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解热镇痛药的解
热作用机制是

A.抑制中枢PG（前列腺
素）合成

B.抑制外周PG合成
C.抑制中枢PG降解
D.抑制外周PG降解
E.增加中枢PG释放
二、阿司匹林影响血栓

形成的原因是
A 抑制血小板中 TXA

（血栓素）生成
B.抑制血管内皮细胞中

TXA生成
C.促进血小板中 TXA

生成
D.促进血管内皮细胞

中PGI（胃蛋白酶原I）生成
E.促进血中凝血酶原生

成
三、阿司匹林的不良反

应有
A.胃肠道反应和凝血障

碍
B.凝血障碍和骨骼系统

损害
C.过敏反应和二重感染
D.肝损害和致畸胎作

用
E.凝血障碍和二重感染
四、阿司匹林在临床上

可用于
A.解热镇痛和抗过敏
B.抗过敏和抗血栓形成
C.抗血栓形成和人工冬

眠
D.人工冬眠和解热镇

痛
E.解热镇痛和抗血栓形

成
五、主要用于解热镇痛

无抗炎作用的药物是
A.阿司匹林
B.布洛芬

C.吲哚美辛
D.保泰松
E.对乙酰氨基酚
六、具有抗血栓作用的

药物是
A.阿司匹林
B.布洛芬
C.吲哚美辛
D.保泰松
E.对乙酰氨基酚
七、类风湿关节炎兼胃

溃疡的患者，宜用下列哪种
药物

A.布洛芬
B.非那西丁
C.阿司匹林
D.对乙酰氨基酚
E.吲哚美辛
八、临床常制成缓释制

剂使用的是
A.布洛芬
B.对乙酰氨基酚
C.阿司匹林
D.吡罗昔康
E.保泰松
九、临床常用于抗血栓

治疗的是
A.布洛芬
B.对乙酰氨基酚
C.阿司匹林
D.吡罗昔康
E.保泰松
十、钙拮抗药对血管作

用描述正确的是
A.扩张脑血管，收缩冠

状动脉血管
B.收缩脑血管，收缩冠

状动脉血管
C.扩张脑血管，扩张冠

状动脉血管
D.收缩脑血管，扩张冠

状动脉血管
E.对脑血管和冠状动脉

血管没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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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又名薯蔗、糖蔗、黄皮
果蔗、接肠草等。甘蔗因清甜、多
汁等特点，受到很多人喜爱。甘
蔗最早名叫“柘”，汉代后改成

“蔗”。到了现代，甘蔗不仅是食
物，还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工业原
料、制药材料等。现代营养研究
发现，甘蔗所含糖分是由蔗糖、果
糖、葡萄糖等构成，易被人体吸
收。甘蔗多糖具有免疫性，可以
抗癌、抗病毒，还可以抗高血脂。
甘蔗含有大量的铁、钙、磷、锰、锌
等微量元素，其中铁元素含量多，
故有“补血果”的美誉。甘蔗全身
都是宝。下面，笔者把甘蔗的功
效与药用价值分别阐述一下，供
大家参考使用。

