛表现所不同的是，肠系膜
淋巴结炎所致的腹痛并不会出现
反跳痛，超声检查可予以诊断。

处理：因肠系膜淋巴结炎多为
病毒感染，部分可伴有细菌感染，
故治疗上以抗病毒、抗炎为主。另
外，又因本病容易反复发作，所以
要注意增强小儿体质，提高身体对
疾病的抵抗力。

这种情况常见于 2 岁内的小
儿，尤其是4～10个月内的小儿多
见。肠套叠所致的肚子疼常表现
为突然的阵发性的腹痛哭闹，家长
会说：“我小孩几点前都是很好的，
之后就一阵一阵哭闹不安，怎么样
都哄不住。”阵发性的原因主要跟
肠子蠕动的特点有关，当蠕动波到
达套叠部位的时候，疼痛才会发
生，所以，肠套叠发生的时候，玩得
正起劲的孩子会突然哭得很厉害，
持续一会后，孩子又像平时一样玩
耍了，间隔一段时间后，腹痛又开
始了。如此反复发作，疼痛的时候
还伴有面色苍白、烦躁不安地哭
闹，双腿不由自主地向腹部屈曲。
腹痛一段时间后可出现呕吐、果酱
便。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在肠套叠
孩子的右上腹或腹部正中触摸到
腊肠样的肿块，按压的时候，小儿
会哭闹得更加厉害。

处理：由于肠套叠发生后自动
复位的可能性极小，套入的肠管如
果一直处于挤压状态，就容易发生
血液循环障碍，肠壁水肿、充血，使
肠腔变窄，导致肠梗阻，时间久了，
肠管会发生缺血、坏死甚至肠穿孔。
所以，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出现上述
的腹痛及之后的表现，应立即将孩
子送往医院，以免耽误了治疗。

幽门螺杆菌（以下简称Hp）是
寄居于人类胃粘膜最常见的病原
菌之一，人是这种病菌的唯一自然
宿主，小儿也不能幸免。当小儿受
Hp感染后，一般很难被机体清除而
慢慢变成了慢性感染，引起慢性胃
炎、消化性溃疡等疾病，从而出现厌
食、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反酸、嗳
气等症状，主要表现为连续3个月或
3个月以上的时间内至少有3次不
连续的上腹部或脐周部疼痛。

处理：在排除了上呼吸道感
染、肝胆疾病、肠梗阻、心肌炎、饮
食不当等原因造成的消化道症状
外，应尽早到医院做个胃镜检查，
或行呼气或大便Hp尿素酶抗体快
速检测等检查，看是否是由于Hp感
染所致的胃炎、消化道溃疡等而导
致的腹痛，一旦确诊患有幽门螺杆
菌感染时，应在医生的指导下用
药。现阶段对其治疗主要是清除幽
门螺杆菌感染、降低胃酸分泌量及
酸度、保护胃黏膜、改善胃肠粘膜的
血供以缓解疼痛等。最重要的还是
做好预防，应注意把好“口”关，注意
饮食卫生，同时注意保持口腔的清
洁卫生，勤刷牙，清除藏在牙垢中
的病菌，以防止Hp入侵。

阑尾炎是小儿急腹症很常见
的一种情况，相对于成人来说，由
于小儿器官比较娇嫩，当发生急性
阑尾炎时，情况会更加严重，更容
易发生穿孔的可能，可并发弥漫性
腹膜炎，甚至致死。

小儿阑尾炎通常不会像成人
那样有比较明显的转移性右下
腹疼痛、压痛和反跳痛表现，再
加上小儿常无法很准确地表达自
己腹痛的情况，那么家长该如何及
早发现小儿阑尾炎所致的腹痛
呢？小儿阑尾炎所致的腹痛通常
呈进行性加重，症状多有腹痛及呕
吐，或有几次稀便，通常外科医生
通过查体、血常规及腹部超声检查
可作出诊断。

处理：一旦确诊为阑尾炎时，
为了防止病情进展最后导致穿孔
形成脓肿或腹膜炎，最好是选择尽
快手术治疗。 （通讯员 林惠芳）

专家提醒，在品味美食的同
时还是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应了解自己的体质和
身体状况，对于曾经有过哈夫病
的朋友就不宜再食用小龙虾，以
免再次发生不测。

其次，凡事过犹不及，食用
小龙虾时切不可过量，在食用小
龙虾期间，应该注意避免其它的
可能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
其他因素，例如酗酒、过量运动、

服用敏感药物等。
再次，应该要有选择性地挑

选水产品，并注意保存和处理，
避免变质和交叉感染，根据水产
品食物中毒的特点预防和减少
中毒事件的发生。

最后，要及时关注当地媒体
信息，对于短期哈夫病集中发生
的区域和时间应该避免接触。

（记者 赵莹 通讯员 魏星 林
伟吟 刘文琴）

○医学指导：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自力 刘宗师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余涛

没有小龙虾的夏日，是不完美的夏
日；没有小龙虾的宵夜，是不完美的宵
夜。然而，对于美味的小龙虾，我们想说
一声：“爱你，着实不容易！”为何会有如
此说法呢？这是由于美味的小龙虾已多
次“惹祸”，每年都有不少人因小龙虾而
“中枪”！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
科副主任余涛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前
两周接诊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
就诊时伴有周身酸痛乏力、排酱油样小
便的情况。这位女性既往身体健康，最
近也未受过外伤，也未剧烈运动或者服
用过药物，可抽血一检查，“肌酶”显著升
高，医生考虑到“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以
下简称横纹肌溶解），便立即住院治疗。

