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目前，我国已经到了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转变的发展阶段，如何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
让消费者吃上放心食品，解决我国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担忧的问题，成为摆在
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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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药物应该如何进入人体？
从药剂学的角度说，针对人体的给药途

径包括透皮 （软膏、贴剂、搽剂等）、透过
各种黏膜 （涂膜剂、栓剂等）、经过消化道
（各种口服制剂），以及注射等等。

除了注射，其他的给药途径都需要经过
吸收的过程，很多不适宜进入人体的物质会
在这一步被黏膜屏障挡住，最后排出体外。

当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从中获取的各
种营养成分其实是被身体的外部屏障 （肠
壁）筛选过的，只有经过消化道“把关”的
物质才可能进入循环系统，被人体利用。但
是，注射给药就完全不同了，它是用物理手

段直接穿透了人体的第一层防护屏障（皮肤
和黏膜），将物质直接送到体内。如果是仅
皮下或肌肉注射，还有一个吸收扩散的过
程。但要使用静脉注射，就是让果汁毫无遮
拦地直接进入全身血液循环了——这相当于
越过了人体的安保系统，派了一支空降兵，
直接对各个核心部门展开攻击——这对人体
来说无疑是一场毁灭性打击。

事实上，正是由于注射剂的这种特性，
使它在性质和质量控制方面都比其他药剂多
出很多特别的要求。

为什么果汁不能用于静脉注射？
首先，溶液型的注射剂要检查“澄明

度”：这意味着它们应该是澄清的，不得有
肉眼可见的浑浊或异物。虽然也有混悬型的
注射剂，但是不可以用于静脉或椎管内。这
是因为如果有不可溶的微粒进入人体，较大

的颗粒会堵塞毛细血管形成血栓，如果侵入
了肺、脑、肾等组织，也会形成栓塞；若在
血液之中，会被免疫细胞包围，随着细胞的
增殖形成肉芽，造成各种危害。

而水果榨汁中存在着各种纤维素、破碎
的植物细胞壁、果胶等等难溶的固体。虽然
新闻中的阿姨“经过了简单过滤”，但使用
纱布或普通滤纸一类的“家用过滤设备”，
明显不能达到要求。

其次，由于静脉注射的药剂会直接与血
液混在一起，只是澄清溶液还不行，它还必
须是与血浆性质相似的溶液。例如，它需要
和血浆的渗透压相等或接近，并且与红细胞
膜的张力相等。若溶液太浓会使血细胞或周
围的组织细胞失水，太稀则会使细胞吸水胀
大，直至破裂。

常用于注射的等渗溶液是0.9%的氯化钠

溶液或5%的葡萄糖溶液，而榨果汁的时候
恐怕没法通过多加一碗水还是少加一碗水来
精确计量浓度的。另外，注射溶液还要和血
液的pH值（约为7.4左右）相当，以免对体
内的酸碱平衡产生太大的影响，也避免产生
刺激。而水果里面往往含有各种丰富的有机
酸，有些水果 （例如柠檬） 的果汁pH值甚
至可以达到2~3，这显然就偏离得太多了。

需要强调的是注射剂必须是无菌制剂。
当我们绕过屏障给身体送药物的时候，也必
须保证不会把活的微生物夹带进人体，否则
就有很大的风险造成严重感染。就算把果汁
煮开灭菌后微生物已经被杀灭，微生物的尸
体碎片——“热原”还是会残留在果汁里。
热原是微生物产生的一种内毒素，主要成分
为脂多糖，注射进入人体后会产生致热反
应，大约半小时就能产生发冷、寒战、体温

升高、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严重者出现昏
迷、虚脱，甚至有生命危险。

“养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要保持
身体健康，与其脑洞大开的“自创药方”，
不如多听听医生的指导和建议。

鲜榨果汁注入静脉鲜榨果汁注入静脉 不能养生反夺命不能养生反夺命
□□ Dex

“放心食品”是从消费端对食品安全状况
及其相关的加工、物流、分销等环节的综合
评判，是对食品行政管控部门工作的认可。

对当今中国农业而言，食品安全问题广
受关注。调查发现：开展放心食品示范工程
可以连接从生产到消费的主线，将食品生
产、服务和监控的全过程整合起来。开展放
心食品示范工程就是抓住了“牛鼻子”，可
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农业生产资料管控
问题、农业环境恶化问题和农业效益低下问
题，可系统性地整体进行新的农业革命。

