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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疱疮是一种罕见的
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影
响皮肤和黏膜。临床表现
包括：

•皮肤上出现松弛性水
疱，疱液清澈或略带浑浊。

•水疱破裂后形成糜
烂面，伴有疼痛和瘙痒，且

极易合并感染。
•黏膜受累，尤其是口

腔大面积溃疡，常伴剧痛，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头面部长满疮，女大学生患上罕见病
天疱疮是一种少见而严重的自身免疫性大疱性疾病，皮肤和黏膜出现水疱和糜烂

据了解，虽然木薯没
有红薯和山药那么出名，但
它是世界第五大粮食作物，
也是世界第三大淀粉来
源。木薯糖水并不鲜见，不
少甜品店、小吃店都有木薯
糖水售卖，价格通常在 10

元以内，普遍评价不错。
在网购平台搜索“木

薯”，也可以看到售卖的店
铺很多，绝大多数来自广
西，同样销量很好。然而，
记者也发现有大批网友表
示，自己在尝试后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头
痛、腹泻。网友“吨吨的奇
妙动机”更是发帖称，自己
在连吃四碗之后又吐又拉
达七八次，直接进了医院，
直呼“再也不馋了，已老
实，求放过”。

“近期的流感高发属于
正常的季节性流行，每年冬
春季基本都会出现。”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
控制所研究员王大燕介绍，
最新一周监测数据显示，北
方大部分省份流感病毒检
测阳性率开始下降，南方个
别省份也开始出现下降。

在预防流感方面，专
家强调，接种流感疫苗是
预防流感最有效、最经济
的方式。虽然一般建议大
家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
种疫苗，但只要还没感染，
就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

防流感。此外，要注意个
人卫生，勤洗手、科学佩戴
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

流感“中招”怎么办？
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李
侗曾建议，得了流感并不是
都需要去医院，症状较轻
者可以居家观察治疗，使
用退热镇痛药物、祛痰止
咳药物缓解症状。观察期
间如果体温持续在 39.0℃
以上，服用退烧药后效果
不佳，需及时就医。此外，
出现咳嗽剧烈、呼吸困难、
呼吸急促、胸闷、憋气、剧烈
头痛、频繁呕吐、意识模糊

等症状也应及时就医。
对于流感药物玛巴洛

沙韦的使用，李侗曾指出，
目前我国只批准玛巴洛沙
韦用于治疗，尚未批准该药
用于暴露后预防。他提醒
大家在使用该药物时要注
意：抗病毒药物需要尽量在
发病 48小时内使用；目前
我国只批准 5岁及以上人
群使用；玛巴洛沙韦与其他
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在
使用前应该告知医生正在
使用的其他药物；如果出现
过敏症状或其他严重不适，
应立即停药并就医。

木薯糖水爆火，有人为啥喝“中毒”
营养专家表示与品种、烹饪方式、摄入量都相关

大寒时节如何养生防病

N海都记者 林宝珍

在风湿免疫科门诊与
罕见病天疱疮“拉锯”两年
之久的女孩晓晓（化名），
终于完全康复了。

据介绍，天疱疮是一
种少见而严重的自身免
疫性大疱性疾病，被纳入

《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患
者皮肤上出现松弛性水
疱，皮肤糜烂，严重影响
身心健康。

两年前，刚考上大学不
久的女孩晓晓，脸上突然长
满了皮疹，而且范围迅速扩
大，甚至蔓延到了头皮，导
致头发一撮撮地脱落。晓
晓辗转多家医院求诊，都没
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随着皮疹的不断恶化，
晓晓陷入了焦虑、紧张和自
卑，她不敢走出宿舍，也不
敢去上课。每次出门，她都
用帽子、太阳镜和口罩，将
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直到福州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风湿免疫科高飞主任和
吴燕芳副主任凭借丰富的临
床经验，判断出晓晓的病情，
并检测出特异抗体，才最终
确诊为罕见病天疱疮。这一
准确的诊断，为后续的治疗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飞主任介绍，天疱
疮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
性疾病，是因为体内的免
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自身的
皮肤细胞，从而导致水疱
和糜烂的形成。目前天疱
疮的确切病因尚不完全明
确，但普遍认为与遗传因
素和环境因素有关。部分
患者可能在感染、药物使
用或激素水平变化等诱因
下发病。

明确诊断后，高飞主任
团队给晓晓进行了系统的
治疗，包括使用糖皮质激素

和免疫抑制剂等药物，抑制
异常的免疫反应，以及局部
用药控制感染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皮疹逐渐消退，晓晓的面部
和头皮恢复正常。在治疗过
程中，心理咨询师为晓晓提
供了专业的心理支持，帮助
她克服焦虑和自卑，重建自
我价值感。同时，通过参加
医院组织的患者互助小组，
晓晓还结识了不少同样经历
病痛的患者，大家彼此鼓励，
共同面对疾病的挑战。

