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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炯

做完手术牛肉、鸡、海鲜能吃吗？这

些是不是“发物”，是否需要忌口？吃了

“发物”，伤口是不是不容易愈合，肿瘤是

不是容易复发？临床上，经常遇到患者围

绕“发物”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为科学

解答这个关于发物的问题，今天带大家

雾里看“发”，让大家可以科学忌口。

■ 什么是“发物”?
“发物”一词首见于明代医学著作

《普济方》。传统上广义的“发物”是指能

助邪发病的食物，具有加重疾病变化的

特点，常和忌口饮食相联系。

自明朝发展至今，“发物”几乎囊括

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食物，如餐桌

上常见的猪肉、鸡肉、羊肉、牛肉、海鲜、

香菇、竹笋等。原来“万物皆可发”，看来

不简单。

但还有一点要注意，一种食物对于

某些病人属于发物，但对另一类病人可

能具有辅助治疗作用。如体质属热者，羊

肉可称为“发物”，而寒性体质者却无恙；

甜腻油脂类食物对痰湿肥胖者可成为

“发物”，而对津液不足者则不然。可见中

医讲究辨证施治，不同的“症”，同一疾

病、不同症型的患者往往有属于个体的

不同发物需要忌口。

■“发物”有哪些？
从现代医学和营养学角度看，发物

一般有几类食物——

容易诱发过敏的食物：一些海鲜、牛

羊鸡肉、热带水果等。

辛辣类食物：包括辣椒、大蒜、洋葱

等，过多摄入，本就容易刺激消化道，引

发胃肠灼热感，加重腹痛等消化道症状。

高嘌呤食物：海产品、内脏等较高嘌

呤的食物，在痛风急性发作期等会加重

病情，是该类患者的“发物”，需要忌口。

■ 发物之说可信吗？
看待“发物”应一分为二。

临床上发物可能诱发或加重某些疾

病，但另一方面，在有些疾病的治疗上，

还可以利用发物催发或诱发，可起到助

其透发、缩短病程的作用。

对于肿瘤患者而言，传统意义上的

“发物”不可能引起肿瘤的转移和复发。

但是，一些烧烤之食、腌制之物等，可能

就是肿瘤的“发物”。

■ 手术后，“发物”能吃吗？
吃了“发物”会影响伤口愈合吗？

临床上影响伤口愈合的因素很多，除

了伤口本身有无炎症感染、血供情况、患

者年龄及是否疤痕体质外，营养情况也非

常关键。日常被人家认为“发物”的鱼肉、

海鲜、牛羊肉因富含优质蛋白、低脂肪有

利于伤口的愈合，其营养价值远远高于鸡

汤、鱼汤、骨头汤（饱和脂肪和嘌呤含量较

多）。如果这些“发物”不是您的过敏食物，

手术后就可以放心正常享用。

手术以后患者该怎么吃？

除了听从医嘱，不要严格拒绝“发

物”之外，术后饮食一般要注意均衡饮

食，不要迷恋补品或是偏食，饮食需要多

样化，各种营养素都要摄入。术后的饮食

要求清淡好消化，白粥的确满足要求，但

营养成分不够全面，不能一直喝。煲了很

久的汤看起来似乎很有营养，很滋补。实

际上，煲汤不能把食材中的营养都溶进

汤里，汤中最多的还是水，以及脂肪、氨

基酸等等鲜味物质。喝汤的话，汤渣食物

也建议吃掉。

■ 肿瘤患者需要忌口“发物”吗？
肿瘤患者在肿瘤的治疗过程中（化

疗或放疗）更需要营养的支持，蛋类、肉

类和大豆制品都属于优质蛋白质食物，

蛋白质更是人体的免疫基石，并对肿瘤

患者的预后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无

特殊过敏的肿瘤患者，都是可以正常食

用的，不建议盲目忌口。

求医问药

你有医学健康疑问,我们邀请医学专家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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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杜海磊 应海峰 卞冬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医生

手术后，“发物”到底能吃吗？问

答 刘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醉科医生

日间手术晚上可以做吗？问

近年来，日间手术在医院里日益广

泛，患者对此的提问也增多，日间手术究

竟是什么？适合哪类人？晚上能做吗？

今天来说说到底什么是日间手术。

日间手术是指病人在1-2个工作日内

完成入院、手术和出院的一种手术模式，不

包括在诊所或医院开展的门诊手术。

与传统住院手术相比，日间手术有

许多优势：

对于病人而言，日间手术不仅能降

低医疗费用、减轻陪护负担，提高病人的

舒适度，还减少了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

更利于病人的术后恢复。

对于医院来说，日间手术加快了医

院住院周转率，提高了医疗资源的利用

效率，有助于缓解病人“住院难，手术迟”