食品安全中存在利益链条问题。比如，
湖北枣阳农民采取非化学品投入生产粮食，

与传统方法比较的阈值是0.5元/斤，有了这
0.5元的补贴，农民就愿意采用新技术、新
方法，转变生产方式。

再比如，春节后北京的馒头涨到了0.75
元/个，小麦的价值链条中，流通、加工环
节的增值很多，而种植环节增值却比较困
难，所以保障农民的利益非常关键。

实际上，许多规划难以落实的原因就是
利益关系没理顺，导致参与者，特别是农民
呼应不足，或是单一部门主导缺少系统配
合。目前放心食品确有溢值空间，为推动食
品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我国粮食“产不足
需”的现实，也为“放心粮”的溢价提供了
历史机遇。

在此，我们呼吁大力开展放心食品示范
工程，加快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步伐。

当然，开展放心食品示范工程必须要有
技术支撑和理论模式指导，目前这方面已经
有一些储备。

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中微聚丰公司周
法永博士等人研发的第三代微生物肥料“多
抗一号”具有增产、防治病虫和调节作物生
长的功效。广西来宾湘桂制糖公司的最新实
验数据显示，应用这一技术甘蔗亩产可提高
0.57吨，含糖量可提高0.19%。

深圳中农富民公司的上海老知青宋新华
采用生物肥和酵素修复土壤，实现了“空中
有蜻蜓，土中有蚯蚓”的良好田园生态效
果，较好地控制了柑橘黄龙病和其他作物的
根际病害。

不久前，河南邓州市提出了“双减双
增”的生态建设方略，在土地流转和保护方
面也推出了“三权分置”的模式，提出了

“促进农民进城定居就学”的城镇化动力模
式，正在组织力量研究规划和构建邓州全域
的生态农业数字模型，这些都是具有超前意
识的开展放心食品示范工程的大胆尝试。

放心食品示范工程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

撑。信息技术是软梯子，是整合资源的一条
主链，是实现农业这一超大系统管控的必要
手段。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将打破农业中的许多制约，使农业发展
获得新动能。在这方面，中国农科院资源区
划所吴文斌团队已成功开发了“智慧果园”
系统，实现了果园的智慧管理。

放心食品示范工程中，资本运作和共享
思维是银企对接的重要因素，现代农业中

“效益第一”的思路，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是最
佳，传统农业中有很多宝贵经验有待挖掘，
甚至计划经济中的一些经验仍然有其价值。

开展放心食品示范工程，我建议由国家
食安委立项，相关部门和区域协同攻关，从

“放心粮”开始，选择湖北枣阳、黑龙江五
常、安徽定远、河南邓州这样的产粮大县
（市），集合行政、科研、产业等力量，协同
攻关，全面推广，并逐步向“放心菜”“放
心肉”“放心果”“放心奶”等领域拓展。一
些小品种的放心食品可结合“精准扶贫”工
作，从“老少边穷”地区起步逐步做大。

让我们从生产消费全过程，产学官民
全方位，境内境外全视野，集中精力开展
放心食品示范工程，确保食品安全和农业
产业升级，全面破解百姓食品安全难题。

（作者系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博士）

抗 炎 药 或 可 治 疗 老 年 骨 折
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最

新发现，阻碍老年人骨骼愈合的并非
年龄本身，而是炎症。因此，在骨科
手术前几周使用抗炎药可能有利于骨
骼恢复。

研究人员进行了小鼠实验并观察
到，一种名为 NFkB 的蛋白质与 DNA
（脱氧核糖核酸） 相互作用时，可激活
多个促炎基因，从而导致骨骼干细胞增
殖停止。

研究人员指出，骨折后可在手术前
几周使用抗炎药来增加干细胞数量，并
在临手术前停用抗炎药，为骨骼正常愈
合所需的急性炎症“让路”。

可载药物穿行血管直达病灶
中国科研人员日前开发出一种磁性

微游动机器人，这种呈花生状的磁性机
器人长 3 微米，直径 2 微米，只有头发
丝直径的约四十分之一。由大量这种机
器人组成的群体可在旋转磁场的调控下
变为长链，在狭长的模拟毛细血管中穿
行。这些机器人之间通过非常小的作用
力交流，形成一个动态系统，就像蚁群
用触觉或气味交流一样。

