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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关注

痛风发作

别怪煲汤和海鲜

我们家一年四季都煲汤， 也喜欢吃

海鲜。 家里几乎每顿大鱼大肉。 昨晚，我

的脚趾像刀割针扎一样疼痛。 去医院检

查，患了痛风。 我纳闷了：同样是喝煲汤、

吃海鲜。 家人没事， 为何患痛风的却是

我？

【医学证明】

尿酸不排、痛风就来

科学发现：煲汤、海鲜中含大量嘌呤。 进食

煲汤、海鲜，会提高体内嘌呤含量，诱使代谢紊

乱。 引发尿酸升高、痛风疾病。

可同样饮食，为何有些人却不会患痛风呢？

湘雅医院内分泌科的张医生打比喻说： 如果把

体内尿酸看做“污水”的话，那么肾脏的排泄功

能就是“排水阀门”。 正常人进食煲汤、火锅虽会

增加“污水”，但“排水阀门”会将多余的“污水”

排出去，“污水”也不会增加。 可肾脏排酸功能差

的人，难以正常排泄尿酸。 尿酸便逐步升高，极

易引发痛风。

所以， 痛风是否发作与身体代谢功能和肾

脏排泄功能有关。

【医生支招】

痛风患者放心吃喝

那么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患者，能否喝煲汤、

吃海鲜呢？ 张医生回答：肯定可以！ 只要恢复代

谢功能、加强肾脏的排酸功能，并将尿酸控制在

416以下。不仅痛风不复发，还能适当喝煲汤、吃

海鲜。

张医生介绍：有一种名为【风之消】的生物

制剂，是沿袭“医圣”张仲景的千年痛风古方，通

过现代生物技术精炼而成。 为保障材料的地道

性，特选用长白山的拟黑多刺蚁、神龙架的野生

灵芝、青藏高原的虫草菌丝体、武当山的黄芪和

黄精等名贵中药材， 并创造性加入双歧杆菌等

有益菌，它不仅能恢复人体正常代谢、抑制尿酸

产生过多，还能增强肾脏的排酸功能。 从而避免

了尿酸沉积、结晶。 不仅增强了效果，使用也方

便，效果明显，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

喜欢喝煲汤、吃海鲜的痛风、高尿酸血症患

者，建议服用一段时间的【风之消】。 让当天产生

的尿酸当天排，便可有效预防痛风发作。

【患者讲述】

1、痛风常复发 关键要排酸

痛风是一种因嘌呤代谢紊乱、 尿酸升高而

引发的疾病尿酸过多生成、 肾脏排泄不畅是引

发痛风的主要原因。

当年龄增加，肾脏功能下降后，尿酸就

无法正常排泄。 极易在体内沉积、结晶。 从

而，引发痛风和肾衰竭、尿毒症、高血脂、残

疾等并发症。

2、防范痛风的多年体会

痛风发作时，首先是止痛。 而不发作时，一

定要控制好尿酸，以前我不知道，没在意。 后来，

复发了几次。 我开始重视，按照医嘱用了一些方

法，尿酸稳定在正常水平，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

制。 另外， 痛风患者们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习

惯。

3、痛风，我推荐风之消

我肝肾有毛病，又有高血压，很多降尿酸的

药有副作用。所以，我不敢长期使用。可一停药，

痛风又发作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同事告诉我，他一直

在使用风之消。 觉得效果很好，便一直在用。 之

前痛风发作较频繁，至今也没复发了。

我拿来产品一看， 发现含有吃痛风因子的

双歧杆菌等有益菌，还含有消炎、止痛、护肝作

用的拟黑多蚂蚁，。 最特别的是其组方中有护肾

作用的虫草、灵芝。

这下我信服了， 去买了十盒， 用了三个周

期，手脚红肿没有了，尿酸趋于稳定，痛风石也

软化了，连高血压也降下来了。

所以，我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推荐病友们选

用风之消。 稳定尿酸、强肾效果好，还没任何副

作用！ 想咨询此产品的朋友可拨打这个电话：

0731-82459887

六旬老干部

谈痛风防范体会

长沙： 东塘星城大药房（百幸鞋城旁）浏

阳：恒寿大药房（车站路 127 号美神广场旁）宁

乡：开发药号（宁乡大厦 1楼）望城：工农大药房

（工农路 1号）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建设

中路皇朝家俬对面）湘潭：基建营福顺昌医药总

店（步步高对面）华康大药房（民主路菜市场对

面）衡阳：国盛大药房（南方大厦斜对面）岳阳：

你好大药房（步行街康星百货负一楼）常德：战

备桥大药房 武陵阁大药房（步行街西侧）郴

州：百姓福大药房（友谊中皇城对面）邵阳：时珍

大药店（市中心医院斜对面）娄底：天天好大药

房（步步高超市斜对面）益阳：平和堂大药房（陆

贾山庄门面）

购买时一定要认准【风之消】品牌，谨防假

冒！ 详情咨询：0731-82459887

据悉，风之消在我省仅对以下药房供货并授权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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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作楷介绍，陨石的国际市场价格很高，以克为单位