的问题，节约大量医疗资源。

日间手术的安全保障是建立在严

格的把关基础上，优化了收治流程，

将病人的诊断和术前检查在门诊完

成。通过了日间手术麻醉门诊评估中

心的门诊检查和麻醉评估，就能够预

约日间手术。

手术、麻醉和护理技术的进步推

动日间手术成为安全高效的手术模

式，其中麻醉学科发挥了重要且不可替

代的作用。

日间手术麻醉有两个要求：一是保

证手术或诊疗操作能快速有效地进行；

二是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因此需要

专业的麻醉医生根据不同病人的情况设

计麻醉方案，精准把控麻醉深度，预防并

发症发生，加速病人康复。

什么人适合日间手术？国家卫健委

分别在2015年和2019年公布了两批《日

间手术（操作）试点病种和术式推荐目

录》，涉及8个专业，133个病种。也就是

说，随着医学技术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疾

病可以通过日间手术得以完成。

还有病人问，想晚上来做日间手术，

可以吗？日间手术是针对在48小时内

完成出入院的手术病人，为了达到最大

效率，提高病人周转率，晚上做手术也是

常有的。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既说明

了食物作为生存之本的重要性，也说

明了食物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食

物与健康的关系不言而喻，那么，食

物既然有诸多好处，我们是否可以毫

无顾忌地大量进食或依赖控制进食来

安抚情绪？

科学告诉我们：不可以。

诸如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脂

肪肝等疾病，均与不当的饮食偏好和

不规律的饮食习惯有关，患病后严重

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使我们不得

不慎重对待。

此外，伴随着研究的广泛和深

入，人们越来越相信进食和情绪之间

的关联，不过，这些关联常常集中在

负面情绪体验方面。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进食来调节情绪？

情绪大多来自日常生活中，个体

对于人或物的某种深刻的内在情绪体

验，比如抑郁体验、焦虑体验等。以

此为例，抑郁多为当下的困扰，内心

感觉无法摆脱或无力处理；焦虑多见

对未来的无措，内心紧张到无处安

放；类似的情绪体验无论单一或是共

存，无疑都是我们对生活失去了掌控

感或安全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

们迫切要找到一个能被控制的内容，

去抵消或释放，让自己快速离开失控

的体验，内心回归到稳定状态。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进食来

调节情绪？

■ 其一，食物拥有便捷、易得的

特点，具有便利性；

■ 其二，食物带有养育、滋养的

“母亲”般的属性，具有习惯和依赖性；

■ 其三，依靠食物调节情绪，具

有隐蔽性，能够极大程度上减少情绪

失控带来的压力和羞耻体验。

因此，进食行为大量出现在情绪

安抚中，且呈现两极化特征，有的控

制进食量，少吃或吃、吐；有的放纵

进食量，暴饮暴食。

为什么吃东西后真
的感觉“心情好了”？

不过，过度依赖进食排遣负面情

绪体验，造成的害处不言而喻。

当人们情绪不佳，大量进食时，

人体需要调动更多的血液，供肠胃运

作使用，人们也被迫将更多的体验集

中到消化系统，造成短时间内暂时性

远离抑郁或焦虑的心理体验；另一方

面，也可以通过不断计算卡路里，严

格控制热量或食物种类的方式，把思

维占满，短暂地远离负面情绪。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感觉吃东西

后，真的“心情好了”。

不过，无论哪种情况，一般初期

效果尚可，但维持时间较短，食物消

耗或进食完毕后，负面情绪依然会如

期造访，如此反复，身体渐渐适应了

恶劣的进食环境，也会出现类似抗药

性的特征，形成了一种饮鸩止渴的成

瘾性效应。

同时，因为不规律进食，可能还

会增添出愧疚、自责、失望等情绪，

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甚至会影响

到家庭里的其他成员，广泛地激活家

庭成员的抑郁或焦虑情绪，情绪困扰

犹如滚雪球一般，逐渐演化成为家庭

性难题。

总之，无论是饮食，还是情绪，

始终都建议适量或适当，采用合理的

方式解决为宜。依靠食物调节，不能

实现。

科学处置“坏情绪”，
构筑强大内心“小宇宙”

