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让春节酒变成“索命酒”

近年来， 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 人们对健康日益重

视， 养生保健类书籍成为图

书市场的畅销货。 这类书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百姓养生

保健的需求， 但也有一些缺

乏科学依据的伪劣保健书籍

混入了其中， 这给人们的健

康埋下了隐患。

■

保健书籍种类繁多

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书

店后发现， 种类繁多的养生

保健书籍都放在抢眼位置，

吸引众多市民前去购买。 在

新区一家规模不是很大的书

店内，记者粗略数了一下，养

生保健类书籍约有

20

多种，

上至老人养生下至小儿保健

应有尽有。

在书店内， 记者看到不

少市民都在拿着保健类书籍

观看，不仅有

20

多岁的年轻

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

些人还拿着本子边看边记。

营业员介绍说：“保健类书籍

目前比较畅销， 除了经常在

这里看书的顾客外， 这类书

每天都有数十本的销量，而

且在节假日会更多一些。 ”

正在书店购书的王先生

告诉记者：“去年家里添了人

口，但是孩子老是生病，听朋

友说这类保健书籍上有不少

治疗方法， 所以我就来买一

本回家试试看。 ”

据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统

计，

2008

年养生保健类图书

的销售增长速度一度高达

30%

， 在畅销书中更是占到

了

17%

的份额。

■

图书质量良莠不齐

虽然保健类图书受到人

们的青睐， 但在采访中不少

市民也向记者反映， 在阅读

这类养生保健图书的过程

中， 经常会发现同一类食品

的作用在不同的书上却有着

不同的说法， 让市民越看越

糊涂。

“就说这慢性病，有的书

认为病人饮食应有所讲究，

并告诉病人该吃什么不该吃

什么， 而另一本书则认为病

人不需要忌口， 主张想吃什

么就吃什么， 并认为吃饭是

自己能做主的事， 不需要任

何规定。 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不知道信谁的好了。 ”市民张

先生无奈地说。

除了观点矛盾之外，由

于养生保健类图书种类繁

多、质量良莠不齐，不少出版

商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 ，追

求轰动效应，还推出一些新、

奇、特的观点。

市民孙女士在一本美容

书中发现了一种极具“爆炸

性”的美容方法：痔疮药膏迅

速拯救肌肤。 书中解释称，因

为痔疮药膏具有紧致肌肤、

防止浮肿的功效， 能使脸部

线条变得结实且轮廓明显。

而市民刘先生则结结实

实地被保健养生书中所提到

的观点给害了一次， 书中提

到乘车前吃咸鸭蛋能够防止

晕车， 而刘先生恰巧又有晕

车的毛病， 所以他决定按照

书中的方法试一下， 结果这

种方法不但没有起到任何抑

制晕车效果， 反而让自己因

为出发前吃了这些东西呕吐

不止， 难受了一路。 刘先生

说：“自己过去一直认为图书

是比较严肃的， 书中的观点

应该都有科学根据， 但现在

我不相信了。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

内人士表示， 由于保健类图

书在市场上受到热捧， 不少

出版商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

的利润空间， 因而竞相策划

出版这类书籍， 找一帮“枪

手”东拼西凑，所以造成了这

类书籍质量良莠不齐， 也造

成了目前保健图书市场秩序

混乱。

■

盲目自治影响病情

市民陈先生曾因为盲目

轻信这个“家庭医生”而耽误

了治疗。 陈先生平日饮食不

规律，消化功能差，经常无食

欲。 一次偶然机会，陈先生在

一本保健书籍中看到“开胃

汤的功效和煎熬方法”，他就

按照书中列出的方法吃了几

次汤，结果汤下肚后，陈先生

就出现了出虚汗、身发软、排

便稀且发黑等不良反应，经

