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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天津跳水大爷火爆全网。

在网红们推波助澜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来打卡，

想体验一把跳水带来的刺激。9 月初，天津消防接连通

报意外事件，有盲目跟风的小伙子疑因姿势不对，入水后

被水拍“晕”。

从没空跳水开始当志愿者，劝阻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们千万别乱跳，一直到昨天傍晚，大爷们发出申明“不跳

了”，并提醒“没有专业训练过的、不会游泳的、身体不好

的、未成年的小朋友、岁数太大的老朋友，就别参与跳水

了。”

那么，盲目跳水究竟有多危险？

本报记者采访了跳江救人的快递小哥彭清林的主治

医生——浙中医大二院（浙江省新华医院）骨伤一科主任

王伟东，请他来科普。

不科学跳水=跳楼
眼睛内脏头部都可能受伤

“ 从 新 闻 上 看 ，天 津 狮 子 林 桥 高 度 大 约 在 4~6

米。从这个高度落下，如果入水姿势不当，冲击力就

有可能把内脏震碎并且发生骨折。”王伟东解释，人体

瞬间入水时，水来不及排开，力度与直接落在水泥地

上差不多。

跳水是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运动，不正确的姿势会

使人体多个部位受到损伤。

王伟东举例，比如入水瞬间，眼睛首先就会受到很大

冲击；若腹部先着水，可能伤及内脏，严重的会出现脾破

裂等致命后果；若跳水者头部先入水，可能引发严重脑震

荡，头骨碎裂，甚至当场丧命。

也有人好奇，前不久跳江救人的快递小哥彭清林救

人的高度比天津狮子林桥要高许多，为什么他看起来伤

势较轻呢？

“当时救人时，彭清林选择垂直落水，双脚先着水，因

而颈椎损伤可能性较小。”王伟东表示，而在脚先入水的

情况下，臀部的受力面积比较大，反作用力沿着脊柱往上

传，胸椎就是应力集中的地方，容易导致脊柱和脊柱之间

的节段产生压缩，彭清林就是查出了胸椎压缩性骨折，

“而且彭清林入水姿势相对较为理想，身体又是绷直后垂

直入水，因此整体受伤程度较轻。”

王伟东也表示，彭清林的行为是出于救人目的，值得

赞颂，但盲目跟风模仿跳水这种行为不可取，还是建议大

家保持理性。

55岁后骨折概率增加
做这些事可预防骨折

王伟东指出，人到 55 岁后，是骨折概率增加的分水

岭，像跳水这类高风险的事情，哪怕有跳水经验的天津大

爷们，建议也要谨慎对待。

“中老年人一方面要注意意外造成的骨折，另一

方面也要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预防骨折。”王伟东建

议，要坚持功能性运动，例如每天慢走等，可防止骨

质 疏 松 ，减 少 骨 折 发 生 概 率 ；同 时 多 吃 富 含 钙 的 食

物，例如牛奶、鱼类、豆制品、蛋类等，必要时可以补

充药物钙剂。

如果不慎发生骨折，要及时就医，尤其是高龄老人。

老年骨折病人大多数合并有多种内科疾病（心、肺、脑、肾

方面），再加上害怕等原因早期未进行手术，卧床容易引

起肺部感染、吸入性肺炎、尿路感染、下肢深静脉

血栓、脑栓塞等疾病，造成不良结果。

王伟东建议，只要身体条件能耐受手术

或者经内科调整后可以手术的病人，应早

期手术早期下床活动。如果病人条件实

在是不允许手术，也建议患者早期坐起

在床甚至不负重站立，不要在意骨折位

置，不建议长期卧床牵引。

本报记者 隋雪 通讯员 辛宣

天津跳水大爷宣布：不跳了

医生说盲目跳水很危险
相当于跳楼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九月初，打败奶茶的，竟是酸梅汤。近日，#浙江省中医院酸

梅汤供不应求#相关话题登上热搜。

据了解，全国部分省市中医医院都已经出现酸梅汤供不应求的情况。在四川成

都，不少中医馆不仅可以配到酸梅汤，还可以买到现熬现喝的酸梅汤。还有在中药房

工作的网友现身说法：“药房生意是好了，但自己的工作也做不完，根本做不完。”

在网上，“流行花十元去中医配酸梅汤”的话题一度登上短视频平台热搜，有

2400万网友围观。

据悉，因下单量暴增，这两天浙江省中医院这一块多一帖的酸梅汤，院内外共卖

出6万多帖，医院目前处于断货状态，正在紧急补货中。

常见的酸梅汤为何今年爆火

用酸梅汤代替奶茶
是年轻人骄傲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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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最近来买酸梅汤的年轻人特别多，这让

他们意料不到。

“昨天有位就诊者一口气买了99包酸

梅汤，说是帮别人带的。”浙江省中医院中

医内科连暐暐主治中医师对此印象深刻。

从中医角度而言，酸梅汤是一个防

秋燥效果不错的方子。

医生介绍，进入秋季后，人体津液不

足，酸味的乌梅、山楂配合甘草能起到酸

甘化阴的作用，这比吃水果效果更好

——这是因为大部分水果性寒，对本身

脾胃虚寒的人不太友好，有些人在吃水

果后会出现胃肠功能紊乱，如胃痛，拉肚

子等情况。

“酸梅汤是平性的，不会寒凉伤胃，

老少皆宜，一年四季都可以服用，也非常

适合频繁熬夜，容易阴虚的现代人。”连

暐暐在临床工作中所接诊的脾胃病病人

比较多，且大部分都是虚寒体质，平时要

少吃生冷食物。

夏季常见的酸梅汤为何会在今秋爆

火？

医生认为，这可能和当代年轻人更

注重养生有关，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

如何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独善其身”一直

是焦点话题。如果你脾胃功能好，当然

可适当选择咖啡“续命”；若脾胃虚弱，不

妨偏养生一点，用酸梅汤代替白开水，也

是种骄傲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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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梅汤，在义乌等地同样很火。

9月5日上午，记者走访义乌市区部

分中药房。

在义乌江东路一家药店，记者刚走

到中药柜台前，就有药剂师主动询问是

否来购买酸梅汤。

“最近几天来问酸梅汤的市民一

下子多了起来，早上就有好几位。”该

药剂师说，“最近进门直接往中药柜台

走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来咨询酸梅

汤的。”

“最近一周，酸梅汤的开方量暴增。

初步统计，这几天我们开出 600 多副酸

梅汤的方子。”三溪堂中医保健院药剂科

负责人汪诚糠告诉记者，这两年来，青年

人社交圈的养生消费有明显上升趋势，

包括酸梅汤在内的各类养生茶饮就是不

少青年的“新宠”。

酸梅汤虽好，但三溪堂中医保健院

主治中医师熊飞达提醒：不推荐糖尿病、

孕产妇等人群饮用酸梅汤。

现在网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酸梅汤

中放入冰块，当做冷饮食用，其实这并非

传统饮法，趁温服用最好，常温也可，但

不建议冰镇畅饮。

“随着天气转凉，进入秋冬时节，接

下来如雪梨膏、乌梅三豆饮等或许会更

适合大家。”熊飞达说。

义乌一药店最近开出600方
医生不建议冰镇畅饮酸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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