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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豆气味清香、健脾助消
化，最适合秋季吃。不过，市中
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军锋提醒，
秋季是扁豆中毒高发季节。吃
扁豆一定要煮熟煮透，直到颜
色不再翠绿为止，否则会引起
食物中毒。如果喜欢吃凉拌扁
豆，则要注意放醋、加蒜，以增
强解毒作用。

张军锋指出，从中医来说，
立秋到秋分这段时间叫长夏。
长夏的特点是雨水较多，暑热
夹湿、脾胃受困，人们常常觉得
食欲不振、胸闷腹胀、困倦乏
力。长夏时喝扁豆粥，有祛湿、
健脾、助消化、增食欲的作用。
扁豆味甘、性平，有健脾、和中、
益气、化湿、消暑之功效，属于
药食同源的蔬菜，而且其含碳
水化合物不多，糖尿病患者也

可放心食用。扁豆富含蛋白
质、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维
生素C等。此外，扁豆的膳食
纤维极高，比芹菜高3倍多，可
缓解便秘。

“尽管如此，但吃扁豆也要
多加注意。”张军锋说，生扁豆
或未做熟的扁豆，含有血细胞
凝集素、皂苷和胰蛋白酶抑制
剂等天然植物毒素，对消化道
有强烈刺激性，可引起出血性
炎症等中毒性反应。如果食用
没有做熟的扁豆，3个小时后可
能出现中毒反应，主要表现为
胃肠炎症状，也有头晕、头痛、
胸闷等症状。

张军锋表示，一旦发生扁
豆中毒，轻者立即就地催吐。
催吐法适用于清醒且能合作
的患者，一般用清水，水的温

度不宜太高也不宜太低，每次
快速喝下约500毫升，然后用
食指轻轻刺激喉部神经，促使
呕吐，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吐
出物为清水为止。遇到神志
不清的患者，一定要及时送医
救治。

以后家里不能再吃扁豆
吗？张军锋认为，市民对此不
用过于担心，在家食用扁豆要
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烹煮时间
宜长不宜短，将扁豆加热到
100℃并持续20分钟以上，其
中的毒素才会完全被破坏；二
是烹煮分量宜少不宜多，每一
锅的量不超过容量的一半，确
保翻炒均匀、彻底煮熟；三是烹
煮期间可以加少许醋，减少毒
性；四是在临出锅前可以放入
适量蒜蓉，不仅可以改变口味，

还可杀菌解毒；五是挑选购买
时，尽可能选择嫩扁豆，因为老
扁豆毒素更多；六是扁豆两端
和荚丝部位所含毒素最多，加
工前将其去除，然后在水中浸
泡15分钟以上再烹饪，这样吃
起来更放心。

张军锋提醒，除了扁豆等
豆类蔬菜外，生活中也要预防
其他蔬菜中毒，比如发芽马铃
薯中毒、毒蘑菇中毒等。尤其
是市民家中常食用的马铃薯，
其含有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名
为“龙葵素”的生物碱，正常时
马铃薯中含量极微，但发芽马
铃薯的芽眼、芽根和变绿、溃
烂的地方含量很高。人吃了
大量的发芽马铃薯后，会出现

“龙葵素”中毒症状。

日前，一位读者致电本刊
热线，说他走路时间长了，老是
腹股沟和屁股疼，朋友建议他
去检查一下，是否股骨头坏
死。对此，他十分焦虑，担心真
是股骨头坏死怎么办。所以，
想请相关专家普及一下这方面
的知识。为此，记者找到了市
人民医院关节外科护士长杨红
艳。她说，股骨头坏死是一个
病理演变过程，大家不必因为
病名中有“坏和死”就感到恐
惧。因为这种病初始阶段经过
治疗，可以减轻、消退和自愈，
即使严重，也可以通过人工髋
关节置换补救，恢复步行能
力。所以，患者要及早到正规

医院检查。
杨红艳介绍，股骨头坏死

的第一个主要症状就是疼痛，
可表现为腹股沟、臀部和大腿
部位为主的疼痛，以隐性钝痛
为主，站立或行走久时更加明
显，并偶伴有膝关节疼痛，疼痛
的程度会根据病情发展不断加
重。其中，创伤引起的股骨头
坏死多为单侧发作；酒精、激素
等引起的可表现为双侧交替性
疼痛。第二个主要症状是活动
度差。股骨头坏死后，髋关节
的活动不会像原来一样灵活，
坏死严重则会影响髋关节的活
动，表现为行走、爬楼梯困难和
跛行等情况。第三个主要症状

