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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疗的步子很快，但去看病的你变“聪明”了吗？

从今天起，钱报健康微信“浙江名医馆”推出视频科普专栏——“名医知道”。

邀病人说经历，请名医谈经验，总结经典病例背后的“看病干货”，帮你从此少走冤枉路。没有枯燥难懂的

医学知识，告别华而不实的图表，而以视频、音频、图文、分答拥抱你。现在扫右侧二维码，短短几分钟内，你就

能得到一锅名医出品的医学浓汤。

钱报健康微信“浙江名医馆”开辟新专栏“名医知道”

视频、音频、图文、分答，教你做个“聪明”的病人

专栏第一期，从一个在非洲被绑架差点丢了眼球的浙商说起——

多花二十个小时，救了自己一辈子

一周前的一天夜间 3 点，杭州塘栖的朱

女士忽然出现胸闷、心慌、恶心呕吐，还拉肚

子，她觉得自己是吃坏了，打算天亮后到医院

看看。哪知到了清晨 6 点，她已不能开口说

话，继而陷入了昏迷。家属急忙拨打120，朱

女士被送到余杭区中医院急诊抢救。

药酒慢性毒性损害心脏
急诊医生发现，朱女士患的是一种恶性

心律失常，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救，心律才逐

渐恢复正常，然后又在重症监护室救治两天，

朱女士才清醒过来。

医生问诊中了解到，朱女士并无心脏病

史，但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最近1年发得特

别厉害，深受折磨。一个月前，她偶然从别人

那里打听到有一种药酒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效

果特别好，于是她花几十块钱网购了一瓶。

收到的药酒是用一个旧可乐瓶装的，里面是

打碎的草药。朱女士每天喝一点，喝了差不

多一个月，直到那天夜间忽然发病。

后续医生又给朱女士做了心脏超声检

查，并仔细研究心电图，均没有发现明显的心

脏问题。区中医院心内科主任沈恵珉和重症

监护室副主任章建良研究后考虑，朱女士突发

严重心律失常是由于药酒毒性作用所致，后续

省级医院会诊的专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明明是治风湿的药酒，为什么差点成了

要命的毒酒？朱女士药酒瓶里草药呈黑色碎

屑状，无法分辨种类。医生分析，药酒里可能

确是治风湿类的草药，但有些草药本身是有

毒性的，需要经过专业炮制减毒或者去毒，使

用时也有严格的剂量限制。未经炮制或者超

量使用，往往会产生多种毒性作用，比如消化

道出血、肝脏肾脏功能受损，严重的也会毒害

心脏，出现心律失常，心脏骤停等。人的心脏

本身具有很强的代偿性，朱女士这种情况，可

能是药酒毒性对心脏损害积累到一定程度

后，导致突发恶性心律失常。

服用药酒记住“三不可”
每到秋冬时节，就有很多市民喜爱在家

喝点药酒以滋补保健或预防疾病，市民服用

的药酒一般来自三个途径，一是购买具有固

定功效的成品药酒，二是自行买药泡制，三是

请中药师诊脉配方泡制。该院中医养生门诊

的资深中药师王永祥指出，第三种方法才是

最科学的，但采用前两种方式的市民也不在

少数。因此他提出“服用药酒三不可”。

一是成分不明的药酒不可盲目服用。不

可购买非正规厂家生产的成分不明的药酒。无

论是治病还是养生，药酒的功效发挥过程都非

常缓慢，如果某种药酒短期内有奇效，很可能加

入了其他成分，切不可随意听信而购买服用。

二是配方泡制不可随意。每一味中草药

的成分都非常复杂，有些还具有很强的毒性，相

互之间需讲究“君臣佐使”和配伍禁忌。因此市

民如果自己没有把握，还是尽量不要自制药酒。

三是药酒是药不可单纯当酒喝。药酒不

单纯是酒，同时也是药，中医师在配制药酒时

会合理把握中药材用量，市民在服用时也需

掌握好服用剂量。喝药酒发生轻度中毒时，

容易被误认为是酒精的作用而麻痹大意，因

此酒量比较好的市民，切不可把药酒单纯当

酒喝，导致进入体内药量过大引起身体损害。

本报记者 何丽娜

本报通讯员 郑冬来 章建良

喝了网购药酒，风湿患者差点送命
又到药酒滋补旺季，药师提醒“三不可”

方肖云教授，眼科中心副主任，玻璃体视

网膜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

病学组委员，浙江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委员

从事眼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 20 多

年，对眼科各类常见病及疑难病症有着丰富

的临床经验。熟练开展各类眼科手术如白

内障、青光眼、视网膜剥离手术，尤其擅长

各类视网膜剥离、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眼

外伤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及黄斑疾病的手术

治疗。多次赴日本大阪大学眼科深造并获

得博士学位。

本报记者 郑琪 本报通讯员 傅跃增 沈凌 鲁青/文 姜夏飞/制图

专栏第一期，我们对话浙二眼科中心副主

任、眼底病专家方肖云教授。她的病人——一

位在非洲被绑架差点摘眼球的杭商，为什么多

花了二十个小时，却救了自己一辈子？

本周三上午 8 点 25 分，浙二眼科中心六

楼诊室门口，一位穿深蓝色夹克的光头男子，

被长枪短炮的媒体围住。这位曾上钱江晚报

官微头条（详见今年 7 月 8 日官微《浙江商人

在非被劫持，交 100 万赎金才放人！》）的主角

华安（化名）来复查。

华安，49 岁，桐庐商人，在非洲做木材生

意。五个月前，他在当地被绑架，右眼被不法

分子的枪托严重打伤，眼球破裂并继发严重

感染，甚至无法分辨眼前灯光照射的方向。

住院期间，还被查出疟疾。

“原来要摘眼球，现在做了三次手术保住

了，视力恢复到0.5，小姑娘你站在我对面，我

都看得还算清楚。”华安对钱报记者说，笑得

露出两排牙龈。

方肖云教授说，接下来，他再装个角膜接

触镜，注意定期复查，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

眼外伤，很复杂，治疗时间也长。被重物

击伤、穿孔伤、热烧伤，就医犹犹豫豫，有的造

成视力更差甚至失明。

赶在华安飞回非洲之前，他提醒患友一

点：就诊前多花时间≠耽误治疗。

受伤后，朋友劝他直接在非洲医院看，而

他坚持坐二十多个小时飞机回国看病。“看病

要及时，但得‘快中有章法’。第一做好紧急

处理，第二找对医院、医生，很着急的话可提

前联络，第三相信科学，不放弃希望。特别是

急重症、癌症，着急乱投医，反而浪费时间。”

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眼外伤预后

效果与受伤程度、就医时间、紧急处理等是否

正确有关。化学物灼伤、眼表有异物、眼睛被

撞伤、眼球穿孔伤，有四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想了解眼外伤这四个急救方法？或者知

道华安具体就医经历？方肖云教授又是如何

为他做了三次手术？扫扫右侧二维码，我们拍

摄了视频，真人出镜，说给你听。如果有眼底

病困扰想提问，也到微信“浙江名医馆”上来，

新上线的分答功能，你问我们必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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