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报道了一例1岁儿童误服电蚊香
液中毒案例。即便急诊医生进行了一
系列抢救工作，并采取了药物控制抽
搐、缓解脑水肿等治疗方案，但患儿最
终仍因脑部严重损伤而不幸离世。电
蚊香液毒性为什么这么强？

无特效解毒药

电蚊香液的驱蚊成分是有微毒的
拟除虫菊酯。正常情况下，蚊香液气
化扩散到空气中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
微。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急诊医学
科副主任褚志祥表示，蚊香液如果以
液态方式进入消化道，人体可能会出
现恶心、呕吐，以及腹痛、腹泻等胃肠
道症状，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药。

褚志祥建议，发生误食时，可大量
饮水稀释胃内电蚊香液的浓度，减轻
其对胃部的刺激和损害，以便通过尿
液排出。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擅自催吐，
防止引起黏膜灼伤、误吸等二次伤害，
也不要自行服药，以免加重病情或引
起其他不良反应。相对于成年人，儿
童由于器官稚嫩、功能发育不完全，误
服后救治的难度会大得多。

在发现误服电蚊香液中毒的情
况时，应马上就医，同时将剩余产品
及外包装一同带至医院交给医务人
员，方便他们了解毒物主要成分。“如
果既往无抽搐病史的幼儿，突发毫无
征兆的抽搐，一定要马上送到医院。”

褚志祥说道。

避免在封闭空间长时间使用

拟除虫菊酯是通过扰乱蚊子的神
经系统来杀灭蚊子，人类长期暴露在
电蚊香液环境中，尤其在封闭空间使
用时，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损害，可能
出现头晕、头痛、呕吐等情况，过敏体
质人群则表现为鼻塞、流鼻涕、哮喘
等。此外，电蚊香液还会释放苯、甲醛
等有毒气体，从而引发呼吸系统问题。

褚志祥建议，在使用电蚊香液时，
首先应放置在儿童无法触及的地方，
还需确保室内通风良好，避免长时间

连续使用。如果家中有孕妇或婴幼
儿，建议多考虑使用蚊帐、电蚊拍等物
理驱蚊方式。

此外，蚊香液的包装往往形状比
较特别、液体无色且带有香味，对幼儿
有一定吸引力，应该在包装上显眼的
位置明确警示“口服有毒”。褚志祥强
调，“日常使用时，一定要放在儿童看
不见、摸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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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痴迷“大白牙”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于紫月

很多人都希望拥有一口洁白的牙齿，
但牙齿真的是越白越好吗？

“通常，中国人的健康牙齿颜色并不
会过分白。”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周彦恒说道。牙齿
从外到内可分为3层——牙釉质、牙本质
和牙髓。内侧的牙本质为不透明的淡黄
色，外侧的牙釉质具有一定的通透性。牙
齿越健康，钙化程度就越高，牙釉质就越
透明，牙本质的颜色就越容易透出来，使
牙齿看起来呈现淡黄色。若牙齿发育、钙
化不好、牙釉质不透明，反而会使牙齿呈
现不正常的白色或“花色”。

不同人种的牙齿颜色略有不同。周
彦恒介绍，研究显示，黄色人种牙釉质相
对较薄，更易显现牙本质的淡黄色。而白
色人种、黑色人种因牙釉质相对较厚等原
因，牙齿颜色会比我们略白一些。这本质
上是基因的差别。

日常的牙齿养护也十分重要。周彦
恒建议，大家要注意饭后漱口、按时刷牙，
多使用牙线清除牙缝中的食物残渣，每半
年进行一次洗牙及口腔检查。

对于四环素牙、氟斑牙等患者及其他
不满意牙齿本身颜色的人士，可以通过专
业的牙齿美白方式进一步提亮牙色，如化
学美白、烤瓷贴面、烤瓷冠等。需要注意
的是，我们应根据自身情况科学选择，以
健康为主要原则，以自然的亮白色为佳，
不要过度美白、损伤牙齿。

