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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阿姨近几月感觉视力有
所下降， 听人说吃鱼胆可以明
目， 她特地买回一条 8 斤重的
大草鱼， 取出鱼胆服下。 可当
天晚上， 张阿姨出现了恶心、
呕吐、 腹泻等症状， 她以为是
吃坏了肚子， 没太在意。 谁知
到了第二天早上， 张阿姨怎么
也叫不醒， 家人慌了神， 忙把
她送到医院。 医生说， 张阿姨
是由于生食鱼胆而造成急性肾
功能衰竭， 经过多次血液透析
等积极治疗， 张阿姨才脱离了
生命危险。

鱼胆在我国民间素有能明
目、 清热、 平喘之说， 因而误
服鱼胆致急性中毒的事件频
发 。 我们平常吃的青鱼 、 草
鱼、 鲤鱼、 鲢鱼及鲳鱼等淡水
鱼， 其胆汁中含有毒性很强的
组织胺、 胆盐及氰化物等剧毒
物质， 主要损害肾脏及肝脏，
也可以造成脑及心脏等脏器的
损害。 这些毒素不易被破坏，
因此， 不论生吞、 熟食或用酒
送服， 成年人若一次摄食超过
2.5 克， 就极有可能导致中毒，
而一条 1-2 千克的鱼， 鱼胆中
有毒物质就能达到甚至超过这
个剂量。

人在误食鱼胆半小时至数
小时内， 会突然发生腹痛、 呕
吐、 腹泻等类似急性胃肠炎的
症状， 在接下来的 12-24 小时
内， 患者会出现少尿或无尿、
肝肿大、 黄疸等急性肝肾功能
受损的表现， 如果此时得不到
及时有效的救治， 往往会危及
患者生命。

因此， 当发现有人误食鱼
胆后， 应当尽早给予催吐、 洗
胃、 导泻， 这些措施能减少毒
物的吸收， 是治疗鱼胆中毒的
首选方法； 对已经出现急性肾
功能衰竭、 肝损害的患者， 应
当适度控制液体入量， 尽早给
予血液灌流和血液透析等血液
净化治疗， 这是救治成功的关
键措施。 对于绝大多数鱼胆急
性中毒患者， 只要能够早期识
别， 给予及时有效的临床救治，
其急性中毒损伤可以治愈。

鱼胆中毒目前尚无有效解
毒药， 因此， 为避免因误服鱼
胆引起的急性中毒， 应该从根
本上改变 “鱼胆能治病” 的理
念， 充分意识到鱼胆有毒。 当
剖杀鲜鱼， 取出鱼胆时， 正确
的选择是应该是将其丢弃！

吴传芳

■张医生信箱

■健康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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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误诊】 多发性骨髓
瘤是克隆性浆细胞在骨髓中异常增
生导致的疾病 ， 约占恶性肿瘤的
1%， 占造血系统恶性肿瘤的 15%
左右， 多见于 50-60 岁以上的老年
人。 骨髓瘤虽是血液科的常见病、
多发病， 但由于其临床表现复杂多
样， 且无特异性， 导致该病的误诊
率很高， 曾有报道指出， 该病的误
诊率高达 80%以上。

本案例中的患者因为骨髓瘤细
胞的浸润并破坏了腰椎骨骼组织，
骨骼被破坏后， 骨膜的感觉神经会
将信号传至大脑， 因此感到疼痛；
骨骼被破坏后， 骨皮质变薄或被腐
蚀破坏， 骨质变得软而脆， 很容易
发生病理性骨折， 甚至打个喷嚏都
可引起骨折 。 初诊医生发现患者
“骨折” 后， 并没有进一步究其原
因， 仅满足于 “骨折” 的结论， 是
导致误诊及延误治疗的原因。

过去由于治疗手段有限， 该病
的治疗有效率只有 50%左右， 且绝大
部分患者生存期少于 5年。 随着新药
的应用， 目前该病的治疗有效率可达
90%以上， 且生存期明显延长， 而早
诊断、 早治疗是延长生存期的关键。

【诊断依据】 多发性骨髓瘤的
临床表现虽然缺乏特异性， 但可以
辅助诊断。 （1） 贫血： 约有 70%
的骨髓瘤患者在初次就诊时会伴有
贫血， 其原因主要是大量的骨髓腔
被侵占 ， 红细胞生成受抑所致 ；
（2） 骨痛、 腰痛： 骨痛是骨髓瘤患
者常见的首发症状， 是因为骨髓瘤
细胞浸润并破坏骨骼组织， 导致骨
质疏松， 甚至溶骨性骨破坏。 骨骼
被破坏后， 人们便会感到疼痛， 易
发生病理性骨折， 最常见于下胸椎
和上腰椎， 其次见于肋骨、 锁骨、
盆骨， 偶见于四肢； （3） 恶心、 呕
吐： 这是由于骨质被破坏后， 骨质

