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吃阿胶，到底应该选哪个品牌？近来记者发现，除了
东阿阿胶，很多行业人士也非常青睐福牌阿胶。福牌知名度
不及东阿阿胶，为什么能获得内行人的信赖？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质检部陈经理听了记者的疑
问，笑着回答：“福牌可不是小品牌，在行业内跟东阿阿胶
一样有名，渊源比东阿（阿胶）还要久远。”

咸丰年间，懿贵妃（慈禧太后）身怀六甲，患血症久治不
愈，户部侍郎推荐了东阿镇“邓氏树德堂”阿胶，懿贵妃服用后
病愈，咸丰喜得龙子，御赐树德堂一件黄马褂，一本手折子，还
有一个御笔福字，福牌阿胶由此得名，并被封为“贡胶”，之后每
年宫廷派遣官员到东阿镇监制“福牌阿胶”。

1915年，福牌代表中国阿胶参展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

举夺得金奖，当年的奖牌还保留在福牌阿胶博物馆内。
1950年，国家对东阿镇阿胶企业进行改造，集合了东

阿镇诸家作坊，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专业阿胶生产厂——
平阴阿胶厂（福牌集团前身），融合了树德堂、怀德堂等众家
制胶作坊于一体。

陈经理说，今天的东阿阿胶也是从当年的平阴阿胶厂
分化出来的，两家在20多年前几乎不分伯仲。之后东阿阿
胶在营销端持续发力，品牌知名度不断扩大，超过了曾经
的老师——福牌阿胶。但老药工们都知道，福牌阿胶质量
值得信赖，很多中医院熬膏方，也会选用福牌阿胶。

“另外，福牌价格比较亲民，内行人选择它也就不难理
解了。”陈经理说。 记者 周皓亮

为什么老药工喜欢买“福牌阿胶”

福牌1856是福牌阿胶顶配，有三大特点：原料选用新鲜驴皮，阿胶色
泽口感更佳；完全遵循古法工艺，制作周期长达半年，是普通阿胶2倍；有效
成分高倍浓缩，一块阿胶抵普通阿胶一块半。之前，福牌1856以出口海外
为主，近年外贸转内销，公司与《宁波晚报》养生汇推出品牌推介活动，福牌
1856鲜制贡胶糕，原价796元/千克，尝鲜价628元/千克，限50个名额。

活动接受预订，电话：87228361；地址：海曙区永寿街6号。

福牌1856鲜制贡胶糕628元/千克
●链接

贡 胶 糕
由福牌1856 现
场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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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挖笋遭到群蜂攻击
就在昨天，69岁的陈女士意外

遭到了毒蜂攻击。当天，家住海曙
区龙观乡的陈女士独自上山挖笋，
这条路她走了几十年，熟门熟路。
谁料，这次遇到了毒蜂，躲不及的
她一连被咬了好几口。陈女士一
路狂奔慌忙下山，到半路才发觉身
上出现刺痛。

但是，她没有马上就医，想着
忍忍就会过去的。然而，痛感非但
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痛得她
叫出了声。一看情况不妙，家人将
她送到了医院。

接诊的宁波市中医院皮肤科
医生毛娟娟发现，陈女士的身上竟
然有30多处被蜂蜇的伤口，有明
显的红肿。由于蜂毒对心脏、骨骼
的反应再加上过敏，陈女士浑身剧
痛难忍，医生立即对她进行了抗过
敏和止痛治疗。

棉手套里藏着一只马蜂
就在前两天，37岁的徐女士也

因为一只马蜂吃尽了苦头。徐女
士经营着一家水果店，12月9日下
午3点左右，徐女士将随手晒在店
门口一副厚厚的棉手套戴好，准备
出门送货。突然，她的右手传来一
阵刺痛，她赶紧将手抽了出来。

仔细一看，她发现右手食指部

位有一个小红点，像是被什么东西
咬了。她将手套倒过来拍了拍，竟
然飞出来一只体型不小的马蜂，

“咻”的一下就飞远了。再看手上
的伤口，除了有点红肿，隐隐作痛，
没有其他不适。徐女士心想不是
大事，就找来碘伏在伤口处涂抹消
毒简单处理，继续忙去了。

没过多久，徐女士的身体变得
瘙痒难忍。隔着厚厚的冬衣，挠起
来不方便，也根本缓解不了。实在
痒得受不了，她撩起衣服仔细一
看，身上竟然起了大片大片的红肿
块。被马蜂蜇的右手食指也肿得
厉害，弯曲有些困难。