甘蔗汁
取新鲜整棵甘蔗，去掉头

尾，刮净表皮枝芽，露出果肉部
分，切成小段，榨成汁使用。

缓解咳嗽和咽喉痛：甘蔗富
含大量的水分和天然糖分，可以
帮助缓解咳嗽、咽部不适感。

补充能量：甘蔗中的天然糖
分可以迅速转化为能量，是体力
劳动者和需要快速补充能量的
人最佳的选择。

改善消化：甘蔗含有纤维，
有助于改善消化道的健康，如果
你感到自己消化不良，可以吃一
些甘蔗。

预防贫血：甘蔗含有丰富的
铁质，对于贫血患者有一定的帮
助。

甘蔗皮
甘蔗皮有紫色、青色、红色、黑

色、黄色等颜色。取任何颜色的甘

蔗均可，清洗干净后的甘蔗皮15
克~20克，用沸水冲泡当茶饮用，
每天数次，连续冲服半个月，具有
清郁热、消除溃疡的作用。

甘蔗渣
将收集后的甘蔗渣清洗干

净后，晒干备用。
将甘蔗渣上锅蒸后晒干直

接研成粉末或煅烧后装瓶备用，
用于各种疔疮等。

将甘蔗渣收集晒干后、装
包。工业上用于造纸、做一次性
餐具等，也能用于制造石墨烯，
或提取糖醛成分（一种航天隔热
材料）。

甘蔗干
取整棵不去皮的甘蔗，清洗

干净后分成小段，烘干制成干
果。甘蔗干可以用于泡茶、做
汤、药膳，具有润肺、除心烦等
功效，适用于便秘人士。

甘蔗芽
取甘蔗节上长出的嫩芽，晒

干、泡茶饮用，能清热生津，用于
日常口干、口燥的人士。

甘蔗霜
取甘蔗表皮上的白色霜状

物，它是甘蔗糖分外溢形成的物
质，收集起来制作成饮品或直接
外用，适用于咽痛，口角长疮的
人群。

药用价值
性味与归经：甘蔗气味甘，

性微寒，无毒，归肺经、脾经、胃
经、大肠经、膀胱经。中医认为，
甘蔗具有利咽喉、护脾胃、益肺
阴、强筋骨、排酒毒等作用。

治疗乏力、倦怠：取甘蔗汁
水 30 毫升~50 毫升，每天 2 次~3
次，连续饮用半个月左右，对于
疲劳乏力倦怠的人有效果。甘
蔗富含水分和糖分，可以提供能
量、恢复体力，而且是纯天然食
物，对人的身体有益处。

治疗面部色斑：采用口服和
外用2种方式均可，也可以单独
使用，每天 2 次~3 次，每次 30 毫
升~50毫升，取汁饮用；将面膜用
甘蔗汁浸透后敷于面部，停留20
分钟~30分钟，每天1次，连续用
半个月，可使皮肤光滑细腻。甘
蔗汁中富有含丰富的维生素C，
这是一种抗氧化剂，具有美白肌
肤的功效。

治疗消化不良：每天饮用甘
蔗汁 1 次，每次 50 毫升~100 毫
升。对于消化功能差、便秘、宿
便有效，还能清除体内的毒素和
废物，缓解腹胀、口干、口臭等。

治疗微量元素缺乏症：每天
饮用甘蔗汁 2 次，每次 50 毫升~
100毫升。甘蔗中含有钙、铁、锌
等微量元素，对儿童、青少年、老
年人补充矿物质很有帮助。

注意事项
血糖异常人群与糖尿病患

者：甘蔗含有大量糖分，会导致
血糖升高，加重病情。

口腔疾病患者：甘蔗有清热
作用，会刺激口腔黏膜。

胃寒人群：甘蔗属于寒性食
物，会加重胃痛、腹泻。

甘蔗不宜和酒类同食：易产
生化学反应，生成毒素，对身体
不宜。

甘蔗霉变：出现“红心”的甘
蔗，以及削皮后呈清灰色有酸味
的甘蔗，都是霉变的表现，不要
食用，以免食物中毒。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潢川县
妇幼保健院）

甘蔗的功效与药用价值
□王济川

惊蛰，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三个节气，宛如大自然奏响的
一曲激昂乐章，宣告着春之盛会
的盛大启幕。在《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中记载：“二月节，万物出
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
惊而出走矣。”寥寥数语，却生动
地勾勒出一幅惊蛰时节的神奇
画面。

古人凭借着对自然细致入
微的观察，总结出了惊蛰时节的
独特物候现象，即“惊蛰有三
候”。一候，桃花嫣然绽放。那
粉嫩的花瓣，如少女娇羞的脸
庞，在枝头浅笑，点缀着大地，为
世界晕染出一抹浪漫的春之色
彩。“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
鸭先知”，诗人笔下的桃花，不仅
是春日的明艳点缀，更是大自然
传递春讯的使者。二候，黄鹂婉
转啼鸣。这种小巧玲珑的鸟儿，
身披金黄羽衣，在枝头欢快跳
跃，用清脆悦耳的歌声，为春日
奏响了一曲灵动的旋律，打破了
冬日的寂静。三候，古人认为老
鹰会化为布谷鸟。当然，从现代
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并非是物种
的神奇转变，而是因时节更替，
老鹰与布谷鸟在自然界中的活

动轨迹发生了变化，让古人产生
了这样富有诗意的联想。

惊蛰当日，民间习俗丰富多
样，宛如一座蕴藏着深厚文化底
蕴的宝库。其中，祭白虎这一习
俗颇为独特。在传统观念中，白
虎被视为挑拨是非的不祥之
物。人们通过特定的祭祀活动，
希望能堵住白虎这张惹是生非
的嘴，以此祈求一年的健康平
安。与之类似的“打小人”习俗，
也是人们借由特定的仪式，以驱
赶霉运、化解小人作祟。人们手
持小物件，对着象征小人的纸偶
或其他物品轻轻拍打，仿佛这样
就能将生活中的不顺与烦恼一
并驱离。摊煎饼、吃梨、炒豆子
等习俗同样别具风情。摊煎饼
时，那薄如蝉翼的面饼在热锅中
逐渐成形，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吃
梨，蕴含着养生的智慧。而炒豆
子，一颗颗豆子在锅中翻滚跳

