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服用奥司他韦要当心副作用
� � � �入冬以来流感患者越来越多， 世界范围
内首款抗流感病毒药奥司他韦成为抢手“神
药”。 专家称，奥司他韦是治疗流感的首选药
物，安全性好，但是其也有不良反应。

临床研究中， 其最常见的副作用是胃肠
道反应，如恶心、呕吐、消化不良、腹痛等，发
生率为 6%-15%，大多症状较轻，停药后即可
消失； 少数人可能发生过敏反应， 表现为皮
疹。 此外还有个别病例称，有头晕、头痛、幻
觉、行为异常、嗜睡、焦虑等症状，严重者可发

展为抑郁甚至自杀。 美国 FDA 曾告知公众
称“达菲”（磷酸奥司他韦）可能会在患者，
特别是儿童中引起精神错乱和幻觉等严重
的副作用， 并建议医生和父母们仔细阅读
说明书， 对服药后的患者也要进行密切观
察。

“出现幻觉是小概率事件。 奥司他韦是
治疗流感非常有效的药物，但不可滥用，更
不能超剂量使用。 ”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药剂科主任沈爱宗说， 是否服用奥司

他韦一定要经过医生诊断，医生在开出处方后
应告知患方注意观察不良反应，特别是儿童和
青少年家长应密切关注孩子服药后是否产生
异常行为。 此外，有人患了普通的细菌性感冒
也擅自服用奥司他韦，其实毫无作用。 还有人
超剂量服用，也是十分危险的。 滥用奥司他韦
不仅增加了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还有可
能导致流感病毒耐药。 耐药后的流感病毒仍可
继续传播，但再用奥司他韦治疗就无效了。

据新华社

栗子不仅是零食 冬季拿来煲汤可治肾虚

□ 通讯员 林鸣笛

每到秋冬时分， 街边小巷就会现场热炒
板栗，尤其是软甜香糯的迁西板栗，逛街购物
的时候，总忍不住买上一袋解解馋。 其实，很
多女生只知道把栗子当零食，吃其甘甜清香，
却不知栗子还有很好的药食疗效， 在中医眼
里，板栗是补脾肾、健腰膝的佳品。

桂花飘香板栗黄，秋冬时节栗子香。 丽水
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专家荣春娇就给您推
荐一款时令保健汤———淮山栗子猪肚汤，平
时脾胃虚弱、腰膝酸软、小便频的人群最适宜
饮用。

推荐食疗方：淮山栗子猪肚汤

●材料:（3-4 人份）
去皮栗子 100 克、鲜淮山 150 克、新鲜

猪肚 1 个、瘦肉 100 克、红枣 8 个、生姜 5 片。
●做法：
1. 材料洗净， 淮山削皮切块， 红枣去

核，瘦肉切块；
2. 用剪刀剪去猪肚上的肥油， 再剪开

猪肚放锅内焯水， 捞出后用刀刮干净肚面
上残留的油脂，水冲洗一遍；

3. 加入生粉、食盐，大力揉搓猪肚约 5
分钟后冲洗干净，重复两三次，待猪肚无异
味切成条备用；

4. 汤锅中加适量清水煮沸， 放入所有
材料， 武火煮开后转文火煮 1-1.5 小时，食
用前调味即可。

●功效：
健脾养胃、益气补肾 。 荣春娇指出 ，栗

子，味甘、性温，入脾、胃、肾经。 在《本草纲目》
中曾记载，“栗，益气、厚肠胃，令人耐饥。 治肾
虚，腰腿无力，疗筋骨断碎。 ”可见栗子具有养
胃健脾 、益气厚肠 、补肾壮腰 、强筋活血的作
用 ，可用于脾虚腹泻 、腰膝酸软 、腰脚不遂 、小
便频数等症。

而淮山，味甘、性平，是我们常用的健脾补
肺的食材和药材。 猪肚，味甘、性温，有补虚损、
健脾胃的功效。 中医认为，猪肚是健脾胃、益中
气很出名的食材。 佐以红枣养血补益脾胃，生
姜温脾和胃，姜枣相配，共同调和脾胃。