那么，坏情绪如何处理呢？这里

举例“坏情绪体验”的一种处置方

法，供参考。

第一步，情绪识别：
要知道，通常没有坏情绪，只有

坏体验，糟糕的情绪体验，本能地会

让人想回避，久而久之，具有相当隐

蔽性，不易觉察，但却像一个小炸药

包潜藏着，等待着爆发。

如此不能识别的情绪，有时会让

我们更加抓狂，正所谓病急乱投医，

难免选择诸如暴食或绝食等便捷的方

式应付，结果伤心伤身，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对手是谁”，

这里举例说明：

■ 常见抑郁体验：日常可能感

觉没精神、乏力，感觉做事情没动

力、习惯性拖延、注意力难集中、

效率低下、兴趣缺乏、凡事参与感

不强。

■ 常见焦虑体验：日常可能表现

为语速快、脾气急躁，持续追求高效

率、完美体验、不能有偏差、不安分、

不安心，力求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

条，拥有不安排好一切绝不能入睡的倔

强表现。

如果有以上情况，未必是懒、不上

进、自甘堕落，可能是正在体验或承受

着抑郁或焦虑情绪带来的影响。

第二步，情绪分析：
无论是焦虑还是抑郁，有情绪不可

怕，由果索因，尝试找到累积这些情绪

的原因，每个情绪表现都有特定的情绪

激活事件，犹如情绪开关，找到这样的

事件，加以阻断，可以有效舒缓情绪，

避免糟糕的情绪体验重现。

■ 外在评价系统。外在的人或事

在对我们传递评价、指责、比较、挑

剔、强迫、羞辱等信息时，我们常常

感觉不适。

■ 内在评价系统。容易被外在评价

系统激活，启动自我批评和否定，进而

让我们感受到抑郁或焦虑的情绪。

■ 我们要清楚，任何评价都是非客

观的，语言是信息的载体，不该带有主

观情绪，这些表达仅能当做一种观点而

已，保持良好的自我定义和觉察的能

力，阻断外在声音，保持内在稳定。

第三步，分析验证：
情绪体验带有持久和弥散的特征，

因此易出现反复的情况，伴随着持续的

分析与验证，情绪开关会越发起到作

用，增强情绪自控力和自我肯定，进而

拥有稳定的自我边界，不再被坏情绪体

验掌控，构筑强大内心“小宇宙”。

第四步，支持资源：
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容易，找

到支持性资源，不断帮助和鼓励自己。

■ 家人朋友：向家人朋友表达情

绪，可以舒缓情绪，增强安全感和情感

支持。

■ 充分放松：发展适宜的兴趣爱

好，如唱歌跳舞、运动健身、瑜伽冥

想、内容创作等，身体的放松有助于心

理的放松。

■ 专业学习：参与情绪、社交、正

念等专业学习，增强情绪识别、容纳或

管理能力。

■ 咨询服务：匹配有经验的咨询

师，一对一合作探索情绪或内在世界，

获得专业帮助。

第五步，成长模式：
将情绪分析、情绪验证、支持资源

形成闭环，构成内在成长的模式，充分

利用，帮助解决情绪问题，增强心理弹

性，提升情绪复原力。

要知道，所有的经历仅是一种体

验，所谓的“对错”不是批判，应该是

前进道路上的眼睛，我们使用其去寻找

认知的提升与适应。

（作者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

情绪不好，食以解忧？
同食物相关，耳熟

能详的表达有很多，比
如“化悲愤为食量”“别
难过，没有一顿美食解
决不了的伤心，实在不
行就两顿”等等，暗示着
食物与情绪之间有着紧
密关系，一定程度上提
示着进食承载着安抚情
绪的作用……那么，食
物与情绪之间，到底有
没有科学关联？