这种机器人为高效靶向给药和体内
成像提供解决方案。还有望留存在体内
监控健康状况，从而为疾病的早期诊断
与治疗提供新方法。

肺癌患者或携带独特基因突变
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陆舜

教授领衔的团队，运用新一代基因检
测 方 法 ， 对 12833 名 肺 癌 患 者 进 行 了
回顾性分析，在 14 名患者中鉴定出 8
种 EGFR 杂 合 种 系 突 变 ， 在 1 名 患 者
中鉴定出 ERBB2 种系突变。这些患者
中 5 名 有 癌 症 家 族 史 ， 表 明 EGFR 基
因突变可能与肺癌的遗传患病风险相
关。

研究团队同时在体外运用肺癌细胞
进行分析，首次证实了携带 EGFR 种系
基因突变且无其他 EGFR 驱动突变的患
者，也可能从 EGFR TKI 靶向药物治疗
中获益。这项研究既为中国人肺癌遗传
易感性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也给遗传
性肺癌的预防和诊断带来启示，同时还
为 EGFR 基因突变患者 TKI 药物治疗指
引了方向。

日前，一位热爱养生的阿姨将20多种水果混合榨汁之后，经过简单过滤，自己进行了静脉注射。不料
注射后立即感到皮肤瘙痒，体温上升，就医后发现全身严重感染，多脏器损伤，险些命丧黄泉。

生病时吃药，是为了让药发挥最好的
效用，帮助身体康复。

但是，药也不是一仰头吞下就行了，
服药的方法学问可大了。据 《羊城晚报》
报道，我国每年至少有 20 万人因用药不
当而致死。

一根没洗净的黄瓜，引起腹泻，急着
用止泻药，结果要了命；半岁儿子咳嗽，
爸爸从自己用的可待因中取半片研碎给小
孩喂下，引起孩子呼吸抑制死亡……

所以，了解用药时不能吃什么至关重
要，这不但能防止药物降低药效，还能防
止药物和食物之间发生反应引起中毒。

胃药
烟 多数治疗胃溃疡的药物都是抑酸

药，如拉唑类药物等，而香烟中的尼古丁
会使胃酸 PH 值下降，导致抑酸药有效浓
度下降，影响药效发挥。同时，这些药物
都要求空腹服用，而吸烟会使血管收缩，
延缓胃部排空时间，减慢药物在小肠内吸

收速度，从而影响溃疡愈合。
醋 醋是酸性调料，最忌与碱性药物同

服，如抗胃酸类的药物，如胃舒平、达喜
等。其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碳酸钙、氢
氧化铝等碱性物质。服药前后食用醋等酸
性食物，二者很容易发生中和反应，抵消
药效。

牛奶 胃黏膜保护药铋剂在胃酸作用
下，可形成保护性薄膜，促进溃疡组织修
复和愈合。而牛奶含有蛋白质、脂肪等，
食用后会妨碍铋剂的保护屏障形成，影响
药物疗效。

茶 助消化药物胃蛋白酶、淀粉酶、胰
酶、酵母片、乳酶生等酶类制剂属于蛋白
质类化合物，性质不稳定，茶水中的多酚
类容易与生物酶结合而降低酶活性，降低
药效。

安眠药
浓茶、咖啡 茶叶、咖啡中的咖啡因是

兴奋神经的，安眠药 （地西泮、硝西泮、

水合氯醛、苯巴比妥等） 是镇静安眠的，
它俩作用相反，必然不能一起用。当然
了，除了咖啡、浓茶之外，其他含有能兴
奋神经成分的饮料也不要喝。

解热镇痛药
咖啡、可乐 如果正在服用布洛芬、芬

必得等解热镇痛药，可不要喝咖啡，因为
这类解热镇痛药对胃黏膜有刺激，而咖啡
中的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对胃黏
膜刺激，两者同用会诱发胃出血、胃穿
孔。

酒、果汁 酒进入人体后需要被氧化成
乙醛，再进一步被氧化成乙酸。阿司匹林
妨碍乙醛氧化成乙酸，造成人体内乙醛蓄
积，不仅加重发热和全身疼痛症状，还容
易引起肝损伤。而果汁则会加剧阿司匹林
对胃黏膜的刺激，诱发胃出血。 （上）

