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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红云

通讯员 黄赛章 海 娜 朱飞凡

本报讯 6 月 22 日，邵阳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二区医生尹
福桥收到市民彭女士及其家属送
来的一面印有“见义勇为 医者
仁心”字样的锦旗，对尹福桥高尚
品德和见义勇为的行为表示敬意
和感谢。

6 月 15 日中午，尹福桥刚从
金砖谷工业园区出来，在园区门
口遇见挥手拦车的彭女士及其
邻居。尹福桥立马停车，询问是
否需要帮助。只见彭女士面色苍
白、大汗淋漓、呼吸急促，精神状
态极差。出于职业的敏感，尹福
桥迅速下车，简要了解情况并查
看了彭女士的状况后，将其扶上
车。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
以最快的速度将彭女士送至最
近的医院就诊。

到了医院后，因病情危重，彭
女士在ICU（重症监护室）治疗了
4 天，脱离危险后转入了普通病

房继续治疗。
“尹医生是当时拦的第五辆

车。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
况这是危难时刻挽救了生命，给
予生的希望的大恩。”彭女士转
出ICU后，一心想要找到送她去
医院的恩人。

根据彭女士邻居回忆，那天
在车上，大致听说救命恩人的妻
子在某鞋业工作。彭女士家人在
园区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救命恩
人的姓名及工作单位。6月22日，
她拿着印有“见义勇为 医者仁
心”字样的锦旗登门感谢。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
我们每名医务工作者的职业誓
词，不管是否在工作场所都会
贯彻到底。”尹福桥表示，危难
之时救人是一名医生的本能反
应，也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职
责所在。尹福桥用自己的善举
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
神，用实际行动为医者树立了
良好形象。

一面锦旗，诠释医者仁心

6 月 28 日上午，
市宝庆精神病医院组
织党员志愿者和共青
团志愿者走进洞口县
高沙镇长江村，开展
送医、送检、送药健康
义诊活动。活动现场，
前来就诊的村民络绎
不绝。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苏鸿洲 徐雯倩
摄影报道

尹福桥和病人家属合影。

孙红丽

夏季温暖潮湿的环境适宜菌菇类的生长，菌
菇味道鲜美且营养丰富，是不可错过的美食。

然而，每年六七月份都是蘑菇中毒高发期，很
多人喜欢采摘野生菌菇，而其中却隐藏了许多致
命“杀手”。

“误食毒蘑菇而中毒的死亡率极高！”江西省
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近日发文提醒，野生蘑菇
采食风险高，要谨慎小心，预防毒蘑菇中毒的根本
办法就是不随意采食野生蘑菇。

江西市场监管部门介绍，除了药用菌和食用
菌，还有毒蘑菇。目前世界上已知具较明显毒性的
蘑菇种类多达400多种，其中含剧毒可对人有致
死危险的蘑菇有40多种。毒蘑菇所含毒素复杂，
有的毒性非常强，常规烹调方式不能破坏其有毒
成分，并且目前没有特效解毒药。

江西市场监管部门还提示，一些野生毒蘑菇
与食用菌菇类外形特征没有明显区别，且毒蘑菇
没有明显的标志。目前，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鉴别
野生毒蘑菇是否有毒，即使是真菌专家也难以仅
靠其外形特征就能轻易分辨开来。鉴别是否毒蘑
菇需要进行动物实验、化学分析、形态比较等。网
上流传的方法并不具科学性和普遍性，且有极大
误导性。

此外，流传的采摘经验也并不靠谱。毒蘑菇所
含毒素复杂，会因品种、季节和生长条件的不同而
有差异。也就是说，野生蘑菇毒性会变异，即使采
摘以前采过的野生蘑菇，也可能有毒。

菌菇的种类都有哪些?

