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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林宝珍）
昨日上午，由福建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指导，福建省
医师协会、福建省医学会
联合主办，福建省肿瘤医
院承办的“勇担健康使命，
铸就时代新功”2023年“中
国医师节”活动大会在福
州举行。

大会颁发了“2022 年
福建医学科技奖”。据悉，
该奖项设立于 2007 年，至
今已完成 16 届评审工作。
此次共有 36项科技成果荣
获“2022 年福建医学科技
奖”，其中：中国人民解放
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
医院王雯、福建省妇幼保
健院颜建英 2 人主持的项
目获得一等奖；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洪国粦等 9
人主持的项目获得二等
奖；福建省立医院刘振华

等 25人主持的项目获得三
等奖。

会上，还举行了“福建
省 2023年重症救治技能竞
赛”的颁奖仪式，来自省属
医疗单位与各地市医疗单
位的 23支代表队 228名选
手参加了决赛，共产生了
11个奖项。

“我志愿献身人类的
健康事业；自觉维护医学
的尊严和神圣……”本届
活动承办单位福建省肿瘤
医院党委书记、省医学会
副会长刘景丰教授及医师
代表，带领全体与会医务
人员共同宣读《中国医师
誓词》。活动现场，大家
还一同欣赏了情景剧《星
火红医》、光影舞《大医精
诚》、舞蹈《领航》等节目，
最后在《大爱无言》的歌
声中圆满闭幕。

海都讯（记者 黄晓蓉
通讯员 郑伊静 蔡宝裕）
今年52岁的陈先生是泉州
泉港人。前几日早晨起床
的时候，陈先生看到餐桌上
有一大盘荔枝，吃完后也就
没有再吃早饭了。没想到
他突然出现恶心想吐、全身
乏力、直冒冷汗等症状，家
人立即将他送医院。

得知陈先生早晨空腹
吃了大约 25 颗荔枝，医生
立即给他测了血糖，结果
显示为 2.1mmol/L，医生判

断陈先生极有可能为急性
低血糖症，立即给予快速
补 液 、静 脉 推 注 葡 萄 糖
等。经过一系列的救治，
陈先生的症状很快得到了
好转。

“怎么会是低血糖呢，
我爸刚才还吃了挺多荔枝
的，不是说荔枝含糖分比
较多吗？”面对陈先生家
人的疑惑，医生解释道，
人体能直接吸收的糖分是
指葡萄糖，而荔枝中含有
大量的果糖，需要由肝脏

内的转氨酶将果糖转化成
葡萄糖，如果空腹食用大
量荔枝，果糖不能及时转
化成葡萄糖，而荔枝中的
糖分会刺激体内胰岛素分

泌持续升高，胰岛素消耗
过多葡萄糖后，就会导致
身体的葡萄糖供不应求，
进而造成低血糖症状，也
就是俗称的“荔枝病”。

立秋一过龙眼开始
上市，阮传亮建议大家
可以适量食用龙眼（北
方多称桂圆）。他说，龙
眼既是水果，又是中药
材，中医认为龙眼性温、
味甘，具有养血安神、补
益心脾的功效，用于健
忘失眠等。龙眼之中铁
的含量很高，能够帮助
人体产生血红蛋白，从
而起到补血的作用。因
此，它也可以用来辅助
一些因为贫血带来的疾

病，比如健忘、失眠等。
另外，龙眼有安神益脑
的作用，对于神经敏感
引起的失眠多虑、心慌
心悸有很好的缓解作
用。此外，它对脑细胞
特别有益，能增强记忆。

同时，龙眼的营养
价值极高，含有大量的
葡萄糖和多种氨基酸，
可以直接被人体利用，
同时含有丰富的蔗糖和
蛋白质，能被人体间接
利用，所以它亦可以起

到补充营养的作用。
阮传亮说，中医中含

有龙眼的名方很多，如归
脾汤、玉灵膏、定心汤、安
魂汤等。

阮传亮强调，龙眼
干 虽 为 温 补 ，也 要 适
量，不可多食，以免引
起上火、咽痛。正常人
群一天摄入新鲜龙眼
10~15 颗 为 宜 ，龙 眼 干
则 5~10 个为佳。龙眼
含较多的糖分，糖尿病
患者最多 1~2 粒。身体

处 于“ 上 火 阶 段 ”、咽
炎、咳嗽期间的人群不
宜吃龙眼。

他为大家推介了一
款简单易操作的龙眼干
红枣枸杞茶。材料：龙眼
干果肉2~3粒，红枣2颗，
枸杞子6克。

做法：将红枣去核，
加沸水冲泡 10 分钟，放
温饮用。该药饮可补血
明目、养颜护肤，适合血
虚面黄、头晕眼花、经后
体虚者。

福建举行活动
庆祝“中国医师节”

36 项科技成果获颁“2022
年福建医学科技奖”

空腹吃整盘荔枝 男子患急性低血糖
医生称，荔枝含大量果糖，空腹大量食用刺激胰岛素分泌，导致体内葡萄糖供不

应求，造成低血糖症状

“秋老虎”凶猛“打虎”有良方
海都邀请泉州市中医院专家，同市民朋友分享

初秋养生方法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虽然立秋已过，但大部分地区盛夏的余威仍在，此时暑
热未消，甚至“秋老虎”肆虐。在夏秋交替的特殊气候环境
下，该如何养生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近日，海都记者邀请泉
州市中医院副院长、康复科主任阮传亮，为市民朋友带来初
秋养生良方。

阮传亮介绍，这时还
处于三伏天的末伏，天气
依旧热，但立秋后昼夜温
差逐渐增大。立秋养生
应以“收、养”为原则，中
医认为，秋季应早睡早
起，使肺气得以舒展。虽
然热浪依旧，但已经不宜
一味贪凉，否则可能会出
现关节酸痛、腹痛腹泻等
情况。

阮传亮说，入秋之
后，人容易耗伤津液，所
以饮食应以滋阴润肺为
宜，应适当多食酸味果蔬
以及芝麻、糯米、粳米、蜂
蜜、乳品等柔润食物，以
益胃生津。

虽已经立秋，但三伏

天里（末伏），许多人还是
会出现全身乏力、疲倦失
眠、食欲不振，甚至口舌
生疮、喉咙肿痛、便秘等

“上火”症状。
阮传亮建议，可自制

清心莲子饮。材料：莲子
30克、莲子心6克，连翘3
克，生甘草3克，煎煮后可
加蜂蜜适量服用。该药饮
有养心安神、清热去火作
用。同时可以熬一点百合
冬瓜粥。材料：小米50克、
百合10克、冬瓜100克。

做法：将冬瓜留瓤、
去皮去籽，共熬煮至米开
花、百合冬瓜软烂即成。
该药膳有养阴、祛湿、去
心火的作用。

昼夜温差渐增 不宜一味贪凉

龙眼正当时 适量食用补血强身

宣读中国医师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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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提醒，如果因过多食用荔枝引发了
“荔枝病”，也不要过于紧张，出现头晕、乏力
等较轻的症状，应立即平卧，服用葡萄糖水或
白糖水即可；若出现抽搐、虚脱、休克等比较
严重的症状，应立即送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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