这款保健汤，由于有了栗子、淮山、猪肚、红
枣等，因而有健脾养胃、养血补虚、益气补肾之
功。 荣春娇认为， 它适用于平时身体疲劳虚弱、
食欲不振、腰膝酸软、小便频数等人群，平素兼有
体虚怕冷、脾胃虚寒者，可将适量的白胡椒粒打
碎加入同煮，以增强温中散寒的功效。

当然，栗子香糯可口，但是多吃会滞气，建
议每次食用不宜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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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健康

� � � �中国科研人员近日在对抗宫颈癌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 他们研发的新一代宫颈癌疫苗
有望抵御所有可致癌的高危型人乳头瘤病
毒。

人乳头瘤病毒(以下简称 HPV)主要通过
性接触传播。 目前已经鉴定出的 HPV 型别超
过 200 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 其中至少有
18 种高危型 HPV 是与 99%的宫颈癌的发生
相关。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仅次于乳腺
癌的常见恶性肿瘤。 目前,由美国药企研制,已
上市的九价宫颈癌疫苗 ,保护范围最广 ,可预
防七种高危型和两种低危型 HPV 的感染 ,即
大约 90%的宫颈癌的发生。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使用类似疫苗进行广
泛免疫, 是否会引起其他与癌症相关的病毒感
染率增加, 即导致其余 10%的宫颈癌发生。 因
此,研发保护范围更广的宫颈癌疫苗十分必要。

现有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宫颈癌疫苗,均使
用类似于 HPV 天然病毒颗粒的“类病毒颗粒”
作为疫苗抗原。 类病毒颗粒就是去除病毒遗
传物质之后剩余物质重新进行装配,结构上仍
具有原病毒特征,但无复制和感染能力。 类病
毒颗粒能使人产生针对该病毒的免疫应答,从
而产生抗体使人对该病毒的侵蚀具有很好的
防御能力。

一种 HPV 类病毒颗粒只能预防一种

HPV 型别。 如果按照传统方法,为提高预防
效果 ,覆盖更多的病毒种类 ,就需要持续增
加颗粒的种类数量。

但如果用这种“一对一”的方法去制造
可以预防十几种病毒的疫苗,将会造成疫苗
接种剂量大 ,增加潜在的副反应 ,比如摄入
过多的蛋白和佐剂,会造成接种者注射部位
疼痛、红肿,以及发热,还会提高疫苗制造的
复杂性和生产成本。

福建厦门大学的夏宁邵教授团队经过
六年的研究 ,取得关键技术突破 ,研发出一
种高效的疫苗,能用较少的类病毒颗粒种类
保护更多的 HPV 病毒型别。

“我们的研究为开发新一代 HPV 疫苗
开辟了道路。 它表明,只需要七种嵌合类病
毒颗粒就有可能实现预防二十种 HPV 型别
导致的宫颈癌。 ”夏宁邵说。

这项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权
威期刊《自然·通讯》上。 期刊的审稿人认为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这种新疫苗
在增加可预防病毒型别的同时,减少了疫苗
抗原所需的类病毒颗粒的种类,因此不会增
加生产成本和难度, 并减少副作用的产生。
他们在给研究团队的回复邮件中表示 ,“相
信这种新型疫苗会走向临床。 ”

中国目前引进的宫颈癌疫苗有三种,分
别是二价、四价和九价。 其中九价疫苗最昂

贵 ,每支接种价格为 1298 元人民币 ,三支总价
约为 3894 元。

夏宁邵表示,新型疫苗将适用于 9 至 45 岁
的女性,其生产成本不会高。

夏宁邵长期从事宫颈癌疫苗的研究。 他的
团队研制了即将在国内上市的首个国产第一
代宫颈癌疫苗。第二代国产九价疫苗也于 2017
年获得临床试验批准。

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8 年统计数据,世界上
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约有 57 万例,死亡病例约
31.1 万例。 中国每年约有 10.6 万新发病例,并
有约 4.8 万例死亡病例。

据《新快报》

中国科学家研发新一代 HPV 疫苗
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被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

阅读提示

中国科研人员研发新一代宫颈癌疫苗。 这项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
然·通讯》上。 期刊的审稿人认为这种新疫苗在增加可预防病毒型别的同时,减少了疫苗抗原
所需的类病毒颗粒的种类,因此不会增加生产成本和难度,并减少副作用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