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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总消息，12月1日，北京至雄
安新区城际铁路最大新建车站——雄安
站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年底投入使用。

你买的糖炒栗子可能添加了这种物质
不想“中招”的来了解一下

（判断题）葡萄酒为酸性饮品，在大
量饮用葡萄酒之后最好要刷牙。这个说
法对吗？

答案：对
解释：大多数葡萄酒的酸度值都在4

以下，属于酸性饮品，对牙齿的伤害较
大，所以大量饮用葡萄酒之后最好要仔
细刷牙。

（判断题）使用变频空调可以达到省
电的目的。这个说法对吗？

答案：对
解释：空调压缩机的转速决定了空

调机的输出功率，而耗费的电能就是输
出功率和运行时间的乘积，变频技术通
过变频器改变电源频率，从而改变压缩
机的转速，降低输出功率，达到省电（减
小能耗）的目的。 王元卓 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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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讲：“七月杨桃八月楂，十月板栗笑哈哈”。说到秋冬
季最应季的美食，当属“糖炒栗子”最受关注。栗子当中富含
淀粉物质，脂肪含量较低，一颗10克的栗子可以提供大约17
千卡能量。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建议可以经常适量食用。栗
子血糖生成指数要比白米饭低，营养物质比普通粮食要高。
但是，最近网上有消息称，有些不法商贩为了提升栗子的卖
相，在制作糖炒栗子的过程中额外添加“石蜡”，来增加栗子的
光鲜油亮。

糖炒栗子为什么加石蜡油

有些商家为了让栗子看起来更加诱人，在炒制糖炒栗子
的过程中除了加糖以外，还会加一些食用油。而有些黑心商
家在炒栗子的过程中额外加入了石蜡（油）和糖精，有些甚至
是工业石蜡。石蜡油本身是一种“矿物油”，是一种从原油分
馏中得到的混合物，这种物质无色无味，所以很难直接分辨。
石蜡油分为工业级和食品级产品，黑心商家一般会选择成本
更低的劣质工业用石蜡油。

“石蜡栗子”对身体有何危害？

工业石蜡中含有重金属汞和铅。汞会通过呼吸道、皮肤
或者消化道等途径进入人体，摄入过量容易诱发汞中毒，一方
面会损害肾脏，诱发肾病综合征等疾病。另一方面还会对神
经系统造成伤害。重金属铅在进入人体之后容易导致身体出
现贫血的问题，过量摄入还容易导致出现动脉硬化、消化道溃

疡等病症。对于小朋友的伤害会更大，可能会导致出现生长
迟缓、食欲不振等问题。

另外，对于工业石蜡油，其中所含杂质较多。甚至其中还
含有强致癌物“多环芳烃”，对于脑神经和肝脏器官等多方面
都容易造成损伤。

如何鉴别石蜡（油）栗子？

正常的糖炒栗子应该是用麦芽糖和植物油炒制，颜色正
常且“不过度”，但加入石蜡的栗子外表过于乌黑发亮，而且放
置一段时间之后颜色依旧不退。

可以用手触摸栗子的手感，如果栗子的外观过于黄亮，用
手摸起来非常光滑，这很可能是加入石蜡加工的。正常的栗
子摸起来较粘手，不是特别光滑。

买完栗子，建议可以拿回家后用热水进行泡制，如果有油
状物漂浮在水面，那就要谨慎了，石蜡本身不溶于水，通过溶
解程度各位也可以进行分辨。

有些不法商家为了降低成本会违法添加糖精（钠）物质。
购买栗子我们可以尝尝味道，如果刚一吃就感觉非常甜，而且
后味带有苦涩，这就很有可能是“糖精栗子”。

还得提醒大家一下，如果真的买到“石蜡栗子”也不必
太过恐慌，如果单日食用量不超过10个的话，就算买到了

“石蜡栗子”并且摄入了石蜡，量也很少。更何况几乎绝大
部分石蜡都在栗子皮上，我们食用时都会剥皮。还有，并不
是所有的糖炒栗子都添加了石蜡油，请科学看待，不要随意

“信谣传谣”。

11月27日傍晚，慈溪龙山医院外
科副主任李徐恩和外科医生俞聪燕结
伴开车下班，途经国道五里道口附近
时，远远望见旁边停着一辆轿车，路上
躺着一个人，车旁站着的两个人手足无
措。

“当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发生车
祸了。”李徐恩事后告诉记者，于是他们
立刻靠边停车，下车查看伤者情况。