是骨骼畸形。当股骨头坏死发
展到比较严重时，股骨头甚至
会塌陷，造成患肢缩短、骨盆倾
斜等骨骼畸形。股骨头坏死可
分为创伤性和非创伤性两大
类：创伤性股骨头坏死的主要
致病因素包括股骨头颈骨折、
髋臼骨折、髋关节脱位、髋部严
重扭伤或挫伤；非创伤性股骨
头坏死的主要病因为皮质类固
醇类药物应用、长期过量饮酒、
减压病、血红蛋白病等。吸烟、
肥胖、放射治疗等也会增加发
生股骨头坏死的风险。因此，
酒精、激素、创伤是股骨头坏死
的三大主要致病因素。

杨红艳介绍，非手术治疗

股骨头坏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
法：一是保护性负重。使用双
拐减少股骨头承重可有效减轻
疼痛，延缓股骨头塌陷时间，但
不主张使用轮椅。二是药物治
疗。建议选用抗凝、增加纤溶、
扩张血管与降脂药物联合应
用，也可联合应用抑制破骨和
增加成骨的药物。三是中医药
治疗。以中医整体观为指导，
遵循“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
外兼治、医患合作”的基本原
则，强调早期诊断、病证结合、
早期规范治疗。四是物理治
疗。包括体外冲击波、电磁场、
高压氧等。五是制动与牵引。
对 30%以上大范围坏死的患

者，塌陷早期可使用制动与牵
引。对于股骨头坏死进展较快
患者，则建议手术治疗，手术方
式包括保留患者自身股骨头为
主的修复重建术和人工髋关节
置换术两大类。

杨红艳提醒，预防股骨头
坏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在出现髋关
节外伤后及时就医；戒烟戒
酒；合理膳食，适当补钙，多晒
太阳；在日常活动和锻炼的时
候作好防护，避免受伤；长期
使用激素，一定要按医嘱服
药，并定期检查；先天性髋关
节发育不良的患儿，需要及早
接受治疗。

秋季吃扁豆谨防中毒
本报记者 朱传胜

说说股骨头坏死那些事
本报记者 孙阎河

暑假期间，孩子每天“家里
蹲”，看手机、玩游戏、看动画
片、看书、写作业……用眼时长
进入高峰期，也是视力下降的
高发时段。新学期开学后，家
长应该关注一下孩子的视力健
康。焦煤中央医院眼科主任蒋
乐文提醒，开学后，家长一定要
注意孩子是否有看物体时经常
眯眼揉眼、频繁眨眼、歪着头看
物体、拉扯眼角等症状，出现以
上症状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医
院眼科作进一步检查，早发现、
早控制，如果不及时作视力复
查，不仅会加深孩子的近视，还
会影响新学期的学习。

蒋乐文说，暑假期间，孩子
们没有老师的约束，家长又忙
于上班，孩子如果生活作息不
规律、户外活动不足、长时间近
距离用眼，较容易发生近视或
加深近视程度。

“高强度的用眼容易引起

假性近视，它只是一种调节功
能痉挛的状态，多发生于青少
年儿童，视力在几周或两个月
内下降，但适当休息后又可得
到某种程度的恢复。假性近
视如果得不到足够重视和干
预，睫状肌长期收缩压迫眼
球，终会导致眼轴变长，形成
真性近视。所以，提早进行散
瞳验光检查，能及时辨别近视
真假。”蒋乐文说，“不同于学
校每学期的视力检查，眼健康
检查包括基础检查、眼轴测
量、视功能检查等多个项目，
不仅可以判断孩子是否近视，
还可以及早发现斜视、弱视、
远视等眼科问题。斜视、弱视
的治疗跟年龄有关，治疗越
早，效果越好，若错过最佳时
机，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
伤害，家长一定要重视眼健康
检查，随时掌握孩子的眼睛状
况，早发现、早治疗。”