■王莹

“医生我这两天突然肚子疼，但是

吃了好几种胃药也没有缓解，这是怎么

回事？”在普外科门诊，总能听到病人

这样的抱怨，然后通过仔细询问病人的

症状以及简单的体格检查就能发现，这

并不是患者口中的“胃痛”，而是“胆

痛”。病人为啥总是分不清“胃痛”和

“胆痛”？胆痛发作如何有效缓解？中医

治疗胆痛有何特色？日常生活如何防治

胆痛？这里一一解析下。

“胆痛”与“胃痛”初始症
状相似

“胆痛”又称为胆绞痛，往往指胆

囊炎，分为急性胆囊炎与慢性胆囊炎，

其中急性胆囊炎是外科领域中常见的急

腹症，发病率仅次于急性阑尾炎，中医

称为“胆胀病”，是指由细菌感染、浓

缩的胆汁或返流胰液的化学性刺激等引

起的胆囊炎症性疾病。常因过食油腻、

情志抑郁不畅、劳累等因素引起。

慢性胆囊炎往往是胆囊因长期或不

间断地受到刺激而产生的明显的慢性炎

性改变或功能障碍，临床上急性胆囊炎

反复发作后遗留的病理改变是慢性胆囊

炎的最常见类型。

那么，“胆痛”与“胃痛”为何傻

傻分不清？这是因为胆囊炎一开始的症

状往往与“胃痛”症状相似，可表现为

中上腹的疼痛，不典型的胆囊炎症状也

可出现腹胀，这往往被患者误以为是

“胃痛”，随着病程进展可转变为右上腹

或肋骨下缘的疼痛，特别是在患者进食

油腻后可出现右上腹的剧烈疼痛，同时

胆囊炎可伴有发热、后背牵拉痛，少数

患者可表现出胸闷、恶心、呕吐的症

状。医生在诊断过程中可通过体格检

查、腹部CT、B超来区分。

急性胆囊炎应当立即就医

当胆囊炎急性发作时，应当立即前

往医院急诊就诊，通过医生的问诊、体

格检查以及辅助检查等明确诊断后决定

治疗方式。在等待就医的同时可采取穴

位按压的方式起到一定的止痛效果，例

如合谷穴、神门穴等。

切忌强忍疼痛，拖延就医，急性胆

囊炎可能有胰腺炎、胆囊穿孔、黄疸等

并发症。慢性胆囊炎发作时往往表现为

隐痛不适，可通过清淡饮食、穴位按

摩、口服药物等缓解症状。药物治疗谨

记遵循医嘱，若疼痛剧烈也应当立即前

往医院就诊。

中医治疗“胆痛”有妙计

对于不需要进行急诊手术治疗的胆

囊炎发作，除了常规的抗生素治疗外，

中医还可通过针灸、耳穴、口服中药等

起到清热利胆止痛的效果。

中医认为胆是“中清之腑”，与肝

相表里，龙华医院朱培庭教授早前就提

出“胆病从肝论治”理论，并开创了院

内自制中成药“清胆胶囊（原名：胆宁

片） ”，在临床治疗胆道疾病起到了良

好的疗效。

在针灸治疗方面可选取合谷、胆

俞、中脘、足三里、胆囊穴、阳陵泉

等。耳穴多选取神门、交感穴，配以

肝、胆或耳廓探测敏感区。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
医院肝胆外科医生）

一文教你识别“胃痛”与“胆痛”

【防治胆囊炎的生活处方】
1.管住嘴。清淡饮食，慢性胆囊炎患者忌大量进食油腻，更不可暴饮暴

食，选择少油烹饪方法。

2.早餐一定记得吃。胆囊是人体储存胆汁的器官，如果不吃早餐会使

得胆囊内胆汁中的胆固醇饱和度较高而引起胆固醇沉积，行成结石，结石刺

激胆囊内壁会引发胆囊炎。

3.心情好，胆才能“决断”。中医说胆主“决断”，任何不良情绪都会影响

其“决断”，而从使得功能失常。因此生活中宜保持良好的心态。

4.大便通则胆气降，保持大便通畅可使胆腑气机顺畅，起到利胆的作

用，从而预防胆道疾病的发生。

5.对于有胆囊结石的患者，应习惯性右侧卧位睡觉，胆囊位于右上腹

肝脏后方的梨形窝（胆囊窝），右侧卧位可从物理因素上降低结石梗阻胆道

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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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眼跳财”其实是一种病？问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

眼皮就像窗帘，悬挂在眼球表面，按照

一定的节奏完成开开关关的工作。不

过，眼皮有时也会调皮起来，那就是

“眼皮跳”。

一说到眼皮跳，大部分想到的是“左

眼跳财，右眼跳灾”。这个说法其实没有

任何科学道理，许多人却愿意相信。

眼皮跳在医学上称为“眼睑跳动”，

又称眼睑痉挛，是由于眼轮匝肌以及支

配眼轮匝肌的神经出现病变，从而导致

眼轮匝肌不自主的抽动。

眼睑跳动的原因：

第一，抽烟喝酒过度：饮用含咖啡因

的饮品也有可能导致眼皮跳。

第二，生理性眼睑跳动：精神紧张、

用眼疲劳、缺乏睡眠、药物因素等。

第三，病理性眼睑跳动：结膜炎、角

膜炎、眼外伤，脑炎、脑血管疾病，肌张力

障碍、痉挛性斜颈、多发性抽动症，良性

原发性眼睑痉挛、帕金森病及多发性硬

化早期等。

也因此，处理应对上应该减少茶、

酒、咖啡摄入量，减少吸烟量；保持充分

的睡眠；保持角膜湿润，如不要长时间盯

着电子屏幕，或断续使用人工泪液；采用

热水洗脸或热毛巾敷脸。

当这些方法尝试后无效时，应考虑

是否为病理性眼睑跳动，应记录眼睑跳

动出现的时间和持续周期，尽快就医。

出现以下这些情况时，应毫不犹豫

地前往医院就诊，寻求专业医疗诊治：

第一，眼皮跳持续时间超过一周；

第二，出现眼皮彻底闭合且睁眼困难；

第三，有进行性加重趋势、伴有单侧

或双侧面肌抽搐、伴有颈部肌肉抽搐；

第四，眼皮跳伴随眼睛发红、酸涩且

流泪。

综上所述，无论由何种原因引起的

眼睑跳动，如果出现长时间持续地眼皮

跳，休息过后也不缓解，甚至出现加重的

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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