跃，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仿佛
是为春日奏响的欢快乐章。

从养生的角度来看，惊蛰时
节有着独特的“健康密码”等待
我们去解锁。此时，天气较为干
燥，细菌如同活跃的“小恶魔”，
频繁地在空气中、环境里肆虐。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呼吸道
变得极为脆弱，极易遭受疾病的
侵袭。而梨，就如同大自然赐予
我们的天然良药。吃梨，一方面
能够清热泻火，将体内因干燥天
气而积攒的“火气”驱散；另一方
面，它还能养阴润燥，为身体补
充水分，润泽呼吸道，对于预防
感冒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无
论是生食，感受那清甜多汁的口
感在舌尖蔓延；还是将梨炖成梨
汤，在寒冷干燥的时节，喝上一
碗热气腾腾的梨汤，都能让身体
倍感舒适。

中医向来秉持“人与天地相
参，与日月相应也”的理念。惊
蛰之时，天地间阳气如同被点燃
的火焰，迅速生发。然而，人体
的阳气有时却难以跟上大自然
这快速的节奏。一旦出现人体
阳气不能与时俱生的情况，人们
往往会出现肢体发凉、困倦、麻
木、疼痛，以及恶寒怕冷等不适
症状。为了顺应时节，补充阳

气，人们可以多食用一些偏于阳
性的食物。

青椒，那翠绿的色泽中蕴含
着勃勃生机，口感辛辣中带着清
爽，能够有效地激发身体的阳
气；韭菜，被誉为“春菜第一美
食”，其独特的香气不仅能增添
菜肴的风味，更是补阳的佳品；
葱、姜、蒜苗、蒜瓣等，这些厨房
中常见的调料，同样有着较强的
补阳功效。在烹饪菜肴时，适当
加入这些食材，既能让菜品更加
美味，又能为身体注入阳气，可
谓一举两得。

春天与人体的肝脏相互呼
应，宛如一对默契的伙伴。惊蛰
时节，肝脏的功能也随着季节的
变化而愈发活跃。此时，多吃一
些养肝、保肝的食物，无疑是给
肝脏这个“人体化工厂”提供了
优质的“保养品”。

木耳，其形似耳朵，质地柔
软，富含多种营养成分，能够帮
助肝脏清理体内的毒素；海带，
那长长的叶片在海水中摇曳，含
有丰富的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对
肝脏的健康大有益处；大白菜、
包心菜、菠菜、芹菜等绿色蔬菜，
它们如同大自然的绿色卫士，富
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能够协助肝脏加速排出体内的

毒素，让肝脏保持良好的工作状
态。无论是清炒、凉拌还是煲
汤，这些蔬菜都能以其独特的方
式为肝脏的健康保驾护航。

惊蛰时节，天气变化多端，
乍暖还寒。早晨出门时，阳光明
媚，让人感受到春日的温暖；然
而，到了傍晚，气温却可能骤降，
寒意袭人。中医有云：“寒从脚
下起”。双脚，如同人体的“第
二心脏”，众多经络汇聚于此。
在这个时节，保暖一定要从脚做
起。只有双脚温暖了，全身的血
液循环才能畅通无阻。想象一
下，血液如同欢快的溪流，在身
体的各个角落奔腾流淌，为身体
的各个器官输送着养分和能
量。当血液循环顺畅时，人体抵
抗疾病的能力也会显著增强。
因此，在惊蛰时节，不妨穿上一
双保暖性能良好的鞋子，在睡前
用热水泡泡脚，让双脚在温暖中
感受春日的美好，为身体健康筑
牢防线。

惊蛰，这个古老而又充满魅
力的节气，它不仅是大自然神奇
变化的见证者，更是我们生活智
慧的源泉。不论是那充满生机
的自然景象，或者丰富多彩的民
间习俗，还是蕴含着科学道理的
养生之道，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探
索、传承与发扬。让我们在惊蛰
的时节里，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汲取生活的智慧，开启美好的一
年。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南阳市
宛城区中医院）

惊蛰节气话养生
□刘世恩

面肌瘫痪（以下简称面
瘫）是以口眼向一侧歪斜为主
要症状的疾病，可发生于任何
年龄，无明显的季节性。面瘫
的主要临床表现为病侧面部肌
肉运动障碍，口眼歪斜。

面瘫之证，前人多列入中
风范畴。中风有中经络与中脏
腑之分：风中经络，则见口眼歪
斜；风中脏腑，则口眼歪斜，多
伴有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等症
状。

