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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蚂蚁咬了一口，结果在医院住
了近一个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近
日，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动物致伤中
心医护团队以对症处理、中西医结合
的治疗方案，成功救治了被红火蚁咬
伤的赵女士。记者从市八院了解到，
目前赵女士经过29天的治疗，已经
平安出院。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大外科、动
物致伤中心主任曹嵘介绍，这是医院
接到的第一例红火蚁咬伤病例，红火
蚁在苏南地区较为罕见，但一旦被叮
咬，对于特殊体质的人来说，存在致
命风险。

一个月前，46岁的赵女士前往云
南西双版纳旅游时，不慎被红火蚁咬
伤了右腿，一开始只出现局部痛痒反
应，可没多久，右小腿下段皮肤红肿
热痛、大面积散发水疱、左小腿皮肤
红肿、身上多处皮疹……令她不适的
多种症状接踵而至。眼见反应越来
越严重，赵女士赶紧前往当地医院就

医，进行抗感染治疗后症状却仍然没
有好转。

得知市八院开设了动物致伤中
心，在蛇虫咬伤方面具有丰富的诊治
经验，最终，赵女士来到了市八院求
诊。经过完善检查、专家会诊，赵女
士被确诊为红火蚁咬伤伴皮肤软组
织感染，虫咬性荨麻疹，过敏性皮炎。

“虽然是首次接触到红火蚁咬伤
病例，但蛇虫咬伤治疗思路是基本一
致的。”曹嵘说，接诊后，他将相关资
料和照片发送到了中国医学救援协
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理事会，邀请全
国知名专家进行会诊。很快，来自广
西、河北、湖南等地的专家均提出了
专业的建议和方案。

参考专家意见展开病例讨论后，
曹嵘团队最终拟定了救治方案：首先
是用药控制患者严重的感染和过敏
症状，监测生命体征。再结合本院的
中药解毒方蛇伤方，通过中西医结合
治疗，及时排出患者体内的毒素。在

抗感染方面，每日换药敷药，进行创
面管理，促进患者创面的愈合和修
复。通过营养支持，预防和纠正水电
解质紊乱。“其中，难点就是伤口处理
的每一步都要确保排除可能出现的
并发症。”曹嵘说。

治疗期间，由于反复出现顽固的
游走性皮疹，赵女士始终情绪低沉，对
诊疗缺乏信心。观察到这一情况后，
动物致伤中心医护团队积极与赵女士
沟通，帮助她建立信心。曹嵘说：“在
每天关注患者的同时，我们也实时将
病情发展与全国各地的专家进行交
流，以文献和指南为指导，随患者病情
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在医护团队
的精心呵护下，患者双下肢创面愈合
良好，全身多处皮疹逐渐消退。

有别于普通蚂蚁，红火蚁攻击性
很强，且难以防治。被其蜇伤后皮肤
会出现火灼感，加上通体红色的样
貌，因此得名红火蚁，是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收录的最具有破坏力的入侵

物种之一。
红火蚁叮蜇时，会用上颚钳紧咬

皮肤，同时尾部螫针刺入并释放毒
液，被叮蜇处会感觉疼痛不适，继而
出现红肿化脓，个别过敏体质者可能
出现休克甚至死亡。同时，水泡或脓
包的破裂会造成创面皮肤暴露，往往
易引起严重的细菌感染。

被咬后又痛又痒？切忌随意抓
挠、抹药。曹嵘提醒，如果在户外被
不明蛇虫咬伤，第一时间以清水冲洗
20分钟，不能随意涂抹疗效不明确的
药膏。

此外，户外旅游时，应做好个人
防护，尽量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腿，于
裸露的皮肤涂抹蚊虫驱避药物，尽量
避免在潮湿的树荫下、草地上及水边
等环境坐卧。同时应注意个人卫生，
保持肌肤的清洁，备好必要的消毒药
水、止痒消肿抗过敏药物。如发生严
重的蛇虫咬伤，应及时到当地医院就
诊。 （高佳美）

肩部经常疼痛、置换髋关节
后下肢酸麻、手肘受伤久治不愈
……2024年 12月 26日下午，无
锡市中医医院专家来到滨湖区华
庄街道和韵社区开展主题为《常
见运动损伤及康复》的健康讲座，
并现场解答居民的健康困扰，活
动受到居民的欢迎。