于是，她就近来到卫生院。经
过医生的一番处理，症状没有减
轻，反而更加难受。之后，她又相
继来到两家县级医院就诊，一直折
腾到凌晨。这时，徐女士出现了胸
闷气促、呼吸困难的症状，还伴有
腹痛。

120救护车一路呼啸，于12月
10日凌晨2点将徐女士从宁海送
到了宁波市中医院，送进了皮肤
科。值班医生判断，徐女士的症状
属于典型的蜂毒过敏。目前，经过
治疗，徐女士的过敏症状已经完全
消失，正在康复中。

蜂毒过敏严重会导致休克
“一般被蜂蜇伤后，早期表现为

咬伤的部位或咬伤的周边出现红
肿、水肿、疼痛。像徐女士这样的少
数患者会出现过敏反应，表现为全
身的红斑、风团、瘙痒，严重者有胸
闷、呼吸困难、头晕等症状。”市中医
院皮肤科医生钱伟说。

马蜂伤人病情的严重程度和
蜂的种类、被蜇伤的部位多少及患
者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情
况下，比较常见的蜜蜂毒性不大，
但马蜂的毒素比较强，部分对蜂毒
过敏的患者甚至会诱发过敏性休
克而危及生命。

“被蜂蜇伤后，我们可以先做一
些应急措施。蜜蜂的毒是酸性的，
可用碱水、尿液、肥皂水等中和；马
蜂的毒液是碱性的，可用食醋或
3％硼酸溶液冲洗伤口，柠檬汁、橙
汁、酸牛奶也可拿来应急。徐女士
用碘伏消毒的方式也是可以的。但
关键在于，要进一步治疗就得到医
院请医生评估病情，根据情况选择
合适的治疗。”钱医生告诉记者。

马蜂喜欢
背阳、干燥、避风的地方

就在前两天，杭州也有多位患
者被藏在袜子、棉毛裤和被窝里的
马蜂蜇伤。随着天气转冷，在室外
几乎见不到马蜂的踪影，为什么大
家在家中却接连“中招”？

据有着十多年养蜂经验的卢

先生介绍，马蜂又名黄蜂，大多数
情况下，并不会主动攻击人，只有
当个体或蜂巢安全受到威胁的时
候，马蜂才会攻击人类。不过有一
个棘手的问题，这些马蜂喜欢把蜂
巢修建在人类建筑周围，比如房
梁、木质的门框上面。随着人类活
动的扩展，人和蜂相遇的机会越来
越多。

“一般气温在12℃～13℃时，
马蜂出来活动，16℃～18℃时开始
筑巢，秋后气温降至6℃～10℃时
越冬。”卢先生说。

目前这段时间，马蜂进入越冬
期。马蜂采取雌蜂单独结团越冬
的方式，冬季来临时，受精雌蜂（也
就是我们说的蜂王）会纷纷离巢并
在石洞、墙缝、草堆等相对温暖和
避风的地方抱团越冬。等到明年
春天，存活的雌蜂会散团外出分别
活动，自行寻找适宜场所建巢产
卵。

那为什么会选择人们晒在室
外的被子、衣物呢？卢先生说，这
是因为马蜂喜欢背阳、干燥、避风
的地方。所以，晒在室外干燥的被
子就成了它们越冬的一个选择。

在此，建议大家晒在外面的衣
服被褥，收进来时注意里外检查一
下。在野外活动时也要注意远离
蜂窝。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陈君艳 胡致恺

上山挖笋遭群蜂攻击
戴手套时被马蜂蜇伤
医生提醒：蜂毒对不同个体的反应

各有不同，严重时会导致休克

这几天，宁波市中医院皮肤科接连收治了两位被蜂蜇的患者。家住海曙的
陈女士上山挖笋被群蜂攻击，毒素的反应再加上过敏，导致浑身剧痛。而宁海的
水果摊主徐女士却因为一只躲在手套里的马蜂半夜住进了医院。医生提醒：蜂
毒对不同个体的反应各有不同，严重时会导致休克，建议第一时间就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