扫描二维码，了解牙齿
为何不是纯白色。

鱼胆毒性大过砒霜
□ 科普时报记者 吴 琼

近日，一名贵州小伙吃下鲢鱼鱼胆导
致中毒，被送到医院抢救两天才脱险。上
海东方医院急诊医学部副主任医师高志
光表示，实际上，鱼胆毒性比砒霜还强。

民间偶有传言，鱼胆具有舒肝明目、清
热平喘之功效，“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
据。”高志光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在中医药
行业中，“鱼胆不作中药”也是业内共识。

鱼胆含有多种毒性成分，如胆酸、牛
黄胆酸、氢氰酸等多种毒素，其中毒性最
大的是氢氰酸。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及
时抢救，人在氰化物中毒后15分钟至1小
时就会死亡，如果摄入高浓度氢氰酸，中
毒后1-2分钟就会出现意识丧失、心脏骤
停而死亡，与砒霜长达数小时的发作时间
比起来，氰化物明显更为可怕，抢救条件
限制更苛刻。

导致鱼胆中毒的鱼类主要是鲤科类，
包括草鱼、青鱼、鲢鱼、鲤鱼和鲫鱼等。这
类鱼占我国淡水鱼的80%以上，是人们常
吃的鱼类。

高志光介绍，预防鱼胆中毒需从以下
几个方面加以重视：第一，宰杀时，做好防
护准备，如戴上手套、戴上防护眼镜；第
二，清理鱼的内脏时，务必将鱼胆清理干
净；第三，如果不慎将鱼胆扎破，应立即用
清水冲洗污染部分，并尽量将沾染鱼胆的
鱼肉切掉，甚至丢弃整条鱼；最后，一旦误
服鱼胆，应尽快就医，切勿存侥幸心理。

扫描二维码，了解如何
预防鱼胆中毒。

扫描二维码，了
解如何使用仿瓷餐具。

电蚊香液为何成为“致命毒药”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近日，微博话题“这种毒碗你家可
能天天都在用”引发网友热议。话题
中的“毒碗”指的就是仿瓷餐具。

不合格产品会释放有害物质

据食品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仿
瓷材料被国家批准用于餐具，称之为

“毒碗”是不对的。合格的仿瓷餐具需
要用“密胺树脂”，是通过三聚氰胺和
甲醛在高温条件下热固化形成的高分
子化合物。正常使用条件下，密胺树
脂可能溶出的有害物质非常少，完全
不足以危害健康。

但需要警惕的是，由于三聚氰胺
原料价格较高，一些不法厂家掺杂了

价格较低、稳定性较弱且容易释放出
甲醛的脲醛树脂生产餐具，可能溶出
较多有害物质，属于违规产品。另外，
一些小厂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控制不
好温度、压力和成型时间等参数，导致
产品不合格。

对此，云无心建议，“消费者很难
自行判断餐具所用的原材料，因此需
要尽量在正规渠道购买，避免踩坑。”

别放入微波炉和烤箱

合格的仿瓷餐具也要注意正确的
使用方法。在使用前可以用白醋或水
煮沸 5 分钟左右，随后让餐具浸泡至
自然冷却，一方面消毒灭菌，另一方面

促进残留的有害物质溶解或挥发。
在使用过程中，仿瓷餐具不适合

放进微波炉或烤箱进行加热，也不适
合盛装热油等过度高温的食物，以及
醋、可乐、橙汁等酸性较强的饮料。“因
为骤然高温和强酸性条件会促进有害
物质的释放。”云无心说道。

陶瓷餐具安全性更高

相对仿瓷餐具，陶瓷餐具更常出
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云无心表
示，陶瓷材料稳定性高，本身不会溶出
有害物质，但需要注意有鲜艳图案的
陶瓷餐具。

根据瓷坯上色原理以及烧制温度
的不同，有图案的陶瓷可以分为釉上
彩、釉中彩和釉下彩制品。釉上彩生
产容易，上色所用的颜料存在一定程
度的重金属溶出风险，而釉下彩和釉
中彩工艺要求更严，颜料被形成的釉
所覆盖，不会溶出重金属。

如果餐具与食物接触的部位没有
图案，就不用担心上色工艺。但如果
选择与食物接触处有图案的餐具，建
议选择色彩相对较淡或釉中彩、釉下
彩工艺加工的制品。选购时，大家可
以用手触摸花纹，釉中彩、釉下彩很光
滑，不会有凹凸不平的感觉。

仿瓷餐具有毒吗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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