内大量钙释放到血液中， 导致血钙
升高所致 ； （4） 肾功能不全 ： 约
40%左右的患者会出现肾功能受损
的表现， 如腰酸、 浮肿、 泡沫尿、
夜尿增多或尿量减少等； （5） 反复
感染： 骨髓瘤患者正常多克隆免疫
球蛋白及中性粒细胞减少， 免疫功
能低下， 容易发生各种感染， 如肺
部感染、 尿路感染， 甚至败血症。

此外， 骨髓瘤的诊断还需依据
以下标准。 主要标准： （1） 组织学活
检证实浆细胞瘤； （2） 骨髓浆细胞增
多≥30%； （3） 过量 M蛋白存在。 次
要标准： （1） 骨髓浆细胞增多 10%-
29%； （2） M 蛋白存在， 但未达到主
要标准中的规定； （3） 溶骨性病变；
（4） 血清中正常免疫球蛋白减少。 符
合上述 1 个主要标准+1 个次要标准，
或 3个次要标准， 即可确诊。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血液科主任医师 李炳宗

人老腰先老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 但

有研究提出， 人在 20 岁以后，
腰椎间盘就已经开始出现退行
性改变， 所以人体最先出现衰
老的部位不是腿而是腰， 且随
着现代人“久坐” 生活方式的
出现， 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人
未老腰先衰” 的境地。 而腰部
的衰老最先体现在柔韧性的衰
退， 其次是肌肉力量。

图/文 李明新

������民间常流传这样一种说法： 经常感冒
的人不容易得肿瘤，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
理的。 因为肿瘤的发生多缘于机体免疫力
低下， 而经常感冒的人更容易调动机体的
免疫系统， 当机体细胞发生突变时可及时
发现并将其清除， 将肿瘤扼杀于萌芽状态。

实际上， 人体内的细胞每时每刻都在
发生突变 （可能变成癌细胞）， 而正常情况
下， 机体的免疫细胞能及时清除体内突变
的细胞， 所以大多数人都不会发生肿瘤。
而当人体免疫功能下降时， 体内突变的细
胞不能及时被清除， 人体就容易发生肿瘤。

人体的免疫功能包括非特异性免疫功
能和特异性免疫功能。 前者主要包括皮肤
黏膜屏障、 单核-巨噬细胞、 粒细胞、 补体
和一些细胞因子； 后者主要是抗击外来病
原微生物 （如细菌和真菌） 的侵略和清除
自身体内衰老、 突变的细胞， 执行该功能
的细胞主要包括淋巴细胞、 递呈抗原的树
突状细胞、 抗体和一些细胞因子。

有统计数据发现， 每年患感冒不足一
次的人， 得癌症的几率是每年患一次以上
感冒人的 5 倍。 研究还发现， 感冒时， 人
体免疫系统会产生一种叫 “干扰素” 的物
质， 它能激活免疫系统的杀伤细胞， 除了
摧毁被病毒穿透并赖以繁殖的细胞外， 还
可摧毁有恶变迹象的细胞， 或使某些癌细
胞的分裂速度减慢， 因此才会有 “经常感
冒的人不易得肿瘤” 之说。

长沙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汪砥

张医生：
我父亲半年前因外伤致小

腿骨折， 医生当时在他体内装
了一块钢板， 还说如无特殊情
况可以不取出来。 请问， 钢板
作为一个异物长期存在于体内
对身体有影响吗？ 需要将它取
出来吗？

湖南读者 袁先生
袁先生：

这个问题是大多数体内植
入了钢板的患者所关心的。 统
计发现， 约有 1/3 的患者会选
择在术后一年取出钢板， 然而
有大部分患者的钢板是可取可
不取的， 需要根据具体病情具
体分析。 有以下情况者， 建议
将其取出： （1） 内固定失败或
松动； （2） 特殊部位的钢板，
如股骨钢板、 髋关节钢板等；
（3） 出现疼痛、 过敏等现象；
（4） 影响生长发育， 主要指青
少年儿童； （5） 因宗教信仰或
心理压力等原因。

需要提醒的是， 虽然内固
定钢板的取出是比较简单的手
术， 但也有一定的风险， 如取
出后再骨折、 取出后疼痛、 内
固定残留、 神经损伤、 手术感
染、 麻醉风险等。 而钢板取出
后同样需要休养较长的一段时
间， 同时经济因素也是需要考
虑的。

张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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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骨髓瘤易误诊
������ 【典型病例】 王阿姨一个月前因腰痛到当地医院就诊， 经 X 线及 CT 检查确诊为“腰椎
压缩性骨折”， 但住院治疗过程中不但未有明显疗效， 还出现了发热、 肺部感染、 贫血、 食欲
减退、 恶心等症状。 在医生的建议下， 王阿姨转入了另一医院。

入院后， 经骨髓细胞学等多项检查后发现， 王阿姨骨髓浆细胞明显增多 （大于 30%）， 医
生怀疑王阿姨所患为“多发性骨髓瘤”， 并且已经引起了病理性骨折， 后经组织学活检证实。
对症治疗后， 王阿姨症状消失， 各项指标基本恢复正常。

经常感冒的人
不易患肿瘤吗？

生食鱼胆致肾衰
多次血透方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