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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关注

������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梅塘
村有一位每次看病、 配药只收
一元钱的“一元村医”。 现年
73 岁的吴光潮多年来利用中
草药、 拔火罐等为村民解决农
村常见病， 基本上实现了小伤
小病不出村。 吴光潮表示， 自
己有退休工资， 为村民服务，
也是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图为
1 月 3 日， 吴光潮在梅塘村卫
生室为村民检查眼睛。

（新华社， 翁忻旸/摄）

������男生小陈今年才 14 岁， 却是个呼吸
科的 “老病号”， 咳嗽病史已经有 10 多
年。 之前他在当地医院就诊， 医生考虑
他患的是支气管哮喘， 每次发作都会让
他打点滴治疗。 因为频繁咳嗽， 小陈连
学习都受到了影响。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
医师魏树全详细了解了小陈的症状和十
年间的病情变化。 经过全面检查和病例
讨论， 最后发现导致小陈咳嗽的病因其
实不是哮喘， 而是过敏性鼻炎。

很多人会认为咳嗽就是肺出问题了，
魏树全指出， 这其实是个误区。 肺和支
气管的病变固然可以引起咳嗽 ， 但咳
嗽的病因却远不止这些 ， 过敏性鼻炎
也是咳嗽的常见病因之一 。 需要注意
的是 ， 虽然过敏性鼻炎的表现以鼻部
症状为主 ， 但部分患者有可能鼻部症
状不明显， 但表现为频繁长久地咳嗽甚
至喘息。

魏树全强调， 过敏性鼻炎有 3 个主
要特点： 反复发作、 大多数患者闻到刺
激气味易诱发咳嗽、 过敏体质 （如对花
粉、 螨虫等过敏）。 同时， 他也特别提
醒， 得了过敏性鼻炎不需要灰心， 规范
的治疗可以很有效地控制病情的发作及
反复 ， 他建议过敏性鼻炎患者及早就
诊， 按需用药。

（《广州日报》 2018.12.23，
伍仞、 魏星 /文）

������达·芬奇的 《蒙娜丽莎 》 、 写意版
《嫦娥奔月》 ……你能想象吗？ 这些驰名
中外的艺术画作， 不仅可以用笔画出来，
还可以在培养皿里面 “种” 出来。

近日， 沈阳药科大学举办了微生物
艺术设计大赛。 参赛选手们以培养基为
画板， 以牙签做画笔， 蘸细菌做颜料 ，
借助微生物实验技术， 用细菌在培养基
平板制作图案， 创作出了一幅幅创意十
足、 色彩斑斓的 “艺术细菌” 画作。

这是科学和艺术的一场 “相逢”。 沈
阳药科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副
院长张怡轩教授介绍， 用微生物作画是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的艺术创想， 作画者
不仅需要掌握微生物培养等实验技术 ，
还要有一定的艺术素养。 “这次大赛有
170 多位学生报名， 共收到了上百幅作
品， 有人物、 动物、 卡通形象等， 都是
通过微生物菌株画出来的。”

画作被封在直径 9 厘米的培养皿中，
由各式菌种构成。 因微生物菌种有各自
不同的颜色， 通过无菌操作可以避免杂
菌混入， 待到菌落长成后， 一幅幅画作
就显现出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作
品中的五颜六色均是 “纯天然”， 或来自
细胞本身， 或是微生物产生的代谢产物，
没有任何成品颜料涂色 “参与”。
（新华社， 2018.12.6， 王莹、 彭卓 /文）

过敏性鼻炎
致咳嗽多年

培养皿里
“种”出“蒙娜丽莎”

■健康故事

������与小叔子吵架 ， 吵到眼睛
“失明”， 之后通过心理疏导大妈
便恢复了视力……这种转换性障
碍也就是俗称的 “癔症”， 是由明
显精神因素如重大生活事件内心
冲突、 情绪激动、 暗示或自我暗
示和作用于易病个体所导致的以
解离和转换症状为主的精神疾病。

来自农村的严大妈， 有个未
成家的小叔子。 小叔子平时游手
好闲， 经常问严大妈家要养老
钱。 这个小叔子有一天突然要结
婚了， 吵着要新建婚房， 但他名
下没有宅基地， 就动起了严大妈
家宅基地的歪脑筋。 这回严大妈
忍不了了， 跟小叔子吵翻天， 旧