定价。照此计算，铁牛埠码头的“铁牛”如果是陨石，除开

其特有的人文景观价值， 本身固有的经济价值也相当惊

人。 作为一名陨石研究者，柯作楷对“铁牛”的失踪深表

遗憾。他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予以重视，将“铁牛”追回

来，让它重新回到安卧了数百年的湘江，让湘潭铁牛埠名

副其实。 ■记者 刘晓波

湘潭“镇河铁牛”离奇失踪

博士前往寻“牛”未果，初步推测可能是铁陨石

去年10月，在湘潭县易

俗河镇铁牛埠码头的河床

上， 有形似水牛的巨石因湘

江枯水而现身（本报2009年

10月16日A07版曾报道）。据

称， 这就是当地传说已久的

神秘“镇河铁牛”， 距今至少

有500年。 可10多天之前，

“铁牛”不知被何人在一夜之

间挖走。这头“镇河铁牛”能

否追回？1月7日下午，地质学

博士柯作楷从长沙赶到湘

潭，意欲寻访“铁牛”遗踪。

铁牛埠“铁牛”失踪，引

起了柯作楷的关注。1月7日

下午， 他专程来到湘江铁牛

埠码头， 希望能够捡到几块

遗存的“铁牛” 碎片研究一

下。可惜，近几天湘江水位上

涨，“铁牛”遗址完全被淹没，

柯作楷一行无功而返。 离开

铁牛埠码头后， 柯作楷又仔

细观看了“铁牛”被挖走之前

的照片。他推测，它很有可能

是铁陨石， 但表示必须看到

实物才能定论。

【推测】

“铁牛”可能是铁陨石

【呼吁】

追回“铁牛”让它重卧湘江

■记者 李鹏 实习生 黄静 张毓雯

在距今7800到6000年前，就有古代

人类在洪江高庙这块土地上生活。考古

学家在高庙遗址发现之初就断言，古代

的高庙人以捕鱼和采集为主要的生活

手段，但是你知道古代高庙人都吃哪几

种鱼吗？

1月8日上午在岳麓书院举行的2009

湖南考古汇报会上， 考古学家为我们解

密，古代高庙人吃7种鱼，青鱼、草鱼、鲢

鱼、 鲤鱼这几种我们现代人常吃的鱼类

都在古代高庙人的“餐盘”中。

古代高庙人捕鱼都很“里手”

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长袁家荣告诉记

者，通过对鱼的种类和体型的确定，考古

学家可以判断古代高庙人猎捕大型鱼类

是把好手。 通过与现代鱼类的骨骼标本

比较，袁家荣认为古代高庙人捕捉的鲢鱼和

草鱼的个体普遍在5公斤以上， 而青鱼的体

重则达到10公斤以上。另外，在高庙遗址中

发现的人类食用的鱼类残骸中，青、草、鲢三

种鱼数量较大，说明古代高庙人更多的掌握

了这三种鱼的习性和生活规律，抓它们更得

心应手。

常吃鱼或是高庙人智慧的原因

经过袁家荣一分析，我们发现这古代高

庙人真是不得了。袁家荣说，食物中有一种

叫做DHA（还有个名叫深海鱼油）的物质最

能促进大脑发育， 这种物质恰恰富含于鱼

类，丰富的鱼类食物也因此为古代高庙人大

脑的发育提供了物质基础；深山峡谷、激流

险滩则可能造就古代高庙人顽强的应变意

识；包罗万象、变化不定的生存经历增强了

古代高庙人的神秘感。而这群古代人所创造

的辉煌恰恰是我们现在生存的这块土地。

古代高庙人为啥聪明：餐盘常有7种鱼

6000年前的鱼个头特别大 我省境内去年发现4处古遗址

湖南考古·年度发现

澧县优周岗遗址 位于澧阳平原

在发掘中发现了屈家岭时期的制陶取料坑，为湖南新

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珍贵资料。

辰溪沙田遗址 位于沅水岸边

该遗址发掘出数量巨大、形制多样的石制器，说明该

遗址的石器制作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专业化生产。

18处商周遗址

在岭北潇湘

流域上游

通过获取的遗址墓葬遗迹资料，潇湘上游商周文化

的面貌基本清晰。

汉代官营瓦窑遗址

位于祁阳县

观音滩镇

这是在湖南首次发现同等规模的汉代瓦窑群，这将

为研究汉代行政机构设置等课题提供重要线索。

遗址 方位 意义

2009年，我省完成大型基本建设

中抢救性文物保护工程42项。其中高

速公路项目25个，铁路项目5个，电力

项目7个，其他项目5个。仅省考古研

究所，全年就调查勘探面积3700万平

方米，重点勘探面积8万平方米，考古

发掘古遗址和遗存面积7000平方米，

各类古墓葬500余座。

在岭北潇湘流域的上游试掘、发

掘了18处商周遗址，并获得重要考古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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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庙曾出土了

我国最早的白陶制品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洪江市安

江镇东北约5公里的岔头乡岩里

村。通过大面积发掘，出土了中国

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装饰有凤鸟、

兽面和八角星象等神像图案的陶

器（距今约7800年左右），出土了中

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

填补了湘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

期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高庙遗

址2005年被公布为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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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发掘

500余座古墓

18处商周遗址同现潇湘流域

去年10月，在湘江枯水期间“铁牛”现身在河床上。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