诊断是胃出血， 不得不住院

治疗。

市中医院大夫表示 ，养

生保健类图书作为日常保健

的参考是可以的， 但是有了

疾病还是要到正规医院找医

生治疗， 仅依赖养生保健类

图书进行治疗往往会耽误病

情。

■

选购要仔细

养生保健类书不比其他

书籍， 它直接关系到读者的

切身健康。 市民正是因为相

信书中的话才去购买， 倘若

其中存在不科学因素， 会给

大家带来许多健康方面的隐

患。

针对 目 前 图 书 市 场 情

况，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 一

些图书好以奇谈怪论吸引读

者， 缺乏科学依据， 不可盲

目轻信 。 建议市民在买书

时 ， 要尽量选择那些权威

的、 知名的出版社出版的图

书 。 要查看作者的专业背

景， 一般名家、 名医创作的

图书质量较为值得信赖， 因

为他们不但有良好的声誉 ，

而且有扎实的学术修养、 丰

富的临床经验和科学负责的

态度。 另外， 虽然有些养生

保健类图书介绍的绝招的确

挺管用， 但也要因人而异 ，

同样的方法对于不同体质的

人， 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

效果， 所以建议读者不要盲

目照搬照做。

春节是一年中阖家欢乐

的日子，美酒佳肴带来了喜庆

的气氛，却也可能成为健康的

隐患。

春节期间， 单位聚餐、客

户答谢、亲友聚会，各种饭局

和应酬都凑到了一块。俗话说

“无酒不成席”，于是很多人到

处赶场子喝酒。根据医院近几

年来春节期间的急诊情况统

计， 酗酒引发的急症种类最

多，可谓五花八门，喜庆酒一

不留神就成了“索命酒”。

■

大话春节酗酒

刚过而立之年的陈经理，

一天下午

5

点开始与客户喝

酒， 一直喝到次日凌晨

3

点，

共参加了

3

个酒局，当他快要

结束第三个酒局时，突然感到

上腹部疼痛， 继而剧烈呕吐。

旁人发现，呕吐物中不单是食

物，还有鲜血及凝血块，并且

陈经理面色苍白， 四肢发凉。

人们立即拨打

120

把他送入

医院，医生的诊断是“胃出血、

失血性休克”。 先后输血

1000

毫升，才挽回性命。

两位男子春节聚餐中比

试酒量，结果王某比李某多喝

了

5

瓶啤酒、

2

杯白酒， 本已

胜券在握，王某却露不出胜利

的微笑――他已经冷汗直流，

弓着腰、 捂着肚子连声呻吟，

接着狂吐不止……李某连忙

拦出租车将他送到医院。经验

血和

B

超诊断为急性坏死性

胰腺炎。 幸亏抢救及时，否则

王某性命难保。

43

岁的刘先生， 在春节

的一次婚宴上，与众多好友斗

酒量， 一人足足喝了两瓶

52

度的白酒， 然后回家昏昏入

睡。 家里人经常见他喝醉，所

以这次不以为然，心想让他好

好睡一觉就没事了。结果到次

日上午

9

点还没动静，进他卧

室一看，床头大量呕吐物的酸

酒臭气扑面而来，只见他面色

青紫，四肢冰凉，嘴巴、鼻子里

还 有 食 物 残 渣 及 血 迹 外 溢

……送到医院，心电图已成一

条直线，宣告死亡。

上述不幸在急诊室属于

最常见的。 除此以外，酗酒对

健康的戕害还包括引发脑中

风、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

新春佳节本是普天同庆

的大好日子，每年却不知有多

少人因喝酒酿成了悲剧，让宝

贵的生命和健康流失在酒酣

耳热之际、觥筹交错之间。 在

扼腕叹息之余，我们必须吸取

教训，让悲剧不再上演！

■

酗酒面面观

酗酒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简直是灾难性的，这种灾难性

的危害不仅仅发生在酗酒者

本人身上，而且还会波及到周

围的人甚至整个社会。

其实酗酒本身就是一种

放纵自己的表现，这种行为显

然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严重不

负责任。 首先，酗酒对人们身

体造成的种种危害，大多数人

都是了解的，而人们不愿意改

掉酗酒习惯的原因只不过是

自己不愿意节制罢了。放纵自

己喝酒的欲望显然要比在美

酒面前克制自己更容易，但是

当自己拖着被大量酒精所伤

害的身体回到家中时，除去头

痛欲裂的痛苦和五脏六腑的

翻江倒海之外，也应该想到酗

酒对于身体的长期危害。据有

关调查资料表明，肝脏的病痛

