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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吃一小袋坚果，是
时下不少上班族的习惯。作
为其中的标准配置之一，杏
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吃得较
多的零食。不过，“杏仁吃多

了会中毒”的说法时常会被
提起。杏仁究竟应该怎么吃
呢？最近，无锡市疾控中心
理化检验部的检验员做了一
项有趣的实验，探究杏仁中

的一种“神秘”物质——生氰
糖苷，由此来试验分析常见
杏仁及制品的氰化物含量，
从而判断食用有无风险和什
么才是正确吃法。

9月6日上午，上海曙光
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柳国
斌教授，在易可中医医院为
老烂脚、静脉曲张术后复
发、糖尿病足、丹毒、动脉硬
化闭塞症、慢性淋巴水肿等
脉管病患者服务。

9月6日上午，上海曙光
医院神经内科原主任魏江
磊教授，在易可中医医院为
帕金森、三叉神经痛、偏头
痛、耳鸣、眩晕等脑病患者
服务。

9月6日上午，易可中医
医院“谭氏筋伤中心”主任
王杰为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出、肩周炎、膝关节炎、骨质
增生、颈肩腰腿痛、风湿、类
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
炎等患者服务。

上周，一场面向全市
医务人员的继续教育课在
江苏省最大脉管病中心
——3个上海名医开的易

可中医医院举行，内容主
要是了解和学习“奚氏清
法”如何诊治下肢老烂脚
及防复发。

疾控中心检验员做的这个实验，坚果爱好者应该感兴趣：

哪种杏仁食用时要留个心？

静脉曲张术后
变“老烂脚”
“烂脚王”师徒合力为患者“保腿”

夏日炎炎，一些市民傍晚时分在市区广场上练“走
秀”，放飞心情。 (郑宙 摄)

市疾控中心理化检验
部副主任孟元华介绍，除了
杏仁，他们日常工作中还对
食品和饮用水做实验分析，
主要检测的就是其中的有
毒有害指标，从而判断是否
对健康造成影响。比如，不
久前一项针对“隔夜水里含
有亚硝酸盐”说法所做的实
验发现，管道自来水、瓶装
矿泉水和桶装纯净水在常
温下加盖放置48小时后，亚
硝酸盐含量几乎没有发生

变化，皆为未检出；而煮沸
之后尤其是隔夜水再次煮
沸后，亚硝酸盐含量略有升
高，但结果都低于生活饮用
水 卫 生 标 准 GB 5749-
2006（1mg/L）。实验表明，
单就亚硝酸盐这一个项目
而言，在短期内（1-2天），不
管是否煮沸，隔夜水是符合
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可以饮
用。不过，隔夜水可能会出
现其他有害物质增多的问
题，若煮沸的时间较长，水

中的含氮化合物可能会转
化成亚硝酸盐，导致其含量
增高。

检验员们表示，在日常
生活中，市民如果遇到一些
心存疑虑的食物，或不确定
食用的安全性，欢迎到“无
锡疾控”的微信公众号留
言，他们可以在结合疾控中
心业务工作的情况下，开展
实验检测，解答大家的疑
问。

（蓝田）

巴旦木、甜杏仁粒、烘
焙用甜杏仁片、药用苦杏仁，
这次检测采集来的样品来自
本地农贸市场及网购平台，
都是人们日常食用的品种。
其中苦杏仁包装上的食用提
示为：苦杏仁有小毒，一般用
于药用，如果生吃每天最好
不要超过7粒，如有药用，请
遵医嘱食用。到底哪种杏仁
食用起来无需担心，这就要
看实验的“幕后”检验员的专
业检测了。

其实，杏仁之所以时不
时被戴上“有毒”的帽子，是
因为它含有苦杏仁甙，也就

是生氰糖苷。检验员吴林
林介绍，这种甙类本身无
毒，但胃肠道可将甙类水解
释放出剧毒成分氢氰酸，氢
氰酸能很快被人体吸收进
入血液循环，产生组织呼吸
抑制作用，以上就是杏仁的
毒发机理。相比之下，甜杏
仁中的苦杏仁苷含量要低
很多，所以食用起来也比较
安全。

氰化物就是实验所要
检测的一种有害物质。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
氰化物的测定相关方法，检
验员使用气相色谱仪对采