无锡市中医医院关节骨科主
治医师刘雷，详细介绍了运动损
伤的常见类型及其成因，包括肌
肉拉伤、韧带损伤、骨折等，指出
这些损伤通常与运动前热身不
足、运动方法不当以及场地环境
不佳等因素有关。

接着，刘雷就如何预防运动
损伤提出几点建议：充分热身、合
理安排运动时间和强度，并提高
自我防范意识。他还强调了安全
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在参加一项
运动之前，一定要对其有足够的
了解。

此外，刘雷还讲解了常见运
动损伤的处理方法，如脚踝扭伤
后应立即休息，避免继续活动，必
要时抬高患肢。他强调在处理运
动损伤时，应遵循科学方法处理，
避免盲目按摩或热敷。

讲座结束后，刘雷耐心解答

居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针对王
阿姨的持续性肩部疼痛，刘雷检
查后认为是长期劳动导致的肌腱
撕裂，建议避免患处负重，并前往
专科门诊进行核磁共振检查以明
确伤势程度，再进行针对性的治
疗。对于刘阿姨右侧后腰及以下
部位的酸痛，刘雷认为可能存在
神经压迫及腰椎间盘突出，建议
平时注意坐姿，多做牵引和热
敷。对于其他居民的手肘痛、髋
关节骨刺、筋膜炎等问题，刘雷也
一一给出专业建议。

此次活动作为“太湖人才计
划”医学专家团队专题宣传活动
之一，旨在提升居民对运动损伤
预防与康复的认识，促进居民健
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后续，无锡
市中医医院将继续关注社区居民
的健康需求，组织专家走进社区
提供便民服务。同时，专家也呼
吁广大居民在日常活动中注意科
学方法，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享受
健康的生活方式。

（王菁）

近日，无锡市启新志愿服务中心联合查桥卫生院在锡山区安镇街道山
韵广场举行“贡献志愿力量 创造美好生活”志愿服务社区公益行活动。志
愿者们为群众开展科普、理发、缝纫、剪纸、拓印等服务项目。

图为志愿者向村民宣传医保政策。 （盛国平 摄）

人们常说因时而食，讲究“春吃
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到了冬
天，应该吃哪些根，又应该怎么吃呢？

公共营养师王鑫介绍，“冬吃根”是
指在冬季宜食用一些根茎类食物，这些
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膳食纤
维，能够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强
御寒能力，促进消化和健康。而且“冬
吃根”也属于择鲜而食，冬季许多根茎
类食物上市，比如红薯、紫薯、山药、芋
头、萝卜等都属于应季蔬菜。

红薯富含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
胡萝卜素、维生素以及钾、镁、铜、硒、
钙等微量元素，是很好的应季食物。
红薯淀粉含量高，因此胃肠道疾病和
糖尿病患者应注意适量食用。推荐吃
蒸红薯或红薯跟大米一起熬粥，这些
都有健脾养胃的功效。

紫薯富含花青素，而花青素具有
遇碱变蓝的特点，因此用紫薯煮粥时

最好不要加碱，可以滴几滴柠檬汁有
助于保持漂亮的紫色。蒸着吃、烤着
吃，或做成紫薯馒头都是不错的吃法。

山药有很好的补气效果，含有淀粉
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增强脾
胃消化吸收功能。它的淀粉含量很高，
可以为抵御寒气提供较多的热量。山
药吃法多样，煮粥、清炒、炖汤、做馒头，
制成蓝莓山药也是很受欢迎的吃法。

土豆含钾量高，有助于控制血
压。土豆还富含多酚类物质和维生素
B1、B2等多种B族维生素，适合低温
烹饪如蒸、煮、炖等。减肥人士可用土
豆代替一部分主食。

“冬吃萝卜夏吃姜”，生萝卜清脆
甘甜、水分充足，含丰富的维生素，有
清热生津、化痰止咳的作用。萝卜炖
熟之后偏于益脾胃，消食下气。萝卜
性寒，脾胃虚弱的人最好不要吃生萝
卜。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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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吃根”，怎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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