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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
彭竹清 杨京）因为难以抗拒口腹之
欲，一名女子连吃两顿大闸蟹，结果诱
发急性胰腺炎。医生提醒，大闸蟹是
武汉市民喜爱的食材，但其胆固醇含
量较高，诸如高血脂等人群慎食。

市民李女士刚刚退休不久，体格
比较“富态”，平时活动也比较少。虽
然血脂和血糖都比较高，但她还是热
衷于享用美食。前不久螃蟹大量上
市，为了抓住品蟹最后的“窗口期”，李
女士在11月17日买了不少螃蟹，和家
人在午餐和晚餐连吃两顿，一顿清蒸
一顿香辣，一共吃了5只。

当晚，李女士感觉上腹部隐隐作
痛，尝试服用止疼药物后，症状依然没
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随后，在家
人的陪同下，她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

古田院区就诊。
在该院区消化内科，接诊医生代

小娟等医护人员对李女士进行了详细

检查。结果显示，她的血清淀粉酶明
显升高，结合CT影像的结果确认为急
性胰腺炎。好在就医及时，经过医护

人员的全力救治，在接受抑酶、止痛、
补液等一系列治疗后，李女士病情稳
定下来。

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消化内
科的丁祥武主任表示，近期因为过多
食用螃蟹后引发不适的患者为数不
少，大多都出现呕吐、腹痛等问题。像
李女士这样的急性胰腺炎是其中比较
严重的。大闸蟹中含有丰富的胆固醇
成分，过量摄入会引发胆囊收缩，胆汁
及胰液分泌增加。李女士本身就有高
血脂，更容易出现胰液排出受阻，引起
胰腺组织自身消化、水肿、出血甚至坏
死的炎症反应，导致腹痛腹胀、恶心呕
吐等。

据介绍，大闸蟹的可食用部分通
常为其体重的1/4。简单换算后，一只
4两的螃蟹，其胆固醇含量可能接近
200毫克。而高脂血症人群，每天摄
入的胆固醇应少于300毫克，高胆固
醇血症患者应少于200毫克。丁主任
表示，包括“三高”人群在内，消化系统
和心血管疾病患者、肝肾疾病患者、痛
风患者等，都需要少吃慎吃大闸蟹。

日前，武汉新洲区阳逻32岁的黄
先生因为感冒没太在意，没想到引发
病毒性心肌炎，出现肺水肿、急性心力
衰竭、呼吸衰竭等危急症状。日前，经
过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省中山医院）
阳逻院区医护人员的积极抢救和治
疗，患者转危为安。

今年10月，黄先生出现感冒症
状，起初，他认为只是普通的季节性感

冒，打算自己扛过去。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黄先生的症状不但没有缓解，
反而在11月9日出现胸痛症状，黄先
生选择到门诊输液治疗。尽管医生建
议他入院进一步观察诊治，但因事务
繁忙，黄先生未能及时住院。

11月11日，黄先生出现恶心、乏
力、心悸、呼吸困难等严重症状。家属
见状，立刻将他送往湖北省第三人民

医院阳逻院区。此时，黄先生已出现
肺水肿、急性心力衰竭、呼吸衰竭等危
急症状，情况十分危急。经急诊科团
队紧急抢救后，黄先生被迅速收入重
症医学科进行救治。

经过检查，黄先生被确诊为病毒
性心肌炎，这种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心
肌炎症性疾病十分凶险，若不及时治
疗，可能危及生命。经过积极治疗，黄

先生明显好转。医护人员继续给予呼
吸支持、免疫治疗、营养心肌、抗病毒、
抗感染等对症支持治疗，避免了病毒
性心肌炎的急危并发症。

吴茂青提醒，季节交替时应警惕
由感冒病毒引起病毒性心肌炎等潜在
风险。病毒性心肌炎的症状轻重不
一，轻者可能仅有轻微的心悸、胸闷等
症状；重者则可能出现胸痛、呼吸困
难、晕厥甚至猝死等严重症状。在季
节交换时，若感冒症状持续不减或加
重，应警惕病毒性心肌炎的可能，及时
就医。

通讯员汪翠莲

武汉晚报讯（记者李慧紫）虾蟹壳
中的提取物能入药，还能抗肿瘤？近
日，时珍实验室刘洪涛教授项目研发
出一款功能食品壳寡糖泡腾片，目前，
已经正式进入市场销售。今年10月，

“功能壳寡糖制备全产业链开发及高
值化利用”项目获得湖北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湖北时珍实验室是该
项目主要完成单位之一。

11月15日，记者来到位于湖北中
医药大学黄家湖校区基础医学院的该
项目实验室。一间放满了现代生命科
学研究设备的实验室里，一台专门用
于人体肠道微生物培养的真空操作箱
中放置着诸多小瓶子，其中保存着各
类人体肠道菌群样本，壳寡糖的效果
验证正在这里开展。这里也是中医药
微生物组与营养代谢研究所，该研究
所是湖北时珍实验室的一个组成部
分，团队共有58人。

项目带头人刘洪涛教授说，壳寡
糖是一种从虾蟹壳中提取出来的功能
性寡糖物质，对动脉粥样硬化、糖尿
病、脂肪肝和酒精肝等多种代谢疾病
具有良好的防治功效，其药效分子机
制与对肠道菌群的调控有关，有抗炎、
抗肿瘤、免疫调节等功效。项目组在
湖北省中医院开展壳寡糖对代谢疾病
防治作用的临床推广应用研究，取得
良好的治疗效果。

“我们从虾蟹壳里面提取的甲壳
素，变成壳聚糖，再把壳聚糖降解变成
壳寡糖，进一步通过基团修饰或者复
配，得到适用于各种领域的绿色无污

染的产品。由于取自海洋废弃物，该
技术对海洋环境和陆地环境都有益。”
项目组成员郑军平介绍。

刘教授从办公室的柜子里拿出一
盒有包装的壳寡糖泡腾片样品，掰出
一块，记者看到，这枚泡腾片呈花瓣形
状、杏色，放入温水中，伴随滋滋的声
响，很快融化。刘教授称，项目组经过
了一年的反复探索才成功制作成泡腾
片，相比于之前的粉末冲剂更方便携
带，这款产品对脂肪肝具有良好的防
治功效。“我们之前生产线生产的壳寡
糖属于粗加工，以卖原料为主，现在将
壳寡糖转化成保健药品、化妆品、功能

性食品，功能壳寡糖制备全产业链的
开发在武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产品
附加值提高百倍以上。”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刘教授
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团队就在国内率先
开展壳寡糖研究。历经20余年研究，
他们首次建立自虾蟹壳一步法制备壳
寡糖的绿色工艺，这一创举领先世
界。之后，团队先后在大连、苏州建立
生产线，生产壳寡糖原料，并将其远销
世界各地。2014年，壳寡糖被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批准为新食品原料。

2023年，湖北时珍实验室成立，
该实验室是国内中医药领域首个省级

实验室。刘洪涛教授受聘于该实验室
后，进一步开展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推
动壳寡糖的成果转化。“成果只有成功
转化进入市场，才能实实在在发挥作
用，服务社会。”

武汉欣启益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负责人易少啟告诉记者，2022年
起，企业谋求转型，主动对接刘教授团
队并达成合作，联合开发能广泛应用
于医疗、食品、化妆品等领域的壳寡
糖。企业和该团队合作开发了两款壳
寡糖功能食品，在武汉多家企业进行
转化，近3年创造销售额超过25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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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观察壳寡糖对脂
肪肝的治疗效果。 记者李慧紫 摄

△壳寡糖泡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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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