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研究者认为，饮食会影响人的思维，

长期摄入高果糖的食物，将减弱大脑学习和记忆

的能力。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家进行了一

项大鼠实验，研究首次揭露了长期高果糖饮食是

如何使大脑迟钝、学习记忆障碍，而 Omega-3 脂

肪酸又是怎样降低此伤害的。

早先的研究显示果糖对身体有害，大多因为

它与糖尿病、肥胖症和脂肪肝密切相关。 如今这

项研究第一次揭示了果糖对大脑也不利。

研究小组在研究中使用的是果葡糖浆，这种

糖浆常用在软饮料、调味品、苹果酱和婴儿食品

等加工食品中。“我们不讨论水果中自然存在的

果糖，因为水果含有重要的抗氧化物，”研究者解

释说：“我们关心的是那些添入加工食品中作为

甜味剂和防腐剂的果糖。 ”

科学家对两组六周以来都用果糖溶液充当

饮用水的大鼠进行研究。第二组大鼠还同时通过

服用亚麻籽油和 DHA（二十二碳六烯酸） 获取

omega-3脂肪酸。DHA能够保护神经突触（即实

现学习和记忆功能的脑细胞间的化学联系）。

六周以后，研究人员测试了大鼠回忆路线走

出迷宫的能力。 结果“第二组比没吃 omega-3的

第一组走得快多了， 缺乏 DHA 的大鼠更加迟

钝，大脑中突触的活力也降低了。 它们的脑细胞

出现了信号传递障碍，破坏了大鼠清晰思考的能

力以及对六周前记住的路线的回忆。 ”

研究者认为，果糖是使缺乏 DHA 的大鼠脑

功能异常的罪魁祸首。 食用过多果糖，会阻碍胰

岛素调节细胞利用及储存糖、产生思维和情绪所

需能量的功能。“我们的研究显示高果糖饮食不

仅伤害身体，也伤害大脑。 这是个新发现。 ”

研究者建议，应用水果和酸奶取代甜点。 再

摄入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如三文鱼、核

桃还有亚麻籽油， 或每天吃一粒 DHA 胶囊，来

对抗高果糖饮食。 （据《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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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医院成功开展

