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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宇身上的“黄色瘤”究
竟是什么？跟胆固醇升高又
有何关联？袁高品副主任医
师解释，“黄色瘤”并非肿瘤，
而是脂质在皮肤或肌腱中沉
积形成的良性病变，主要表
现为突出于皮肤表面的丘
疹、结节或斑块，呈黄色、橘黄
色或棕黄色，常见于眼睑周
围、四肢伸侧及易摩擦部位，
如肘部、膝部、手足背等。它
们或单个出现，或聚集成簇，
大小形状各异。一般情况
下，患者不会有自觉症状。

追根溯源，黄色瘤形成
的主要根源在于脂质代谢
异常。当人体摄入过量高

脂肪、高胆固醇食物，或自
身脂质代谢功能出现障碍，
血液中的脂质成分就会升
高。多余的脂质无处“安
放”，便逐渐在皮肤和肌腱
中沉积，最终形成黄色瘤。

值得注意的是，多种影
响脂质代谢异常的因素都
有可能促使黄色瘤形成。
其中，由遗传性疾病导致脂
质代谢异常的情况较为多
见，如家族性胆固醇血症、
谷固醇血症等。一些疾病
会引发继发性脂质代谢异
常，从而增加黄色瘤的发病
风险，如糖尿病、甲状腺功
能减退症、肝胆疾病等。此

外，长期饮酒、吸烟、缺乏运
动、肥胖等不良生活方式，
也可能对脂质代谢产生不
利影响，进而诱发黄色瘤。

袁医生特别提醒，虽然
黄色瘤本身不会直接威胁生
命，但它常常是体内脂质代
谢紊乱的重要警示。脂质代
谢异常不仅会引发黄色瘤，
还会大幅增加动脉粥样硬
化、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等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甚
至可能导致早发心肌梗死，
危及生命。“一旦发现黄色瘤，
应及时就医。有家族病史的
人群，更应尽早进行遗传筛
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据了解，红火蚁原产于
南美洲，是全球公认的百种
最危险外来入侵物种之一，
目前在我国台湾、香港、广
东、澳门、福建、广西等地区
均有分布。它们常将巢穴筑

于农田、苗圃、公园、绿地、草
坪等地，高高隆起于地面的
土堆状蚁丘，便是它们的“家
园”。

进入夏季，红火蚁活动
愈发频繁。泉州市第一医院

急诊科朱景法主任介绍，在
泉州的晋江、德化、惠安、洛
江等地，红火蚁蜇人事件时
有发生，尤其在炎热天气更
是高发。农民、建筑工人、绿
化工人以及热衷户外活动的

人群，成为易受攻击的高危
群体。被蜇后，不仅局部会
出现严重的红肿、疼痛，还可
能引发全身过敏反应，导致
喉头水肿、支气管痉挛甚至
心跳骤停。

男子药物中毒昏迷 又遭红火蚁围攻
经及时救治，成功脱险；医生提醒，夏季红火蚁活动频繁，户外活动需小心

一旦怀疑发生药物
中毒，应争分夺秒采取急
救措施：

催吐：若中毒时间较
短（通常4~6小时内），且
患者意识清醒，可尝试催
吐。让患者大量饮用温
开水或淡盐水，再用手
指、筷子等刺激咽喉，促
使呕吐，排出胃内未吸收
的药物。但如果患者已
昏迷、抽搐，或服用了强
酸、强碱等腐蚀性药物，

严禁催吐，以防造成更严
重伤害。

保持呼吸道通畅：若
患者发生呕吐，需将其头部
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
呼吸道，引发窒息危险。