中医认为，面瘫多由正气不
足，脉络空虚，卫外不固，风邪乘
虚侵入经络，导致气血痹阻，面
部少阳脉络、阳明经筋失于濡
养，导致肌肉纵缓不收而发。

患者为女性，53 岁，嘴歪
眼斜已有1周，住院输液治疗，
想配合针灸一起治疗。检查：
右眼闭合不全，人中向左歪，右
侧眉纹完全消失，用力睁眼、闭
眼时，前额及眼周皮肤丝毫不
动，不能鼓嘴，血压 146/73 毫
米汞柱（1 毫米汞柱=133.332
帕）。

诊断 右侧面瘫。
治则 祛风散寒、通经活

络、补虚益气、扶正祛邪。
经过 1 周的针灸治疗后，

患者眼睛能合上、不漏缝，不
再流泪，嘴角也有些许上提。

患者后续用恢复期针灸方法
治疗15天后，下眼睑及嘴角完
全上提，面部丰满，皮肤光泽，
完全恢复健康。

用穴 初期针刺攒竹穴、丝
竹空穴、地仓穴、颊车穴、合谷
穴、驷马穴、侧三里穴、侧下三
里穴。恢复期面部用四象五行
针法，四肢取驷马穴、侧三里
穴、侧下三里穴、太溪穴、太冲
穴等。

取攒竹穴、丝竹空穴、地仓
穴、颊车穴疏调局部经气，温经
散寒，濡润筋肉；合谷穴循经远
取，亦有“面口合谷收”之意；侧
三里穴、侧下三里穴在阳明经
与少阳经之间，乃循经治疗；驷
马穴在阳明经上，多气多血，是
补气理气之要穴。恢复期需要
收紧、提升面部松弛的肌肉，用
四象五行针法能加强面部皮肤
的提升，起到治疗和美容的作
用；因筋脉长期失养，筋与肝密
切相关，取太溪穴、太冲穴可以
滋水涵木，有助于筋脉恢复。

用针灸治疗面瘫时，应以
经络辨证为主，结合病因辨证，
局部取穴与循经远取穴配合，
注意不同时期应用不同的手
法。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洛阳
市中州人民医院）

针灸治疗面瘫
□杨晓峰

抽搐属于不随意运动范畴，
指的是全身或局部成群的骨骼肌
非自主地抽动或强烈收缩，这一
过程常常会引发关节运动，以及
强直现象。当肌群收缩呈现强直
性和阵挛性特征时，此情况被称
为惊厥。惊厥所表现出的抽搐一
般为全身性、对称性，可能伴有意
识丧失。

常见病因
抽搐的病因可以划分为特发

性与症状性两类。特发性抽搐通
常源于先天性脑部不稳定状态。
症状性病因如下：

脑部疾病
感染：包含脑炎、脑膜炎、脑

脓肿、脑结核、脑灰质炎等。
外伤：例如产伤、颅脑外伤等。
肿瘤：涵盖原发性肿瘤，以及

脑转移瘤。
血管疾病：像脑出血、蛛网膜

下腔出血、高血压脑病、脑梗死、
脑血栓、脑血管畸形等。

寄生虫病：比如脑型疟疾、脑
血吸虫病、脑棘球蚴病、脑囊虫病
等。

其他：先天性脑发育障碍；原
因不明的大脑变性，如结节性硬
化、播散性硬化、核黄疸等。此
外，惊厥主要由急性感染引发。

全身性疾病
感染：例如急性胃肠炎、中毒

型细菌性痢疾、链球菌败血症、中

耳炎、百日咳、狂犬病、破伤风
等。小儿高热惊厥大多由急性感
染所致。

中毒：内源性中毒，如尿毒
症、肝性脑病等；外源性中毒，如
酒精、苯、铅、砷、汞、氯喹、阿托
品、樟脑、白果、有机磷等。

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压脑病
或阿-斯综合征等。

代谢障碍：包括低血糖、低钙
血症、低镁血症、急性间歇性血卟
啉病、维生素B6缺乏等。其中，低
钙血症可表现为典型的手足搐搦。

风湿病：例如系统性红斑狼
疮、脑血管炎等。

其他：例如突然停用镇静药
物、催眠药物、抗癫痫药物，或热
射病、溺水、窒息、触电等情况都
可以引发抽搐。

神经症 癔症性抽搐属于此
类。

临床特点及意义
分类
全身性抽搐：主要表现为全

身骨骼肌痉挛，多数伴有意识丧
失。典型的癫痫大发作（惊厥）症
状为：患者突然出现意识模糊或
丧失，全身呈现强直状态，呼吸暂
停，紧接着四肢发生阵挛性抽搐，
呼吸变得不规则，可能出现大小
便失禁、发绀现象，发作一般持续
1 分钟~2 分钟后自行停止，也可
能反复发作或呈持续状态。发作