集的几种样品做了分析，得
出氰化物的检测结果：带壳
巴旦木<甜杏仁粒<甜杏仁
片<苦杏仁片<苦杏仁，检测
值越小，证明食用安全性越
高。这个结果表明，市售常
见的甜杏仁氰化物含量较
低，适当食用不会对人体产
生危害，但食用时需注意加
工方法，经加热可有效去除
氰化物成分，但还是要注意
食用量，不主张一次性食用
太多。生食苦杏仁具有较
大的危险性，一定要谨慎食
用未经加工处理的苦杏仁，
如有药用谨遵医嘱。

哪种杏仁氰化物含量最低？实验结果出来了

各种食物和饮用水，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

“从前期诊断到中期
治疗再到后期康复防复
发，每个阶段都有专业人
员负责，执行标准流程。”

如今，柳国斌和朱成
河一直在无锡打造“奚氏
清法”传承基地，造福“老
烂脚”患者。“这门学科大
医院烦不了，小医院做不
了。打造特色专科，就是
为让这一特色中医技艺
服务百姓。”

“奚氏清法”由“中国
脉管病泰斗”奚九一创
立，对老烂脚、静脉曲张

术后复发、糖尿病足、丹
毒、动脉硬化闭塞症、慢
性淋巴水肿等脉管病的
诊治有绝活。奚氏清法
强调修血管，恢复瓣膜功
能，让众多面临截肢的老
烂脚患者成功保腿，备受
国内外同行关注。

继续教育现场，一名
医生听说该院为瘫痪在
床、不便到医院就医的患
者开通了“烂脚直通车”，
就为“老烂脚”父亲预约
了上门服务。

（江南）

患静脉曲张20多年
的孙老伯，3年前接受了
手术，去年开始肿得没法
走路。还有指甲大小的
烂口，后来变成鸡蛋大，
血肉模糊。

该院创始人之一、
“奚氏清法”第二代传承
人、上海曙光医院周围血
管科主任、被誉为“中国
烂脚王”的柳国斌教授通
过现场视触扣听闻判断：

“你深静脉瓣膜功能不
全，不适合手术，术后烂
脚是必然的。”

“无锡好人”、该院
“奚氏脉管中心”奚氏清

创换药护士周忆颖为孙
老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的清创换药。“奚氏清创
换药很有讲究，用到‘中
药涂擦术、中药搔刮术’
等 10多种方法，光奚氏
秘方就 70 多种。”一旁
指导的该院中心主任、

“无锡烂脚王”“奚氏清
法”第三代传人朱成河
称，再配合奚氏秘方内
外治、定期用腿吃药等
系统治疗，修血管，恢复
瓣膜功能，从根源治疗
老 烂 脚 。 仅 治 疗 了 3
次，孙老伯的烂口就变
小了。

静脉曲张术后烂口大如鸡蛋
根源在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

接力传承“奚氏清法”
这对“烂脚王”师徒专注“保腿”

【【医讯医讯】】

连续高温，如果能来一
杯冰镇啤酒，是何等的享
受！可是我们在畅饮的同
时，也不能忽略消化道的承
受能力。相关研究表明，在
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排行
榜中，消化道肿瘤占了半壁
江山。消化道肿瘤都是

“吃”出来的吗？本期无锡
名医团名医面对面，我们邀
请了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张军为大家
详细解答。

张军主任介绍，消化系

统肿瘤与个体生活饮食习
惯、家族病史、外界环境因素
密切相关。“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是消化系统肿瘤科
学诊治的关键。建议市民朋
友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
活方式。对于中晚期患者，
我们可以进行姑息性治疗，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现在有哪些方式筛查
消化系统肿瘤呢？张军主
任指出，最常见的是粪便隐
血试验，大家也可以进行胃
肠镜检查，根据自我需求选

择最适合的检查方式。近
年来幽门螺旋杆菌检出率
越来越高，一旦感染幽门螺
旋杆菌，就和肿瘤划上等号
了吗？张军主任医师解释
说，我们需要根据个体的家
族病史、胃肠镜检查结果来
综合判断。如果此前有慢
性消化道炎症的，应该立即
治疗。但是由于儿童胃粘
膜比较脆弱，我们就需要权
衡利弊，不建议儿童立即治
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刘虹、顾明）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切忌一“除”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