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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

在社交平台，“晒背”已成为年
轻人热衷的养生方式。有网友会利
用中午休息时间，撑伞坐在太阳下
晒背，也有网友戴着防晒帽躺在太
阳下接受炙烤。在电商平台，搜索
关键词“晒背”，还有专业的晒背服
售卖。

热衷晒背的人认为，三伏天晒
背除了会被晒黑外，没有别的坏
处。晒背能祛除体内阴寒，补阳气、
调血气、护正气，还能促睡眠。但也
有网友担心，三伏天晒太阳是否会
有中暑的风险。有网友发帖称，晒
背20分钟后全身疼痛，后来实在挺
不住，吃了药才好。

也有网友说，晒背后虽然浑身
舒畅，但晚上洗澡时发现后背红肿，

前往医院被诊断为中度晒伤。“晒
背”真的有用吗？记者就此采访了
湖北省中医院全科医生刘川和武汉
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中医科副主
任医师王玲。

“我昨天也晒背了。”作为一名
中医，刘川认为晒背就是“天灸”，即
借助太阳做艾灸，“不仅免费，补阳
气的效果也非常好”。

晒背为什么能补阳气？刘川解
释，人体后背有两条经络，一条是督
脉，一条是膀胱经，晒背有助于调理
脏腑气血，温煦经络。在高温闷热
的天气里，身体毛孔开张，体内的寒
气也最容易被赶出来。

刘川提醒，晒背时间不要选择
最热的时候，可以选在上午 9 时到

11时，晒一小时即可。晒背时要保
护好头部和皮肤，以免中暑或晒
伤。同时准备一些酸梅汤，做好防
暑降温。

王玲建议，晒背虽好，但不要
盲目跟风。“如果你有高血压，或者
有皮肤病，或者身体比较虚弱，这
些人群不建议晒背。”王玲还提醒，
晒背时间不宜过长，年轻人可晒一
小 时 左 右 ，老 年 人 晒 20 分 钟 即
可。

“晒背虽好，但作为医生，我推
荐安全性更高的保健方法，比如贴
三伏贴。”王玲称，相比晒背，三伏贴
适合绝大多数人群。

据《武汉晚报》

“晒背”成为年轻人热衷的养生方式
医生：不要盲目跟风，避免中暑或晒伤 在我国，每年6月至10月是野生蘑菇生长旺

盛期，也是因误食毒蘑菇而中毒事件的高发时期。
“野生蘑菇又名野生菌，按照能否食用，可分

为食用菌和有毒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
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杜贤进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介绍，毒蘑菇又称毒蕈或毒菌，是指人食用后出
现中毒症状的大型真菌。目前，我国已报道的毒
蘑菇种类达400多种，其中含剧毒可对人有致死
危险的蘑菇有40多种。

杜贤进表示，不同的毒蘑菇，因所含毒素不
同，会有不同的中毒表现。有些中毒表现为呕吐、
腹泻、腹痛；有些表现为流口水、大汗、瞳孔缩小、
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等；有些表现为溶血、急性肾
脏损害；还有些刚开始表现为呕吐、腹泻、腹痛等
症状，之后出现假象好转，若诊疗不及时，最后会
出现肝、脑、心、肾等多器官损害并伴有烦躁不安、
嗜睡等精神状态，甚至死亡。

预防毒蘑菇中毒的根本办法就是不采摘、不
销售、不食用野生蘑菇。 据人民网

野生蘑菇莫乱吃

“止痒神器”＋“万能药膏”

5种网红“神药”
别乱用了

既然谈到了几种所谓的“神药”，我们就再扒一扒，告诉你它们都有哪些缺点，以及主
要适用的场景（见下表）。

这5种皮肤科“神药”你肯定用过

“神药”一：炉甘石
有媒体把炉甘石说成是皮肤

科医生才知道的“止痒神器”，认为
它能够治疗多种常见病，例如蚊虫
叮咬、荨麻疹、痱子、水痘、晒伤、汗
水浸泡。

“神药”二：红霉素
有人把红霉素当作新一代“网

红神药”，特别强调这才 2 块钱一
支，便宜又好用，不管是蚊子叮
了、冒痘痘了、烂嘴角了、脚开裂
了，都建议你抹一抹红霉素。更
离谱的是，还会让你用它当唇膏
用。

“神药”三：凡士林
凡士林在神坛也有一席之地，

甚至有人为它站台——“早就告诉

过你们，凡士林是万能药！”
“神药”四：氧化锌
接着就是氧化锌——又一款

皮肤科“万能药”，被有些人称为
“皮肤科第一法宝”“皮肤科医生的
好帮手”，用来除黑头、去角质、美
白遮瑕、预防感染……

“神药”五：抑菌止痒膏
这类产品经常宣传是天然植

物配方、草本配方、不添加激素的
皮肤抑菌膏。在部分商家的宣传
中，这些产品可以让患者告别皮
肤问题，甚至是“千万皮肤病患者
之宝”。在电商平台搜索“抑菌
膏”，能找到不计其数的产品，但
几乎都是消字号产品，并不是真
正的药膏。

千万不要迷信任何一种“神药”

再次提醒大家！皮肤科没有
神药，不要迷信任何一种“神药”！

在现代医学中，很难找到真正
意义上的“神药”，没有什么药能同
时对很多疾病都有奇效并且还绝
对安全。

对于常见的皮肤问题，例如痘
痘、湿疹、脚气、脱发，医生通常会
开处方药或推荐非处方药物进行
针对性的治疗。开药的时候，医生

会评估病情，看病变范围、严重程
度和相关症状，综合评估，然后进
行个体化治疗。所以说，在用药前
需要咨询医生的建议。

请注意，在没有医生建议的情
况下就盲目使用药物，这种做法是
不太推荐的，主要是因为这样容易
造成不良反应，延误病情，或者耽
误正规的治疗。

捋一捋“神药”的应用场景和不足

据科普中国

你听说过皮肤科的“神药”吗？

很多人皮肤出了问题，往往会选择忽视，自己网上一搜，发现网上会推荐一些“神药”，不仅宣称安
全无害、价格低廉，更重要的是用途多样，药到病除，谁看了都心动，甚至觉得不买就是吃亏。

但其实，皮肤科没有“神药”！下面就是一些经常被夸大宣传的“神药”，让我们看看它们都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