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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饮妈妈泡的山豆根茶
11岁女孩患中毒性脑病

最近，这样一条新闻在不少人朋
友圈转发，河南南阳11岁的女孩文
文，在放学后因为口渴，一口气喝下
了妈妈泡的一碗山豆根水(约50克山
豆根)，随后出现口角紧闭、头晕、呕吐
等症状，后被松动医院诊断，最终被
确诊为中毒性脑病。
文文因为脑损伤严重，基底节区

严重受损，治疗难度很大。辗转全国
各地医院求医，经过治疗，文文虽然
清醒了，但无法说话，肢体运动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不如一个三四个月
大的婴儿，全靠家人照顾。稍令人安
慰的是，经过家人的精心照顾和文文
的努力她终于站起来了。
山豆根在不少中药处方中都会

用到，但这种药含有苦参碱，所以有
毒性。在处方中，山豆根的用量一般
控制在6克以内。
文文的妈妈之前也煮水喝过，想

着山豆根可以治嗓子疼，但是从不知
道山豆摄入过多会中毒。几乎是转瞬
之间，一个漂亮的女童的人生之路被
改变，一家人陷入苦痛之中。
本报也曾经报道过一些类似的

新闻。
平度的杨女士5个月大的小女儿

拉肚子，寻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也没有
太好的效果，此时，村里的老人给她
推荐了一个偏方，用无花果叶子给孩
子洗脚。结果，造成了化学性的皮肤
灼伤，孩子脚上烫起了巨大的水泡，
十分遭罪。而在杨女士女儿之后，还
有一位小病号，也是在用无花果叶煮
的水洗脚后，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
应。
此外，还有不慎食用一些植物一

家庭6人因误食曼陀罗籽引发中毒，
中毒原因为自制的米粉中有曼陀罗
籽。该家庭用黑米、红豆、大米等打成
米粉熬成米糊食用，误将曼陀罗籽当
成黑芝麻使用。中毒后经医院救治，
目前6名患者已康复出院。

中药并非都无毒副作用
用法用量均有严格要求

有人认为，中药无毒副作用，有
人甚至未加详细了解，利用民间流传
的偏方，把一些中药当成药品或者保
健品滥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不
论中药西药，药品本身对身体都会有
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在使用过程中

不注意用量和正确方法，结果造成了
严重后果。
青岛海慈医院药剂科白小英副

主任是中药专家，对于中药使用不当
的一些现象，她接触过很多。“一些人
以为中药就是树皮、一些植物，对中
药不太了解，随便用中药不注意用量
和用法，这其实是不正确的。”白小英
告诉记者。
白小英介绍，在药典里，有28种

毒性中药饮片和85种有毒的中药饮
片。28种毒性中药饮片种包括人们常
听说的生马钱子、雄黄、生川乌、生草
乌等中药。85种有毒的中药饮片中，
又分有大毒、有毒和有小毒三类。“这
些中药在使用中，都要严格限制使用
的剂量和范围。”白小英介绍，比如造
成上文提到的女孩问问中毒的山豆
根，虽然具有清咽利嗓的作用，但是
山豆根合适的剂量在3至6克内，超过
这个剂量则会出现毒性。与山豆根相
似的北豆根，属于有小毒的中药，使
用起来也要十分谨慎。
除了一些有毒性中药外，即使是

一些没有毒性的中药，使用起来也不
是没有禁忌的。
白小英告诉记者，药都有偏性，

如果不适宜个人体质而长期使用，对
个人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比如山楂有
消食健胃的功效，很多老年人没有食
欲或者消化不良的时候喜欢咀嚼一
些山楂，这几乎成为老年人养生的一
个小窍门，不过，这个小窍门并非适
合所有人。“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
山楂吃多了对胃黏膜有刺激和收敛
作用,效果适得其反。所以，脾胃功能
虚弱的人不可以多吃山楂。”

无论偏方宣称多么有效
都需要找医生详加咨询

记者梳理发现，在中药被误用造
成损害的背后，常常和民间流传的偏
方有关。
因使用偏方造成身体损害的，可

以说是屡见不鲜。比如，沧州一家媒
体报道，黑龙江一对小两口在网上看
到一个“吃仙人掌可以美容”的偏方
信以为真，两人吃了用仙人掌炒的菜
后中毒。邻居在楼道里发现虚脱的小
两口后，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才救了
两人。武汉晚报报道过一位患银屑病
10多年的男士，听说中药浴治疗这个
病效果不错，他开始从网上买来中药
包泡澡。四五个月后，小赵面部和下
肢开始浮肿，渐渐蔓延到全身，后来
被诊断为肾病综合征，如果再晚来就
医，还可能造成急性肾衰竭。致病的