很多时候都是由于过度饮酒

造成的，死于肝病的人数已经

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而由

酒精中毒造成的身体危害，更

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尽的

痛苦。

其次，从酗酒对人们精神

上的危害来分析，几乎所有有

过醉酒经历的人都知道，饮酒

过量会使自己的神经受到麻

醉，人的记忆力会受到严重破

坏，过度饮酒还会使人们做下

令自己后悔终生的荒唐事，很

多平时善良可亲的人甚至会

在酒精的麻醉和刺激下做出

违背常理、 触犯法律的事情。

酗酒对人们精神上的危害远

不止这些，由酗酒而造成的种

种悲剧实在应该引起人们的

警醒，从中吸取教训 ，最后克

服自己对酒精的依赖。

莎士比亚说

:

“要想健康

长寿，我们应该避免烈酒。 ”

对于莎士比亚的建议，人

们着实应该加以充分考虑。为

了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为了

精神上的积极和愉悦，我们每

一个人都应该认清酗酒带来

的灾难，而且要对酗酒的行为

采取积极的“有则改之 ，无则

加勉”的态度。

■

酗酒对人体的危害

酒中的乙醇与大脑和神

经系统的亲和力最强

,

长期大

量饮酒可导致慢性酒中毒

,

导

致大脑 、神经系统损害

,

出现

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 乙醇

可引起大脑点状出血、脑细胞

损伤、变性、坏死，大脑萎缩 ，

导致记忆力、 智力明显下降，

严重者出现痴呆。

醉酒就是急性酒中毒，是

饮酒过量所致。当饮酒者血液

酒精浓度达到

30-50mg/L

时，

即可有面红、兴奋感 、动作增

多但欠灵活；血液酒精浓度达

到

60-100mg/L

时， 可出现轻

度醉酒， 大脑皮层抑制削弱，

话多、高谈阔论、自我感觉良

好、举止轻浮欠检点 ；血液酒

精浓度达到

100-150mg/L

时，

情绪不稳，易伤感哭泣 ，或兴

奋吵闹，发泄心中不满 ，易出

现攻击行为；血液酒精浓度达

到

150-200mg/L

时，意识清晰

度下降，言语含糊，反应迟钝，

步态不稳；血液酒精浓度达到

200-300mg/L

意识障碍更加

明显，易进入深睡状态 ；血液

酒精浓度达到

300mg/L

以上

时，烂醉如泥 ，容易进入深度

昏迷，甚至死亡。

饮酒后乙醇

70%

经胃吸

收， 其余经小肠吸收，

2-5

分

钟后开始进入血液，

30-90

分

钟达到高峰。 乙醇具有严重的

肝脏毒性，可使肝细胞膜脂肪

过氧化， 破坏肝细胞结构，促

进肝间质的纤维组织增生，引

起肝内炎症细胞浸润，从而发

生酒精肝、肝硬化。 酒依赖者

患肝硬化的危险性要比一般

人群高

10

倍。

乙醇可促进胆固醇的合

成，使血脂浓度升高，血黏度

增加，血流速度减慢，导致动

脉硬化、高血压 ，诱发心脑血

管病。

乙醇对消化道的损害明

显，可破坏胃、肠黏膜的防御

系统，使胃肠黏膜极易受到胃

酸、各类消化酶 、胆汁等的侵

袭， 引起黏膜组织发生水肿、

糜烂、出血、坏死。 高浓度的乙

醇对胃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

用，可直接引起黏膜上皮细胞

变性、坏死，诱发、加重胃炎 、

胃溃疡。

酗酒后不想吃东西，造成

食欲不振， 易引起营养不良、

消瘦、低蛋白血症 、维生素缺

乏、贫血等疾病。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

酒可以激发人的情欲，提高人

的性能力。 其实并非如此，酒

不但没有催情作用， 相反，却

是高级中枢神经抑制剂，反而

会引起性功能下降，甚至造成

勃起功能障碍，从而危及夫妻

感情。

目前公认过量饮酒与口

腔癌 、 咽喉癌 、 食管癌 、 肝

癌 、 直肠癌 、 乳腺癌的发病

有密切关系 。 虽然直接用乙

醇做动物实验诱发不出癌肿，

但乙醇在体内代谢后产生乙

醛 ， 而乙醛被证明有诱癌作

用。

（蒋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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