蒋乐文称，近视不是一朝
一夕形成的，如果能及早发现
孩子的视力变化，将更有利于
近视的控制。屈光发育健康
档案是一种预防监控系统，不
仅针对已发生近视的儿童，还
面向所有适龄儿童（3岁至12
岁最佳）。建立儿童屈光发育
档案，要求家长每隔6个月带
孩子进行1次屈光检查，主要
内容是视力、屈光度数、角膜
曲率、前房深度、眼轴长度、眼
位、眼底检查、眼压等生理指
数。通过完善记录孩子的屈
光发育状态，动态观测孩子的
近视发育情况并及时给予个
性化控制方案，达到有效控制
近视的目的。对于已经近视
的孩子，应佩戴合适的框架眼
镜来矫正，近视度数增长较快
的孩子可以选择角膜塑形镜
控制近视进展。

蒋乐文提醒，家长发现孩

子假期后视力下降，不可盲目
配眼镜，一定要先进行详细的
检查，由医生决定是否需要配
制眼镜或更换眼镜度数。

蒋乐文称，保护好孩子的
视力，主要藏在日常学习、生活
的细节中，家长一定帮助孩子
做好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增加
白天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时间
与近视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户外活动对尚未近视的儿童有
明显的保护作用。提倡从学龄
前儿童开始增加户外活动的时
间，鼓励每天户外活动至少2
个小时。二是良好的书写阅读
习惯。保持书写时坐姿端正，
不在行走、坐车或躺卧时读
书。三是适宜的照明环境。
读写应该在采光良好、照明充
足的条件下进行。四是应定
期检查视力、均衡营养、睡眠
充足，并少用手机、平板等电
子产品。

开学后 家长应关注孩子的视力
本报记者 朱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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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现在的体育公
园，能“进化”到何种程度？有多智慧？
答案就在温县古温国体育公园。8月31
日，古温国体育公园开园仪式举行，这既
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
推进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务实之举；既
是传承和弘扬古温国历史的重要载体，
也是探索现代体育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
重要路径。

据介绍，古温国体育公园是温县首
座功能完备、项目齐全的新型智慧综合
性体育公园，位于温县城东环城水系南
渠，东邻子夏大街、西邻人民大街、北靠
温县人民医院、南抵马武线。该公园总
投资284.5万元，占地总面积约6万平方
米，其中健身设施占地约1.2万平方米、
绿化占地约3.9万平方米。

该公园整体设计分为五大板块区
域，分别为笼式球场区、青壮年健身区、
老年人活动区、儿童游乐设施区、智能景
观区。五大板块细分8处活动区域：笼式
篮球场、笼式足球场、笼式羽毛球场、笼
式网球场、笼式门球场、笼式乒乓球场、
健身路径、儿童乐园，并在主要运动区域
铺设EPDM运动面层，满足不同年龄人
群的需要。建成投用后，可同时开展篮
球、足球、乒乓球、排球、网球等体育活
动，极大拓展了市民全民健身新空间，营
造了群众身边的体育生态圈，成为温县
的新名片和新地标。

智能化是该公园的显著特点。公
园里的智能健身驿站包含塑木健身器
材、力量型健身器材、新国标钢管健身
器材等智能二代健身器材17件，器材
液晶屏可自动记录用户的运动数据，
包括运动时间、锻炼次数、锻炼强度、
消耗的卡路里等运动数据，健身群众
可通过液晶显示屏或手机查看自己的
健身记录，了解自己的运动情况和锻
炼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健身计划。
同时，智能健身驿站手机可以连接蓝
牙播放音乐，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舒缓
身心，达到更好的健身效果。

公园里的智能座椅区，智能座椅能
亮、能“听”、能充电，相比普通木质或者
铁艺座椅，这个外形现代化的座椅有着
多项智能功能。其座位表面是太阳能
板，太阳能板上还配备了一层防水设计，
消除雨雪天气漏电、触电等不安全隐患；
座椅两侧各有一个无线充电区，座椅旁
边还有两处USB充电接口。智能座椅
能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储存在蓄电池
中，不仅配备蓝牙音箱功能，还提供无线
WiFi和手机充电服务。当夜幕降临，座
椅感应到周围亮度不足时，即会利用太
阳能自动变身为LED氛围灯，节能环保
又时尚。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日前，教育部
印发通知，公布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入围名
单，199个团队入选，其中河南理工大学
矿山安全工程教师团队名列其中。