这位年轻、健康的女士怎么会突然
出现横纹肌溶解呢？原来该女性在就医
前曾食用过小龙虾，美味的小龙虾成为
此次起病的罪魁祸首！这已不是小龙虾
第一次“惹祸”，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所长邓小玲告诉记
者，早在2000年北京市部分区域小龙虾
食客中出现此类疾病，在2010年南京市
还出现过集中报道的病例，并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其实，小龙虾“致病”也并非
中国独有，早在1924年欧洲波罗的海的
哈夫（HAFF）海滨沿岸就有人进食水产
品24小时后出现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此
后在世界各地也都有陆续类似报道，亚
洲地区首次的哈夫病报道就是与进食小
龙虾有关，哈夫病也（Haff Disease）因
此而得名。

哈夫病是指在食用水产品24
小时以内发生的横纹肌溶解综合
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
ICU 主任杨自力说，哈夫病患者
主要是在大量进食鱼虾（10 只以
上）后24小时内出现全身肌肉酸
痛的症状，部分人会出现四肢肌
肉无力，排浓茶尿甚至黑色尿，实
验室检查发现肌红蛋白、肌酶进
行性一过性增高，临床诊断为横
纹肌溶解综合征。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刘宗
师副主任医师说，临床数据显
示，吃小龙虾可能会引起哈夫病，
其他海鲜类产品同样会到导致哈
夫病的发生。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实际上
就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机体骨骼
肌（人体的多数肌肉组织）破坏、溶
解，骨骼肌细胞内的肌红蛋白和
肌酸磷酸激酶（肌酶）等物质大量
释放，进入血液后引起的机体生化
紊乱和器官功能的损伤，严重的可
以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刘宗师告诉记者，人体的肌
肉分为三种，骨骼肌（横纹肌）、平
滑肌（主要分布在内脏）、心肌。

横纹肌又称骨骼肌，分布于四肢、
颈、肩、胸、腰、背等处，骨骼肌收
缩活动时可使眼睛睁开转动、维
持面部各种表情、咀嚼吞咽及说
话发音和肢体一切动作，人体大
约有600多块骨骼肌，约占身体重
量的 27%～33%。对于正常健康
体重的人来说，只要有1kg以上骨
骼肌受损就可能发生肌红蛋白升
高。刘宗师解释说，引发横肌纹
溶解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如下：

1.滥用药物。
2.酗酒。
3.运动量强度过大，超出了自

身身体的承受范围。
4.过量食用不洁海鲜。
5.挤压伤。严重的外伤之后，

例如车祸、地震后病人被垮塌物
击伤或压埋后容易出现。

此外，临床上还有接触天然
毒物（例如毒蕈、蛇毒、蜂类蛰伤
等）、代谢异常（例如低钾血症、低
钠血症、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等）、
极端体温（高温或低温）、中暑、吸
毒、细菌或病毒感染等等。

为何会发生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贰

“横纹肌溶解可轻可重，没
有基础病的年轻人多是一过性
的，及时就医治疗会痊愈。”刘宗
师说，当出现身体极度乏力、尿
液颜色变成浓茶色、尿量减少，
神志出现乱语、昏迷就要引起注

意。“一般情况下，做一个尿常规
和心肌三项检查，加之询问患者
发病前的情况就可以做出基本
判断，及时找出病因，采取补液、
适量补碱、使用利尿剂，严重者可
以进行血液净化。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有何解？
叁

邓小玲告诉记者，从目前研究
来看，吃小龙虾是否会引发横纹肌
溶解综合征还存在争议。总体来
说，我国从首例哈夫病报道至今，
每年也只有极少数进食小龙虾食
客会罹患此病，总体发病率未有显
著改变，与国际报道一致。

有研究发现，我国哈夫病的

发病率比同期其他水产品引起的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率低，且严重
病例比例极低，一般预后良好。
然而，直到今天，哈夫病的致病因
素和机理仍然不明。我国曾在
2010年南京发病的患者血液和尿
液样品及相关市场的小龙虾进行
了多达900多种有关化学物质筛

查，未发现小龙虾中存在已知的
可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化学物
质。目前也有观点认为，横纹肌
溶解的发生与个体差异有关，部
分患者存在易感基因，先天对各
种致病因素敏感。致病的小龙虾
体内可能蓄积水产养殖区域特定
的毒素或水藻类，或多重因素叠
加容易导致中毒，而美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则怀疑哈夫病与一种
耐热性毒素相关。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全怪小龙虾？
肆

吃小龙虾会
得哈夫病吗？

壹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都是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惹的祸？？？？？？？？？？？？？？？？？？？？？？？？？？？？？？？？

如何避免哈夫病引起的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青少年近视“真假”何以辨
专家介绍：

李振萍，广东省中医院眼
科副主任医师 ，全国名老中
医学术继承人，广东省中医药
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
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
治疗，特别是斜视、弱视、近
视、眼底病等眼病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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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切留意这五大吃出来的病！
○医学指导：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卢玲玲

真假近视有何区别？

为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近视？

护眼有三招

胀气

急性肠系膜淋巴结炎

肠套叠

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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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安全法则”

小贴士：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邓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