伤者是名中年妇女，趴在路上，显
然已处于昏迷状态，头部有两处创口伴
有出血，颈动脉搏动及呼吸存在，四肢
无明显骨折。为了防止伤者出现呼吸
道梗阻发生窒息，他们帮助伤者调整了
体位并拨打了120，同时劝导围观者保
护现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等待120急救车来的过程中，眼看
着伤者流血不止，伤情不容乐观，李徐
恩怕延误救治时机，在与肇事司机协商
后，决定将伤者就近送至慈林医院救
治。途中，李徐恩联系慈林医院脑外科
值班医生，告知伤者具体情况，让其提
前做好接收病人的准备。

经医院CT检查，伤者属外伤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所幸送医及时，目前，伤
者已经苏醒，没有生命危险。

路遇车祸救人的事情传开后，同事
以及亲戚朋友纷纷夸赞李徐恩和俞聪
燕。而他们只是淡淡地回应说，救死扶
伤本就是医生的职责，当时也是一种本
能反应，没什么大不了的。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胡洋溢 乐群

路遇车祸，伤者昏迷
两医生急施援手

接完弟弟生命垂危的电话
陈女士也倒下了

陈女士今年51岁，11月23日，她早上买完菜刚回到
家中，就接到弟媳从丽水打来电话，说弟弟因患主动脉
夹层正在当地医院抢救。

得知弟弟生命垂危，陈女士突然感觉胸痛、胸闷。
老伴起初以为可能是伤心过度引起的，休息一会儿就会
好，可半个小时过去了，症状未见缓解，就迅速将陈女士
送到鄞州人民医院。

该院心内科、ICU、血管外科、心胸外科等专家会诊
后，确诊陈女士患的是急性主动脉夹层，且为最凶险的一
种类型即DebakeyI型，只有尽快施行手术治疗才有一线
生还希望。

给陈女士动手术的鄞州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朱海
宏介绍，急性主动脉夹层发病非常突然，临床表现为胸、
背或腹部刀割般或撕裂般锐痛，剧烈疼痛往往会导致患
者休克，但很多时候该病发病时没有先兆可循，发病后须
立即送医就诊。

手术难度非常大
做了6个半小时

确诊后，医院立即启动紧急预案，上午9点半，手术
开始。朱海宏用了6个半小时，完成了主动脉瓣成形、升
主动脉置换、全弓置换等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2小
时，陈女士就清醒了，四肢可以活动。

朱医生告诉记者，手术难度非常大，特别是对6个血
管吻合口逐一进行吻合，因为此时心脏、肝脏、肺、肾脏
等均停止血液供应，如果手术时间稍稍延长，将会对这
些重要脏器造成不可逆损害，同时吻合口又不能有丝毫
出血，否则会危及患者生命。

“看到病人神志清楚，四肢活动自如，生命体征平稳
了，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回忆起手术时的
情景，朱海宏表示，当时压力非常大。

患病的弟弟未能幸运脱险
医生提醒高血压患者要注意

更令陈女士感慨的是，同样患了该病的弟弟却“没
能挺过来”——在她住院后的第二天，因抢救无效去世。

朱海宏告诉记者，陈女士发病的诱因之一是得知弟
弟生病、情绪激动，但其身体长期患有高血压、血管更为
脆弱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高血压具有遗传性，陈女士
的母亲就有高血压，我建议陈女士的其余几位兄弟以及
她的女儿，都要加强体检和锻炼。”

朱海宏特别提醒市民，此类疾病的患者多数患有高
血压，高血压患者每天应按时服用降压药物，要戒烟限
酒，尤其不要在饮酒后进行高负荷运动，通过良好的生
活习惯及健康饮食习惯，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记者 房伟 通讯员 张基隆 郑瑜

■延伸阅读

主动脉是人体动脉的总血管，担负着人体动脉系统
及分支的血供。而“主动脉夹层”是一种病情凶险、进展
快、死亡率高的急性主动脉疾病，临床中少见，它指主动
脉腔内的血液经内膜撕裂口将中层分离，形成夹层，随
着外膜承受不住腔内压力而致大动脉破裂，可致患者因
大出血死亡。

“该病发病率是百万分之五至三十，死亡率极高。”
朱海宏说，患者发生急性主动脉夹层后，若不及时治疗，
48小时和一周内死亡率分别为36%-72%和62%-91%，即
使治疗，平均死亡率也高达27%，此次抢救成功，是该院
建院以来的第一次。

姐弟俩同一天因同一种病被送医院抢救
姐姐在宁波获救，弟弟“没能挺过来”

12月2日，因高血压病诱发急性主动脉夹层而生命垂危的陈女士，从鄞州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
转入普通病房，不日即可康复出院。

记者昨天前去采访，陈女士感慨不已：“感谢医生将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经历过生死，才更懂得生
命的珍贵……”更让人唏嘘的是，陈女士远在丽水的弟弟，同一天因同样的病进了抢救室，但最终“没能
挺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