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醇可以改变许多药物的反应，
大量饮酒会影响许多药物的生物转
化。尤其是正在服用下面这些药时，
千万别喝酒。

对乙酰氨基酚片
研究表明，饮酒有增加对乙酰氨

基酚肝毒性的可能。
降压药
过量饮酒具有扩张血管、引起交

感神经兴奋、抑制血管运动中枢、减弱
心肌收缩力的作用。如果饮酒前后服
用降血压药，将使小血管更为扩张，血
压骤降，容易出现低血压或晕厥。

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能抑制酒精代谢过程

中酶乙醇脱氢酶的活性，减慢酒精代
谢，从而更易发生酒精中毒。同时饮
酒可增加胃黏膜及肝脏损伤的风险，
增加阿司匹林引起的上消化道出血
的风险。

镇静催眠药
镇静催眠类药物与乙醇合用后，

对中枢的抑制程度与药物的种类、用
药量、饮酒量有关，表现为嗜睡加重，
反应灵敏度降低，注意力分散，协调
能力差，严重的甚至可导致死亡。

抗癫痫药
乙醇可影响某些抗癫痫药物的

代谢，从而影响疗效。另外，饮酒本
身也可能造成癫痫发作。

降糖药
注射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期间，

空腹饮酒的话，容易出现低血糖反
应。这种低血糖症状与醉酒的反应相
似，表现为心慌、出汗、疲乏无力，甚至
烦躁、意识混乱、多语。因此一旦出现
严重而持久的低血糖，患者往往以为
是醉酒，殊不知可能是低血糖性休
克。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脑
组织不可逆的损害，甚至引起死亡。

日常生活中，合理膳食能预防导
致大脑发生退化的某些危险因素，降
低老年人记忆变差以及阿尔茨海默
病的发病风险。老年人护脑可试试
四类食物：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老年人饮食中应有适当的蛋白

质，包括动物蛋白质，如蛋清、羊肉、
鸡肉、鱼肉、牛肉等；植物蛋白质，如
豆腐、豆浆等。

海产品
海产品如海带、海鱼等含有丰富

的碘、铁、钙、硒、蛋白质和不饱和脂
肪酸，被公认为大脑营养剂、血液稀
释剂。

富含叶酸的食物
若膳食中缺乏叶酸及维生素B6、

B12，会使血液中高半胱氨酸水平升
高，易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促进粥样
硬化斑块形成。补充叶酸对降低中
风的发病率有重要作用。建议中老
年人尤其是心血管病患者，应多摄取
富含叶酸的食物，如红苋菜、菠菜、龙
须菜、芦笋、豆类、酵母、苹果等。

含钾丰富的食物
含钾丰富的食物主要是植物性

食物，如豆类、蔬菜、菌类等均含钾较
多。钾与脑细胞的新陈代谢及维持
神经的兴奋性有关。

幽门螺杆菌（简称Hp）是一种细
菌，长得有点像乌贼，本质上是一种
革兰氏阴性杆菌。该细菌生存能力
极强，能够在胃中强酸性环境中生
存，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能够在胃里面
生存的细菌。

儿童是受Hp侵袭的危险人群，这
可能跟儿童胃功能发育尚未完善、控制
胃酸分泌能力较差、免疫功能较低有
关。有报道显示，在我国医院内有症状
儿童的Hp感染率为29.2%～53.2%，其
中12岁以后的感染率显著上升。

儿童感染了Hp有什么症状？儿
童Hp感染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
功能性腹痛、胃食管反流等疾病密切

相关。另外，Hp感染与长期消化不
良、部分缺铁性贫血也存在相关联
系。Hp对胃癌的发生存在较大的影
响。对于儿童来说，Hp的影响主要在
消化道溃疡这类疾病上，而并非胃
癌。其临床表现往往无特异性，且消
化道症状往往不典型，感染者可有腹
痛、腹胀、恶心、呕吐、反酸、嗳气、口
臭等症状。

如果家庭成员感染了Hp，儿童需
要检查吗？与成人相比，儿童Hp感
染者发生严重疾病，包括消化性溃
疡、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等疾病的风险
低，治疗不利的因素比较多，并且儿
童对Hp有一定的自发清除率，根除

后再感染率可能高于成人，因此不推
荐对14岁以下的儿童常规检测Hp及
治疗。即使出现了消化道症状，检查
的主要目标也是确定症状的根本原
因，而不仅仅是检测到Hp的存在。