原因，就是在网购中药包中含有超量
的金属汞。
一些民间偏方，因为在几代人

之间广为流传而被人们常用于治疗
一些简单的疾病。而与此同时，由于
人们缺乏中药药学知识，这些偏方
在被人们利用的时候并没有经过仔
细的辨别，这就存在了较大的安全隐
患。
“比如何首乌，有些老百姓看到
它有滋补的作用，能让白发变黑，就
在菜市场上、在药贩子那里买来自己
直接用，对于合适的剂量也没有一个
准确的概念。但是，这样做很可能给
肝肾造成损伤。”白小英告诉记者，与
市场上不加处理直接卖的何首乌不
同，在医院，大量的有毒性的中药都
经过了反复的蒸煮加工之后，去除了
毒副作用才用于临床，再加上有医生
根据患者需要来判断用量和用法，这
样以来，保证了患者的用药质量和安
全，最大程度减少损伤。
一方面偏方流传甚广，历时长

久，推荐者言之凿凿，让人容易相信、
尝试，另一方面是可能潜在的不可知
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对
待偏方呢？
针对这种情况，白小英提醒，一

方面，不管偏方宣称有怎样的功效，
在使用前，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或者
药师咨询，参考医生的建议和意见；
另一方面，服用偏方时要少量服用，
一旦感到有不适要立即停止服用并
尽快就医，并告知医生自己服用偏方
的成分，便于医生尽快诊断和采取有
效措施。

■相关知识
这些中药常被误用
如何使用谨遵医嘱

中药并非完全无毒非作用，用错
或者误用一样会度身体造成很大的
损伤。以下5种中药，是生活中常见的
也是极易用错的中药，使用时最好咨
询医生，在医嘱下使用，以免造成严
重后果，千万别让治病的药变成了致
病的毒。

1、何首乌
许多人都喜欢服用何首乌护发、

补肾。但随着使用增多，其安全性也
成为焦点。早在2014年，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就发布不良反应通
报，提示何首乌有引起肝损伤风险。
何首乌有生熟之分，熟首乌有补

肝肾、益精血、乌发的作用，而生首乌
可治疟疾、润肠通便等。用其补虚、乌

发一定要选炮制后的首乌，即“制首
乌”。
何首乌如果未经炮制，会含有一

种蒽醌衍生物大黄酚，擅自滥用会对
身体产生毒性，最主要的体现便是肝
脏损害和刺激肠道充血。

2、番泻叶
出现便秘，许多患者会自行选择番
泻叶来治疗。番泻叶确有不错的泻下
作用，但更适合急性便秘，且一般用
量5～ 6克即可。如果长期过量服用，
它在肠道内代谢的蒽酮类似活性产
物，易伤害肝脏。常出现畏寒喜暖、大
便稀溏等症的脾胃虚寒者也不宜用。
另外，许多患者听信偏方，用大

黄煮水治疗便秘。大黄中含大黄素等
物质，一般每次1～ 5克比较适宜，长
期滥用也会导致肝损伤。

3、艾叶
中医认为艾叶具有温经止血、散

寒调经等作用。有些患者会用艾叶茶
或艾附暖宫丸等中成药来治疗痛经，
但不能长期、大量使用，甚至服用它
来预防疾病。
研究发现，艾叶中含有的一些挥

发油或水溶性物质，长期服用可对肝
脏造成损伤，严重时甚至出现肝硬化
等疾病。
一般建议，宜在经前3～ 5天开始

服药。连服1周，若症状仍未缓解，应
马上停药就医。

4、苦参
苦参可以清热燥湿，有些患者会

自行长期服用苦参片，来自行治疗湿
疹与慢性阴道炎。但要注意的是，苦
参片仅适用于湿热蕴蓄下焦所致的
阴道炎与湿疹，擅自服用可能耽误病
情，甚至过量而伤肝。遵医嘱长期服
用的患者，应定期复查，一旦出现肝
脏问题，马上停药，必要时采取相应
治疗措施。

5、白果
银杏树的果实，有润肺、止咳、平

喘的功效。有些老年哮喘患者喜欢捡
路边的白果泡茶喝。但未经炮制的白
果核仁中含有银杏酸、苦杏仁苷等有
毒成分。过量服用易导致腹胀，严重
者甚至会出现肝中毒等问题。
一般情况下，白果炒熟后可将大

部分的苦杏仁苷去除，使毒性减低。
可将白果剥壳后泡水一小时左右再
加热食用。但成年人一般一次不要超
过10粒，儿童一定不要超过5粒。5岁
以下儿童禁吃。易出血和身体虚寒者
也不宜食白果。

□半岛记者 徐军

最近，一条“11岁女孩喝了妈妈煮的‘水’，一夜之间手脚变形、瘫痪了”的消息，在
朋友圈广为流传。这个看似有些惊悚的标题下，却是一个真实的悲剧：11岁女孩喝了妈
妈泡的用来清咽利嗓的山豆根水，却因饮用过多出现了苦参碱中毒，最终孩子被诊断为
中毒性脑病。山豆根是一种中药，但使用剂量有严格的限制，一旦超量则极易造成中毒。
事实上，在我们身边一些中药虽然可以治疗疾病，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医生的把关，而简
单听信偏方或者经验而使用、误用，极易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本期养生周刊，记者采访
了青岛海慈医院药剂科专家来解答如何避免不当地使用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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