（作者系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
生、微信公众号《医路向前巍子》创始人）

玉 米 糖 浆 会 促 进 肿 瘤 生 长
顶尖学术期刊《科学》上刊登的一项研究

称，在小鼠模型中，富含果糖的玉米糖浆会促
进肿瘤的生长，而玉米糖浆正是可乐等含糖饮
料中的主要成分之一。

在美国，大部分含糖饮料的甜味来源是富含
果糖的玉米糖浆，内含葡萄糖和果糖。而糖分对
健康的负面影响，也早已得到了阐明。科学家们
发现，自从上世纪80年代起，伴随着可乐等含糖
饮料的风靡，年轻人中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也在不
断上升。为了更好地了解饮食与癌症之间的关
联，研究人员每天给这些小鼠喂食400微升的玉
米糖浆，发现小鼠肠道的肿瘤数目虽然没有明显
变化，但肿瘤体积却明显增大，恶性程度也更高。

研究人员建议，罹患结肠癌的患者，或结
肠癌高风险人群，最好还是戒掉含糖饮料。

阿 兹 海 默 病 遗 传 波 及 多 代
美国神经病学学会期刊《Neurology》近日

发表的一篇研究分析了近 30 万人的大家族数
据，发现阿兹海默病的遗传风险会影响多代，
除了直系亲属，还影响旁系三代甚至更多家庭
成员。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比如一级亲属指
父母、子女以及亲兄弟姐妹；二级亲属包括祖
父母、孙子/女，父母的亲兄弟姐妹，以及自己
兄弟姐妹的子女；三级亲属相当于曾祖父母，
曾孙子/女，及其他表亲、堂亲等。分析显示，
任何一个一级亲属患有阿兹海默病，都意味着
本人的患病风险增加：≥1个一级亲属，风险增
加 73% ； ≥2 个 一 级 亲 属 ， 风 险 增 加 近
300%；≥3 个一级亲属，风险增加 1.5 倍；≥4
级一级亲属，风险是平均水平的15倍。

多吃“回锅油”或可促癌症发展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科学家研究发现，

长期摄入反复使用的食用油后，小鼠体内的基
因表达状况会发生改变，促进乳腺癌的发展。

研究中，科学家们将小鼠分为两组，一组食
用新鲜且未经加热的大豆油，另一组则摄入经过
高温多次处理的大豆油，研究人员又往小鼠体内
注射了晚期乳腺癌细胞，观察这些具有侵袭性的
细胞在不同小鼠体内会出现怎样的反应。发现那
些长期摄入“回锅油”的小鼠，注射部位的原发
肿瘤是对照组的4倍。这些小鼠体内肿瘤也更容
易出现转移。尽管这些细胞的注射部位是小鼠的
胫骨，但短短20天后，就有许多肿瘤转移到了
小鼠的肺部。且是对照组的两倍。

生 产生 产 ““ 放 心 食 品放 心 食 品 ”” 让 百 姓 吃 得 安 心让 百 姓 吃 得 安 心
□□ 卢 布

服 药 期 间 别 让 不 当 饮 食 影 响 药 效
□□ 高 巍

“过敏是从数年以前就打下基础的，逐
渐累积后才会出现症状。”“儿童患过敏性
结膜炎是非常多见的，如果孩子常常眨眼
睛家长要重视。”“脱敏治疗贵在坚持。”3
月31日，北京和睦家医院过敏科张燕萍医
生、耳鼻喉科苗旭涛医生、眼科吴云艳医
生联手为近百位公众普及防止过敏知识并
进行义诊咨询。

过敏不是一成不变的
虽然现在很多人有过敏反应，但大多

数都不知道过敏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张燕
萍医生告诉大家，过敏反应的实质是一种
防御反应，是身体对一种或多种物质的不
正常反应。引起这种反应的物质就是过敏
原。当过敏原进入体内后，免疫系统把它
们识别成敌人，针对敌人产生过多的IgE抗
体。当机体再一次遇到这种物质时，已经产
生的IgE就立即冲上去“抓住”它们，继而
引发一系列反应，于是就在发生反应的局部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咳嗽、流鼻
涕、打喷嚏、眼睛痒、呼吸困难、皮肤瘙
痒、肚子疼，甚至呼吸困难、休克等等。