立即就医：完成初步
急救后，务必尽快将患者
送往医院。就医时，尽量
携带剩余药物、药品说明
书或包装，方便医生快速
判断中毒药物种类，开展
针对性治疗。

泉州29岁小王（化名）欠下债务，一时想不开，孤身前往山上，在饮酒服药后，昏倒在荒
山野岭间。当他被人发现时，全身上下布满了红疙瘩……

所幸，经及时送医抢救，小王逐渐转醒，目前已康复出院。

6 月 25 日凌晨 1 时 30
分，一辆 120 急救车呼啸着
驶入泉州市第一医院急诊
科，车上躺着的正是小王。

“患者送来时意识模
糊，双上肢、腹部、后背等部
位密密麻麻布满了丘疹与
脓疱。”接诊医生颜才荣回
忆道。经详细检查，诊断为
药物中毒，同时依据蜇伤部

位症状，高度怀疑其遭到了
红火蚁的攻击。

小王随即被送入抢救
室，医护团队迅速展开救治，
洗胃、抗炎抗过敏、补液、利
尿等一系列措施接连实施。
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下，
小王终于缓缓苏醒。他向医
生道出了事情原委，原来，他
欠下债务，在 24 日这天，他

在山上饮酒服药后，便失去
了意识。

“据家属所述，直到 24
日傍晚 5 点多，上山放羊的
村民才发现小王。推测他
倒下的地方附近有红火蚁
窝，才导致全身多处被蜇
伤。”颜医生介绍，从今年 4
月至今，泉州一院已接诊十
余 位 被 红 火 蚁 蜇 伤 的 患

者，部分患者仅被叮咬几
口，就引发严重过敏性休
克，命悬一线。而小王虽全
身被咬，但送医时生命体征
相对平稳，未出现严重过敏
反应。

6 月 30 日，经过治疗，
小王康复出院。后续，他
还需接受心理医生的专业
帮助。

药物中毒昏迷山上 男子遭红火蚁蜇咬

N海都记者 刘薇

红火蚁蜇人夏季高发 户外活动需警惕

朱主任提醒，如遭遇
红火蚁攻击，首先要迅速拍
掉皮肤上的蚂蚁，尽快远离
蜇伤环境，防止其持续蜇
刺。随后立即用清水或生
理盐水冲洗蜇伤部位，挤出
毒汁，进行消毒、冰敷处

理。切记不要搔抓患处，避
免脓疱破裂引发继发感
染。“若出现头晕、胸闷、呼
吸急促、恶心、出汗、严重肿
胀、言语不清或皮疹扩散等
严重症状，务必立即就近就
医，以免延误病情。”

若遇红火蚁攻击
这样处理

□提醒

药物中毒急救指南□小贴士

“小黄包”越长越多 五龄童胆固醇严重超标
这是黄色瘤，警示脂质代谢异常；医生提醒，一旦发现，及时就医

从1岁左右，小宇（化名）身上开始长“小黄包”。随着年
龄渐长，“小黄包”越长越多。因为不疼不痒，家长没太在
意。直到3个月前孩子发热住院，查出血胆固醇严重超标！

原来，这些小黄包叫黄色瘤。泉州医生提醒，黄色瘤本
身不会直接威胁生命，但它是体内脂质代谢紊乱的重要警
示。一旦发现，应及时就医。

近日，泉州惠安的王先
生带着 5岁儿子小宇，拿着
检验报告单来到泉州市儿
童医院内分泌科门诊。这
份报告单显示：小宇的血胆
固醇 13.92mmol/l，而正常
值应小于5.17mmol/l！

接诊的袁高品副主任
医师仔细询问：“小宇身上
有没有长黄色的小包块？”
王先生立即点头，指着孩子

的脚踝、腕部、臀部让袁医
生看：这些部位分布着许多
棕黄色的凸起，正是医学上
所说的“黄色瘤”。

王先生回忆，小宇 1岁
左右，脚踝处就出现了粟粒
样大小的黄色色素沉着。起
初，家人并未在意，不料这些
颗粒逐渐增多，蔓延至手腕
和臀部，且体积不断增大。
他们曾前往当地医院就诊，

得到“等孩子长大做激光处
理”的建议后，便暂时放下心
来。此后，尽管黄色瘤持续
增多，但小宇没有明显不适，
家长也因此放松了警惕。直
到 3个月前，小宇因发热住
院，检查发现血胆固醇明显
升高，医生叮嘱控制饮食后，
复查结果依然居高不下。在
医生的建议下，王先生终于
决定带孩子寻求专业诊疗。

身上长了许多小黄包 男童胆固醇明显升高

“黄色瘤”并非肿瘤 警示脂质代谢异常

N海都记者 刘薇
通讯员 何毓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