时，患者可能出现瞳孔散大、对光
反射消失或迟钝、病理反射阳性
等体征。发作停止后不久，患者
意识逐渐恢复。若是肌阵挛性抽
搐，一般仅表现为意识障碍。由
破伤风引起的抽搐，呈现为持续
性强直性痉挛，同时伴有肌肉剧
烈疼痛。

局限性抽搐：主要以身体某
一局部连续性肌肉收缩为表现，
多见于口角、眼睑、手足等部位。
而手足搐搦症表现为间歇性双侧
强直性肌痉挛，以上肢手部最为
典型，呈现出“助产士手”特征。

发作特点
病程特点：对于反复抽搐发

作且病程较长的患者，需要考虑
特发性癫痫的可能。若抽搐症状
是新近出现且病程较短，则要考
虑由脑血管病、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外伤、肿瘤、寄生虫病、中毒、
心血管疾病、代谢障碍等原因引
起的症状性癫痫。

伴随症状：患者伴随发热症
状，多见于小儿的急性感染，也可
见于胃肠功能紊乱、重度失水等
情况。需要注意的是，惊厥本身
也可能导致发热。

伴随血压增高，可见于高血
压病、肾炎、子痫、铅中毒等病症。

伴随脑膜刺激征，常见于脑
膜炎、假性脑膜炎、蛛网膜下腔出
血等疾病。

伴随瞳孔扩大与舌咬伤，多
见于癫痫大发作。

在惊厥发作前，患者会出现
剧烈头痛，可见于高血压病、急性
感染、蛛网膜下腔出血、颅脑外
伤、颅内占位性病变等。

伴随意识丧失，常见于癫痫
大发作、重症颅脑疾病等。

处理和转诊
处理 当抽搐发作时，应迅速

帮助患者卧倒在安全的平地上或
床上，避免受到碰伤或坠落伤。
在抽搐发作过程中，不要强行按
压患者肢体，以免造成骨折。及
时擦去患者口鼻处的分泌物，确
保呼吸道通畅。若患者有呕吐症
状，应将其头部转向一侧，防止误
吸，必要时可给予吸氧。抽搐发
作停止后，将患者头部再次转向
一侧，使分泌物流出，并擦拭干
净，防止窒息。可给予 20%甘露
醇静脉滴注，以达到脱水降低颅
内压的目的。若患者伴有高热等
症状，应进行物理降温。若并发
肺炎，则需要给予抗感染治疗。
抽搐停止后，要积极探寻抽搐发
作的原因，并给予相应治疗。

癫痫持续状态的判断和处理
原则：目前普遍认为，癫痫全身性
发作在两次发作间期意识尚未完
全恢复又频繁再发，或者全面强
直阵挛性发作持续5分钟以上仍
未自行停止，这种情况被称为癫

痫持续状态。
处理原则：首先要确保生命

体征稳定，包括保持呼吸道通畅、
吸氧、进行心电监护、动脉血气分
析以及血生化分析，保证水、电解
质平衡。

首选地西泮10毫克~20毫克
缓慢进行静脉注射，注射速度每
分钟不超过2毫克，以控制病情发
展。需要注意，地西泮对呼吸有
抑制作用，若注射有效，再将60毫
克~100 毫克的地西泮溶于 5%葡
萄糖生理盐水中，在12小时内缓
慢进行静脉滴注。患者癫痫得到
控制后，可使用苯巴比妥 0.1 克~
0.2克进行肌内注射，每12小时1
次，以维持疗效，同时逐渐加用口
服抗癫痫药，待达到稳定的血药
浓度后，逐渐停用苯巴比妥。

积极寻找病因和诱因，并处
理并发症。

转诊 所有抽搐发作的患者，
应立即进行指尖血糖检查和床旁
心电图检查，在排除低血糖抽搐
和严重心律失常后，若病因仍不
明确，均需要转诊。

癫痫持续状态的患者应及时
转诊至上级医院进行治疗。在转
诊前，要给予患者相应的检查和
处理，待生命体征基本稳定后，在
急救人员监护下进行转诊。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
生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