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Hp？家长
的Hp感染应该被重视。不要口对口
喂养，这不仅可以预防Hp，而且可以
预防很多疾病，比如手足口病。做好
手卫生，这里不单单指儿童的手，还
有家长们的手。注意食物卫生，特别
是农家传统方式种植的蔬菜，一定要
清洗干净，煮熟煮透。此外，尽可能
做到分餐，在就餐时，应使用公筷、公
勺，儿童可以使用单独的餐具。

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要根除吗
■ 冯晓洁

老年人护脑
可试试四类食物

■ 吕继辉

除了头孢
吃这些药也别喝酒

■ 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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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养生
从养护肠胃开始

春节刚过，正是养护肠胃的好时节。长假期间，亲朋好友相聚，
总免不了吃吃喝喝。然而，吃喝中也蕴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尤其
是大量吃进去、喝进去的东西都需要肠胃来消化，吃得不合适或是过
量吃最易损伤肠胃。那么，春节过后我们该如何养护肠胃呢？

少食多餐并不适合所有人

说起养护肠胃，很多人都会想
到少食多餐，但专家表示，少食多
餐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一方面，大
多数人自幼即养成一日三餐的进
食习惯，胃的运动起搏细胞、胃酸
分泌等也同时形成了相应的工作
规律，即生物钟。如果我们随便打
乱这个规律，势必会引起胃运动、
胃酸分泌等功能不协调而出现胃
部不适的症状。另一方面，如果进
餐次数太多而且不定时定量，胃得
不到休息更易出现问题。此外，对
于胃溃疡患者来说，少食多餐反而
会增加胃酸及胃蛋白酶的分泌，对
溃疡的愈合无益。

少食多餐是针对那些胃肠功
能减退的老年人，以及一些特殊人
群，比如做过胃肠道手术或胃大部
切除术的病人，由于他们的胃肠功
能下降，已经不能像健康人那样一
日三餐，定时定量，需要少食多餐
来降低胃肠排空的负担，否则会出
现消化不良的情况，甚至会患上更
严重的消化疾病。

合理安排饮食结构

节后回归工作，

要从调整生活习惯开始，注意多养
护肠胃。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就
是合理安排饮食结构。

春节期间，美酒佳肴让肠胃承
受了太多负担，不变的是“每逢过
节胖三斤”。专家建议，饕餮大餐
后，节后饮食更应及时恢复清淡，
以作弥补，减少动物性蛋白质的供
应。多吃果蔬可减少胃酸分泌，使
肠胃得以休息。可以适当摄入山
楂、苹果等食物。山楂能够调理肠
胃，帮助改善消化不良的症状，具
有消食积、助消化的作用。苹果有
助于解油腻，清理肠道，提高肠胃
抵抗力。如果感到肠胃不适，还可
以适当喝一些酸梅汤和大麦茶，去
油腻，助消化，健脾益气。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为了避
免“节日胖”吃了很多水果，却也觉
得不舒服。这是因为水果中的蛋
白酶可能伤害黏膜，多酚类物质会

降低消化酶活性，对消化不良者不
利。如果有轻微腹泻、肚子隐痛等
情况，应暂时停吃水果，特别要少
吃带小籽的水果，比如猕猴桃、葡
萄、柿子等。还要减少吃生蔬菜，
这些促进肠道蠕动的食物会加重
不适症状。

节后为肠胃“补补水”

如今，瓜子、花生、果脯、蜜饯
等已经成为节日标配，这些食物本
身水分含量很低，非常喜欢“吸
水”，使身体处于缺水状态。节后
可以适当多喝白开水或茶水，以加
快胃肠道蠕动和新陈代谢，减轻肠
胃负担。

每日晨起空腹一杯温开水，促
进新陈代谢，缩短粪便在肠道停留
的时间，水中可以加少量蜂蜜、食
盐，根据个人喜好而定。节后可以
适当多喝粥和汤，如新鲜的绿叶蔬
菜、小米粥、面条汤、疙瘩汤等，都具
有良好的清火作用，让已经不堪重
负的胃肠道休息调整，还可以喝些
杂粮粥，多吃炖煮焯拌的青菜萝卜，
蔬菜煮软后再吃，以减少纤维对

大肠的刺激，帮助肠道功能
更好地恢复。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