前不久，晓晓再次在省

立医院风湿免疫科复诊，已
经复学一年多的她已经完
全康复，全身散发着自信和
美丽。晓晓对医生们充满
了感激之情，医生们看到她
的康复，也很是欣慰与感
慨。

复诊时，高飞主任提醒
晓晓今后仍要定期随访，监
测病情变化，平时要注意避
免使用可能诱发疾病的药
物，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减轻压力。“注意皮肤护理，
避免局部刺激。”高飞主任
反复叮嘱道。

脸上突然长满疮 被确诊为罕见病

系统治疗两年，女孩恢复自信与美丽

□科普小贴士 什么是天疱疮？

“吃了那么多年木薯，听说有毒却从来没被毒倒，没想到自己
煮碗糖水，把自己毒倒了。”近日记者注意到，在小红书、抖音等网
络平台上，“木薯糖水”成了高频词。然而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自制
后，竟然出现了恶心、呕吐、头痛、腹泻等情况。吃木薯真的会中
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木薯真的有毒
吗？南京市第一医院副主
任营养医师戴春解释，鲜
木薯中含有一类内生毒素
叫作生氰糖苷，生氰糖苷
降解后会产生有毒的氢氰
酸。而木薯存在不同的分
类，主要分为食用类、饲用
类和工业类三大类。

“首先制作木薯糖水
得选用食用类木薯。”戴春
强调，食用类木薯的关键
特点之一是其氢氰酸含量
相对较低，通常符合国际
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
其次因为木薯的外皮富含
高浓度的氢氰酸，在加工
木薯的过程中，木薯得经
过去皮、浸泡等处理，才能
避免潜在的危险。需要注
意的是，每个人的身体状
况各异，对氢氰酸的耐受
能力也会有所不同。专家
提醒，一般来说，摄入每天

不超过 50 毫克的氢氰酸
是相对安全的。

“在烹饪木薯时，我们
可以选择蒸、煮、炒等不同
的方式，但最重要的是确
保将木薯彻底煮熟，这样
可以有效降低氢氰酸的含
量，提高食用安全性。”戴
春提醒。南京市第二医院
营养科主管医师王霞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如
果自行烹饪木薯，可以多
次洗净，尽量切小块并充
分浸泡。“有条件的话可以
泡一夜，浸泡过程中不断
换水，也会降低毒素的含
量，同时浸泡后的水要及
时倒掉。”

王霞表示，木薯的支
链淀粉含量高达 83%，而
只有 17%是直链淀粉，这
也是为何煮熟的木薯块
吃起来特别Q弹软糯，有
嚼劲的原因。不过专家

也指出，木薯黏性较强，
不易被胃肠道消化吸收，
长期大量食用本身就可
能加重胃肠道负担。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煮熟后
血糖指数大约在 60~85之
间，属于中高血糖指数食
物，和大量冰糖、黄糖煮
成的糖水，对血糖并不

“友好”。
那为什么有网友食

用木薯糖水后会出现不
良反应，有专家认为，不
一定是因为食用木薯造
成的，“引起中毒的原因
很多，其中包括卫生、烹
饪方法、不慎生食，或运
输途中存在其他感染源
等”。专家提醒，木薯中
毒 一 般 是 急 性 且 突 发
的。如果出现头晕、恶心
等轻微症状，可多喝水。
如果情况比较严重，一定
要及时就医。

与品种、烹饪方式等都相关

“糯叽叽”的木薯糖水走红

目前正值大寒节气。在这个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如何保
持身体健康、预防疾病？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以“时令节气与
健康”为主题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专家就冬季养生、流感
防治等话题进行解读，为公众提供实用的健康指南。

大寒时节，天气寒冷，
中医认为此时是温补脾肾
的最佳时机。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
王海隆指出，肾为先天之
本，脾为后天之本，温补脾
肾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抵
御严寒，顾护正气。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要顺应‘冬藏’的特性，适当
早睡晚起，注意保暖，避免

过度运动和操劳而耗伤阳
气。”王海隆建议，饮食上应
以温补食材为主，少吃生冷
食品。

除了饮食调理，王海隆
还建议大家可以在阳光充
足时进行户外运动，或是在
室内打太极拳、易筋经、八
段锦等传统功法，以疏通经
络、调养气血。此外，拍打
足三里和大椎等保健穴位，

也能起到鼓舞阳气、增强体
质的作用。

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
患者来说，冬季更是一个不
小的挑战。王海隆提醒患
者要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
做好受累关节的保护工作，
避免做重体力活，减少关节
负担。如果出现了关节肿、
痛、僵明显加重现象，要及
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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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养生 温补脾肾，顺应时节

流感高发 科学预防，合理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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