据介绍，菌菇通常是指有大型子实体的一类
真菌，多达36000种，但并非所有的菌菇都可以食
用。菌菇按用途可分为药用菌和食用菌。入药的菌
有灵芝、冬虫夏草和茯苓等，食用菌有金针菇、香
菇、杏鲍菇、平菇和茶树菇等。

此外，还有一些常见的野生菌，如松茸、黑松
露、鸡纵菌和羊肚菌等。很多菌菇具有特殊香气和
滋味，主要是因为它们含有一些特殊的挥发性风
味物质，如香菇中的香菇醇。菌菇独特的鲜味主要
源于其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等呈味物质。

野生菌就一定更好吗?

不少人觉得野生菌高价是由于它天然且营养
价值高，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江西市场监管部门表示，野生菌价高主要是
因为“物以稀为贵”，它在营养方面与人工养殖菌
相比，并没有显著优势。研究表明，两者在蛋白、糖
类等营养元素的差异并不大，甚至有的人工养殖
菌菇的营养价值比野生的更好。这种情况的产生
是因为人工养殖可为菌菇提供最佳的生长条件，
使其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其次，两者的主要差
异是在微量元素和重金属含量上，野生菌菇中矿
物质元素含量通常要比人工栽培菌菇高，而人工
栽培菌菇中的重金属污染物铅、镉、汞、砷含量可
得到较好的控制。且野生菌菇种类繁多，生长环境
复杂，生长过程可控性差，需进一步加强调研和食
用安全风险评价。因此，相比野生菌菇，食用人工
栽培的菌菇，才是既营养又安全可靠的。

采食野生蘑菇

风 险 高

通讯员 王道清

7月1日，骄阳似火。市中心医院
内科第一支部书记、神经内科主任张
春华教授受邀来到洞口县人民医院
义诊。

张春华刚刚在诊室坐下，就来
了一位70岁男性患者，有高血压、冠
心病史，前一天因熬夜出现右手麻
木乏力、说话不流利，没有引起重
视。当天早上7时左右醒后右侧肢体
完全不能活动，家人送来张春华教
授门诊就诊。考虑“脑血管意外”，急
诊头颅 CT 排除“脑出血”，以“急性
脑梗死、冠心病、糖尿病”将患者收
住神经内科。张春华指导神经内科
给患者予抗血小板聚集、促侧枝循
环建立、调控血糖血脂、营养神经等
治疗。

张春华表示，患者于前一天晚
上出现肢体乏力、言语不利，已出
现卒中表现，但患者未引起足够重
视，未在静脉溶栓时间窗内(发病 6
小时内)送到医院就诊，从而失去了
溶栓治疗的机会。建议以后加强脑
卒中的科普宣教，让广大群众能认
识卒中、识别卒中、从而及时对卒
中患者进行及时救治，降低致残率
和致死率。

一个上午，张春华连水都顾不上
喝一口，接诊了28位病人。

下午3时，张春华来到神经内科
病房查房。值班医生向他报告了2床
患者的病情。该县花古街道苗竹村的
谭某某，今年 65 岁，6 月 30 日凌晨 6
时半左右急诊入院。完善颅脑CT等
各项检查后，经过神经内科主任曾湘
晖会诊后排除脑出血，考虑急性脑梗

塞。谭某某发病时间只有1.5小时，立
即予以阿替普酶静脉溶栓，谭某某溶
栓后症状明显缓解。张春华在听取经
治医生的汇报后，又询问了谭某某的
发病过程、既往病史，仔细查看了实
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对谭某某进
行了体格检查。

张春华认为：医生诊断准确，处
置合理，溶栓治疗有效。同时告诫管
床医生，脑梗病人怕复发，要注意康
复治疗，建议病人长期服用阿斯匹
林。他又叮嘱谭某某家属，谭某某要
注意血糖、血压，低盐低脂饮食，戒烟
戒酒，适当锻炼身体。

听了张春华的解释，家属非常满
意地说：“太感谢您了!张教授。”

接着，张春华又去了 19 床、30
床、25 床……当天，张春华一共为 6
位危重患者查房。

应在场医务人员的要求，张春华
还在医生办公室拿起CT片子，对照
影像资料，认真地讲解疑点、难点，对
基层医生细心指导。

专 家 义 诊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