根据进入人体的途径，常见的过敏原
可以分为吸入性的、食入性的和接触性
的，注入性的过敏原。其中吸入性的最常
见，如尘螨、花粉、宠物皮屑、霉菌等。

它们主要引起过敏性鼻炎、结膜炎和哮喘
等。

张燕萍医生提醒，过敏不是一成不变
的。有的人原来过敏，过几年不过敏了。
但更多的情况是之前过敏轻，慢慢地越来
越重。从单一过敏到多重过敏。也有的开
始只是过敏性鼻炎，没有控制好越来越严
重。最后发展成哮喘。大约一半以上的过
敏性鼻炎有可能发展成过敏性哮喘。这种
情况不仅是成年人，在儿童中也是如此。

辨清特征早发现早预防
有人总是鼻子痒、打喷嚏、鼻涕多，

一直当感冒治。其实过敏性鼻炎与感冒的
区别在于感冒一般病程7~10天，如果症状
超过10天还没有缓解，或者吃抗感冒药症
状就好一些，那么很有可能是过敏，因为
抗感冒药里就有抗过敏药的成分。

苗旭涛医生提醒家长，如果发现孩子
经常揉鼻子、擤鼻涕，反复地喷鼻息、吸
鼻子、咳嗽及清嗓，或频繁因为腭部痒感
而用舌头搔刮出现弹响声，或孩子眼睛下
方局部呈蓝色、灰色甚至紫色 （过敏性黑
眼圈），鼻梁上因为总用手推鼻尖而出现横
纹 （横向鼻皱褶） 等，很有可能已经得了
过敏性鼻炎。

吴云艳医生告诉大家，过敏性结膜炎
除了眼睛痒、结膜充血、结膜水肿有分泌
物这些大家很容易分辨的特征外，如果下
眼皮里面疙疙瘩瘩的，这也是过敏性结膜

炎的特征。
苗医生强调，预防过敏的最基本的原

则就是避免接触过敏原，并在专科医生指
导下使用抗过敏药物。

肾上腺素救了过敏人的命
过敏性休克是最严重最凶险的过敏。

一旦发生就是致命性的。因此，过敏体质
的朋友尤其是有过严重的过敏反应的，一
定要去医院就诊，明确过敏原，掌握预防
和自救的方法。

最常引起过敏性休克的过敏原包括昆
虫毒液、药物及食物，比如青霉素、花生
等。张燕萍说，2周前我们病房就收了一位

过敏性休克的外国病人，因为不小心吃了
含花生的食物，只吃了一口立马呼吸不
畅，头昏、马上就要昏死过去。幸亏他随
身带着急救的肾上腺素笔，照着自己的大
腿就是一针。之后叫了急救车直奔最近的
急诊，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过敏性休克的时候首选的抢救药就是
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笔在大陆还没有。和
睦家医院药房可以给有需要的患者配制一
个简易的套装，里面有肾上腺素针剂和注
射器。使用时需要自己抽药液。

张燕萍医生说，发生过敏性休克时，
打针、呼救、去最近的急诊室是最佳选择。

春 季 过 敏 来 袭 “ 脱 敏 ” 解 烦 恼
□□ 科普时报记者 张玉曼

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有 30%~40%的人受到过敏问题困扰，过敏已成为全球第
六大疾病。中国过敏人群超过一亿。每13人中，就有1人患有过敏性疾病。

药物抗敏只能是暂时的，不用药症状马上回来。而且药物并不能阻止病情进展，也不
能阻止出现新的过敏。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脱敏治疗是目前唯一的一个改变过敏性疾病的治疗方法。它能够
阻止从过敏性鼻炎发展为过敏性哮喘。脱敏治疗的全称是过敏原特异性的免疫治疗。是专
门针对特定的过敏原的治疗。它适用于已经明确了过敏原的病人，用逐渐增加剂量的过敏
原提取液长时间给予注射，以提高患者对过敏原的耐受能力，使再次接触过敏原时，症状
减轻甚至不出现症状。

张燕萍建议，昆虫毒液过敏、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鼻炎都是强烈推荐进行脱敏治疗
的。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用着某些药的，有严重的心理精神疾病，有自身免
疫病的，有恶性肿瘤的，都不适宜脱敏治疗。以前有过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的
不建议做脱敏治疗；不是 IgE介导的过敏症也不适合做脱敏治疗。

脱敏治疗直接针对过敏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