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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时事

发烧 3 天还不歇着
24 岁健身达人把自己练进 ICU

阅读提示

医生提醒，为了避免运动过量带来过度
疲劳，人们在运动时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比如一周运动 2-3 次，运动一次，休息两三
天，根据个人年龄和身体状况来选择合适的
运动项目。

� � � �合理的运动健身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获益良多，
但一味追求效果， 却让 24 岁的健身达人差点因此
丧命！

近日，爱好健身的小陈（化名）像往常一样准时
去了健身房，即便已经发烧了三天，却依然抵挡不
住训练的脚步，从晚上下班一直训练到凌晨。

训练过后的小陈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异常炎热，
也许是刚运动完，想着等会儿体温就能正常，他没
多想，骑着电瓶车就去买了夜宵。 可兜着风回到家
的小陈不但体温没有下降，连刚买的夜宵都还没来
得及吃，就两眼一抹黑地倒了下去。

“这不就是感冒发烧嘛，怎么就变成
了肝衰竭？ ”

一旁的女友吓得一边哭一边给睡梦中的小陈
发小打电话，听到好朋友大半夜晕倒的消息，发小
二话不说就立刻赶了过来，赶紧一起把小陈送去了
当地医院。

可是被送到医院的小陈， 情况却不容乐观，经
当地医院检查：小陈由于急性肝衰竭导致出现肝昏
迷，需要赶紧进行肝移植手术，而至于肝衰竭的病
因是什么却根本查不出来，这可把小陈女友和发小
急坏了。“这不就是感冒发烧嘛，怎么突然就变成肝
衰竭了呢？ ”他们难以相信。

为了不放弃对小陈的治疗，在当地医生的讨论
建议下，小陈很快顺利转到了树兰（杭州）医院进行
救治，但由于病情的严重性，转院后的小陈直接住
进了感染科 ICU 病房。

感染科重症监护室俞哲医生详细了解会诊后，
认为小陈存在颅内感染和肝功能衰竭，通过内科综
合治疗也许还有挽救的机会，于是在小陈入院后的
3 小时内， 便紧急开通了李氏人工肝的绿色通道，
开始进行人工肝治疗，通过心肺功能支持，控制感
染，降低颅压。

在李兰娟院士的多次指导下，小陈被确诊为病
毒性脑膜脑炎合并肝功能衰竭，肝性脑病，针对性
地治疗 3 天后，小陈终于逐渐恢复神志，顺利转出

重症监护室。

想重回健身行业的他每天都在超负荷训练
醒来后的小陈说：“太激进了，是我自己训练太激

进了，每天都在超负荷训练，我以前从来不相信过度
训练这一说，现在我信了。 ”

原来，24 岁的小陈两年前是一名健身教练， 想重
回健身行业的他为了参加比赛而屡屡超负荷训练，以
他的身体条件，深蹲项目至多只能做 120 公斤，却屡
次突破极限达到 150 公斤，如此超负荷的体能训练早
就超出了他本身所能承载的极限。

疯狂训练的小陈为了能够体脂达标，不仅每天超
负荷训练，还在饮食方面，摄入过多的高蛋白，增加了
肝肾的代偿功能负担，而他在昏迷之前就已经出现发
烧并伴随头痛的症状，只是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并没有
过多在意。

运动过量打破了人体自身的和谐甚至
比不运动带来的危害更大

据了解，小陈的病情极为凶险，这是典型的颅内
感染导致的多系统功能损害， 从而引发急性肝衰竭。
至于为什么会颅内感染，则高度怀疑主要是由于小陈
的体能训练过度，造成本身机能受损，免疫力下降，感
染了致病菌种。

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人体的免疫系统，提高免疫
力；但是过量的运动却会危害健康，损害免疫系统，减
弱身体抵抗力，造成血液循环不良、弹性疲乏等后遗
症，甚至可能会抑制白血球，导致神经官能症，引起反
应能力下降，平衡感降低，肌肉的弹性减小。 总之，运
动过量会打破人体自身的和谐，甚至比不运动带来的
危害更大。

俞哲医生提醒， 为了避免运动过量带来过度疲
劳，人们在运动时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比如一周运
动 2-3 次，运动一次，休息两三天，根据个人年龄和身
体状况来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

据浙江在线

人类长有 206 块骨骼？
“骨骼阑尾”在增多
� � � �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人类拥有 206 块骨骼，
但目前教科书可能需要改写，之前科学家认为
进化消失的一块骨骼，现已奇迹般复原。

豆骨是位于膝盖后方肌腱中的一块小骨
骼， 目前它在人体存在的概率是 100 年前的
3 倍。 它的直径不足 1.3 厘米，是在我们灵长
类祖先身体上发现的， 它被称为“骨骼阑
尾”，因为它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回顾
了过去 150 多年进行的 2.1 万多项科学研
究， 其中包括研究人员扫描和解剖鉴定发现
豆骨的存在。 他们从中发现 1918 年全球
11.2%居民体内存在豆骨，但依据发表在《解
剖学杂志》的这篇评论报告，截至 2018 年，全
球 39%居民体内存在豆骨。

据人民网

可食昆虫
有潜力成人类新食物
� � � �据俄罗斯卫星网日前报道，由于全球食物
短缺和寻找更营养、更生态食物的目标，消费
者和科学家将目光投向了非传统食物来源，可
食昆虫最有潜力成为人类的新食物。

意大利 Italian Cricket Farm 农场的老板
伊万·阿尔班诺称， 农场已在都灵郊区养了
几年蟋蟀，“需求统计表明，到 2050 年，如果
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蛋白质来源，世界上的蛋
白质不够所有人吃。 ”

他表示， 蟋蟀的营养价值首先在于高蛋
白含量，此外，蟋蟀需要的水比牛少 2000 倍，
需要的食物也只是牛的六分之一。

“虽然人们有点害怕吃虫子，但未来随着
法律更加明确，昆虫更加普及，我们将看到
食用昆虫的现象快速增多。 ”联合国粮农组
织的资深专家朱莉娅·缪尔称， 最近 10 年，
出现了蟋蟀做成的能量棒和零食，在西方国
家可能更受欢迎。 在全球范围，我们看到使
用昆虫作为饲料的现象越来越多，主要是考
虑到它们营养又环保。 ”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