腹腔镜消化道

穿孔修补术

晨报讯 （记者 范丽丽）家住

淇县的汪某，5 月 18 日因上腹部疼

痛来到爱民医院，经检查，被诊断为

慢性消化道溃疡所致的消化道穿

孔， 当日在爱民医院外科行腹腔镜

消化道穿孔修补术， 术后次日即可

下床活动，预计一周后出院。

据此次手术的主刀医生———副

主任医师柴文豪介绍， 汪某今年 39

岁，经术前诊断为上消化道穿孔、弥

漫性腹膜炎。 虽然开展腹腔镜胃穿

孔修补术有一定的难度， 特别是腹

腔镜下缝合颇具挑战性， 但柴文豪

认为必须立即为患者做手术。

术中， 只见汪某胃窦处有一个

0.2 厘米×0.2 厘米的穿孔， 柴文豪

熟练地用 7 号丝线为其缝合， 并用

大网膜覆盖穿孔处。 之后用吸引器

吸净腹腔内消化道液体，冲洗腹腔，

再在穿孔处放一引流管， 于右侧腹

壁引出体外， 最后缝合脐部进镜口

……手术十分成功。

该手术的成功开展， 标志着爱

民医院微创外科在腹腔镜诊疗水平

上迈上一个新台阶。

目前， 鹤壁爱民医院微创外科

已使用腹腔镜开展了胆囊切除术、

阑尾切除术、 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

扎术、胃穿孔修补术、粘连性肠梗阻

松解术等。 微创手术患者创伤小、痛

苦小、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缩短、

经济负担小。

关注丙肝

□市传染病医院副主任医师 史保生

20 年前， 我们顶着乙肝大国的

帽子。 当时， 全国乙肝的感染率在

8%～10%之间，总数为 1.2 亿人。 经

过 20 年的努力，目前 1 岁～59 岁的

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携

带率为 7.18%，5 岁以下儿童的 HB-

sAg携带率仅为 0.96%。

近年来， 我国丙肝的发病人数

快速上升， 从 2003年到 2010年，我

国丙肝发病数从 2 万例左右增加到

15万例，7年间增加了 6倍。

虽然我国的丙肝患者只有大概

1000 万人，比乙肝患者少得多，但是

丙肝对人体的危害要比乙肝大得

多。 丙肝起病隐匿，很多患者到了感

染中期都难以察觉身体的异样，因

此常被漏诊； 而且约 80%的急性丙

肝患者在发病初期没有恶心、乏力、

黄疸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视；等

到疾病发展到后期， 很难治愈，因

此，丙肝被称为“隐匿的杀手”。

成人感染丙肝后大都发展成慢

性， 而成人乙肝感染者约有 90%会

自愈，只有 10%左右会发展成慢性。

丙肝感染者中有 15%～20%的

人会发展为肝硬化， 而在 5 个肝硬

化患者中会有一个发展成肝癌。 也

就是说，有 4%左右的丙肝患者最终

会演变成肝癌患者。 另外，乙肝感染

者如果不治疗，一般 30 年～50 年后

会发展成肝硬化或者肝癌， 而丙肝

感染者的癌变时间只有 20 年～30

年。

高危人群应尽早到医院检测丙

肝，这些人群包括：有输血史，特别

是在 1993 年前接受过输血者；有过

血液透析特别是反复血液透析者和

接受器官移植者； 共用注射器者以

及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玻璃注射器

者；艾滋病感染者；丙肝母亲所生的

婴儿；针刺、刀伤或者破损黏膜处接

触丙肝阳性者血液； 与丙肝感染者

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密切接触者；有

不洁性行为或多个性伴侣的人；曾

行介入性诊疗（胃镜、内窥镜、牙科

器械）患者；文身、文眉、穿耳环孔等

人群， 应主动到医院检测是否被丙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 丙肝病毒阳性

患者应尽早进行抗病毒治疗。

常吃糖，会让人变笨

初夏 5 月，西瓜开始上市，一条关于

西瓜的谣言也在微博疯传。

据微博认证用户“王强 _99”爆料：

“不法商贩的针头对准了未到成熟期的

西瓜。 打过针的西瓜瓤呈红色，汁液‘丰

富’，但是吃起来没一点儿西瓜味。‘打针

西瓜’ 所注射的是禁用的食品添加

剂———甜蜜素和胭脂红！ 所用添加剂有

着破坏肝肾功能， 影响儿童智力发育等

毒性！ ”

这条关于“打针西瓜”的微博在网上

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网友纷纷大呼“恐

怖”。但很快，这条微博被官方标注为“此

条微博为不实信息”，并被删除。专家称，

“打针西瓜”不仅容易烂，而且操作起来

费时费力，根本不靠谱。 另据了解，此谣

言早在 2006 年就已流传过。

注水瓜，不存在

2006年，“打针西瓜”的谣言造成海南西瓜滞销。 当

时，海南西瓜协会专门做了西瓜“注药”实验。

试验者给西瓜打针一个半小时后， 针孔周围开始发黑并

冒出红水。 切开西瓜，发现打针的部位和药水注射的地方已经

变质，而打进去的药水没有扩散。 18 小时后，针孔不停流出橙

色液体，流量越来越大。 32小时后，从针孔冒着橙色液体，并带

有白色泡沫，切开西瓜，注水部位已经烂了，而未被注射的部分

完好。 实验证明，西瓜瓤不能吸收人为注射的水分，而且注水的

工作量极大。 被注水的西瓜在 1.5 小时之内变质，储存不了 18

个小时。

园艺专家说，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西瓜不可能注

水。 西瓜皮相当于一个防护层，针头一进入就有不可愈合的

针眼，微生物侵入瓜瓤，用不了半天，瓜瓤就会烂，往瓜瓤中

注水， 则烂得更快。 注射进去的颜料在瓜瓤细胞中不会扩

散，不可能把瓜瓤染红。 很多人从“注水肉”联想到“注水

瓜”，事实上，可以通过动物血管给肉“注水”，但西瓜没有

血管，无法在瓜瓤里“注水”。

“瓜农要是给西瓜打针了，可能一个瓜也运不出

去。 ”业内人士说，停止浇水 5 天以上摘的瓜大约可

存放两周，今天浇水明天摘瓜，最多存放两天，瓜

皮损伤的一天就会坏，这样的瓜，瓜贩一个也不

会要。瓜贩也不可能给西瓜注药，一旦注药，瓜

瓤细胞几小时内就会分解变味， 西瓜 24 小

时内就会烂，没人会买烂瓜。

更重要的是， 打针无法使注射的

液体在西瓜内均匀扩散， 而且挨

个给西瓜打针注药费工费力，

瓜农、瓜贩不会干这种损

人不利己的事。

瓜 瓤 有 黄

色、 白色条

带很正常

网传的“打针

西瓜” 还配了一张

图片 ， 上面显示

“打过针的西瓜会

有黄色或白色条

带”。 针对这一说

法，科学松鼠会成

员史军解释说，这

是西瓜的维管束，

是西瓜的正常组

织。

维管束是供

给种子营养的组

织， 就像树皮里面

供应营养的“管道”

一样。“在西瓜成熟过

程中， 这些维管束应

该逐渐降解，一般我们

吃西瓜时不会看到它

们。 但由于某些因素的影

响， 有些西瓜的维管束纤

维没有降解，甚至发生了木

质化， 从而形成了黄色的条

带，这样的西瓜也被称为‘黄带

果’。 ”史军说，形成“黄带果”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果实缺钙。2.氮

肥施用过多。 3.西瓜品种差异。

（据《大河健康报》）

给西瓜注

射色素的试验

▲

▲

瓜瓤无

法吸收色素。

“打针西瓜”谣言再起

试验证实：

西瓜打针，很快烂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