账新账一起算， 吵了几个回合后
败下阵来， 突然眼前一黑什么都
看不见了。

严大妈辗转到了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就
诊， 魏宁医师查看各种检查报告
确定无器质性病变， 得知严大妈
“失明” 的缘起后， 让看不见东
西的严大妈在诊间里走几步， 魏
宁随后发现严大妈虽看不到东
西， 却能在陌生环境中下意识跨
过各种障碍物， 最终告知严大妈
这是转换性障碍， 俗称癔症。

魏宁对严大妈进行了心理疏
导后， 用语言暗示她经过治疗，
视觉功能可以完全恢复， 严大妈

深信不疑 ， 再挂了一瓶所谓的
“特效药” ———生理盐水后， 严
大妈突然摸着儿子的脸， 兴奋地
喊着： “儿子， 妈能看到你了！”

据了解 ， 各种不愉快的心
境， 气愤、 委屈、 惊恐、 羞愧、
困窘、 悲伤等精神创伤常是癔症
的发病诱因， 特别是精神紧张恐
惧是引发本病的重要因素。 平时
情绪波动大、 感情用事、 情绪控
制差的人在受到挫折出现心理冲
突或接受暗示后， 比较容易产生
癔症。 一般需要通过心理治疗与
药物治疗。

（《钱江晚报》 2018.12.25，
张苗、 王蕊、 金丽娜 /文）

������近日， “权健事件” 引来舆
论高度关注。 在天津市成立联
合调查组进驻权健公司之后 ，
经过调查取证， 公安机关也已
经于 1 月 1 日依法对其涉嫌传销
犯罪和涉嫌虚假广告犯罪行为
进行立案侦查。 同时 ， 相关部
门依法查处取缔不符合消防安
全规定的火疗养生场所 、 开展
集中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乱象
专项行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 ， 更多保
健品销售的套路不断被揭开 。
该事件已经成为一场了解和认
识保健品功效的公开课 ， 给消
费者、 行业企业乃至监管部门
以思考。

从媒体现有报道来看 ， 一
个售价千元的鞋垫 ， 据称是对
罗圈腿、 心脏病、 前列腺炎都
有奇效 ； 负离子磁卫生巾 ， 则
可以治疗各种男女生理疾病 ；
有效成分和果汁无异的 “本草
清液”， 却被标榜可以 “排毒”、
售价千元……这些听起来匪夷
所思、 无所不能的疗效 ， 遍布

在产品销售的各种话术之中 。
但这一切， 都不能掩盖一个事
实， 在保健品销售中 ， 无中生
有 、 夸大功效， 乃是一个普遍
存在的 “套路”。

保健品不是药品 ， 更不是
“万能神药”， 这应是一个共识
和常识。 但有的神化保健品功
效、 进行虚假宣传， 让患者产
生误解甚至放弃正常治疗 ； 有
的以免费体检、 旅游 、 讲座等
为幌子 ， 打亲情牌推销产品 ；
有的许以高额返现、 多买多赚
等承诺， 设置消费陷阱骗取钱
财……在不少案例中 ， 一些保
健品已经从专注健康、 有益身
心的产品 ， 变成了弄虚作假 、
坑蒙拐骗的工具 ， 给病人乃至
家庭带来难以抹去的阴影 。 改
善健康， 决不能成为一门只顾
赚钱的生意。

我们需要提倡求真务实 、
能辨真伪的科学素养。 从魏则
西一家所相信的 “高 科 技 疗
法”， 到周洋一家所购买的 “抗
癌产品”， 利用的都是人们对科

学力量的信任。 这种朴素的情
怀， 决不能成为不法之徒的可
乘之机。 任何故弄玄虚 、 虚无
缥缈的 “神秘力量”， 都是对科
学的曲解； 任何不劳而获 、 一
夜暴富的 “代理神话”， 都是对
成功的歪曲。

我们必须强调诚实守信 、
依法经营的市场法则 。 无论是
广告法还是食品安全法 ， 都规
定保健食品不能宣传可以治病，
严禁虚假宣传。 事实上 ， 公安
机关也一直在对此行为进行打
击 ， 去年以来就已破获保健品
诈骗犯罪案件 3000 多起， 追赃
挽损超过 1.4 亿元 。 对企业而
言， 无论多大的规模 、 多响的
牌子， 只要触犯了法律 、 伤害
了消费者， 就要受到法律的严
惩， 给公众一个交代。

健康中国建设， 任重道远。
对任何企业和任何人来说 ， 都
需要绷紧心中的弦 ， 珍视人民
群众对健康的渴求， 决不能拿
生命当儿戏。
（《人民日报》 1.7， 盛玉雷 /文）

整顿保健品乱象 法律不会缺位

吵架后气得“失明” 竟是癔症发作

寒冬里的
“一元村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