河南理工大学矿山安全工程教师
团队，立足于矿山安全生产领域，以煤
矿瓦斯灾害防治国家重大需求为目
标，着力解决煤矿瓦斯治理方面的重
大技术理论难题，现有核心成员 47

人。近年来，该团队在师德师风、教育
教学、就业创业、科研创新、社会服务
及团队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
得到了教育行业和矿山安全工程领域
的广泛认可。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通讯员荆宝
平）8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202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公布，
其中中国科学院583人、中国工程院655
人。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机研究所苗长
兴、河南科技学院茹振钢入选，这两位入
选者均是焦作籍。

苗长兴,焦作市武陟县嘉应观乡

东营村人，1963年出生，1979年毕业
于武陟县二铺营高中，1983年毕业于
郑州大学数学系，1994年获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应用物
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曾荣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于敏
数理科学奖、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杰
出专家奖、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

创新一等奖、首届中物院十大导师之
一。

茹振钢，一个出生在焦作沁阳的
农民儿子，从一名普通农校学生成长
为中国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并凭借黄
淮第一麦——“百农矮抗 58”，荣获
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新庄大枣太甜了！一股子乡
土味道，还有农家做的枣馍，也太好
吃了。”8月31日，在修武县王屯乡
第四届新庄大枣采摘文化节上，来
自郑州的游客王女士不住地夸赞。

新庄村举办的大枣采摘文化节
俨然成了一场盛会。当日，魔术、变
脸、顶缸等节目轮番上演，枣花蜜、
枣花粉、枣芽茶等农产品琳琅满目，
来自郑州、新乡等地的游客在枣园
里摘枣、拾枣、品枣，不亦乐乎。

趁着这股子热闹劲儿，新庄村党
支部书记王小虎将“村长小虎助农直
播间”设在了路边，卖力地向网友推
介：“俺们新庄村种植大枣已有500多
年的历史，光村里就有枣树上千棵。
新庄大枣具有肉厚、核小、酥脆、含糖
量高、微量元素丰富等特点……”

舞台上，除了精彩纷呈的节目
外，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大枣之
王”的评选。新庄村几个有名的枣
农都来了，大家带着各自的大枣，摩
拳擦掌，比比谁的个头大。

“40.02 克！恭喜郭玉富获得
‘大枣之王’称号。”随着主持人的话
音落地，台下观众的掌声热烈响
起。皮肤黝黑、眼睛炯炯有神的郭
玉富上台领奖，他腼腆地向观众讲
了种枣心得：“俺种枣30多年了，将
传统的农业种植技术和现代科学手
段相结合，让俺种的枣产量高、品质
好。”

郭玉富有自己经营的蔬果采摘
园，其中12亩大枣园每年为他带来
10多万元的收入。在新庄村，像郭
玉富一样的枣农不在少数。作为群
众增收的“致富果”，新庄村90%以
上村民都参与到打造产业中来，全
村种枣面积1000余亩，去年每亩收
益1.8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8
万元，使新庄村成为王屯乡有名的
富裕村。

近年来，新庄村以枣为媒、以节
会友。为推介新庄大枣绿色新名
片，王屯乡将新庄村打造成聚人

气、集财气、提士气的发展宝地，积
极推进农旅融合，每年八九月份举
办新庄大枣采摘文化节，依托“一
村一品”乡村林果文化特色，培育
休闲采摘典范，实现打造产业链条
延伸。

“此次活动不仅持续擦亮了新
庄大枣品牌，拓宽了该乡特色农产
品的销路，还吸引各方游客前来感

受王屯乡的风土人情。”王屯乡乡长
姬平平说，下一步，王屯乡将大力推
进“生产+加工+品牌+营销”全产业
链开发，实现村民家门口就业，为乡
村振兴增添动力。

图① “大枣之王”评比现场。
图② 线上直播销售大枣。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温县有了
一座体育公园
分为五大健身区
健身器材和设施更智能

两院院士增选 两名焦作籍入选候选人名单

教育部公布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名单

河南理工大学一教师团队入选

一股子乡土味,这个屯的大枣有点儿甜
——修武县王屯乡第四届新庄大枣采摘文化节现场见闻

本报记者 宁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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