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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疑

□ 提醒 □前 沿

茶、咖啡和巧克力未来或消失？

□常 识

冬病夏治
有五个错误认知

孩子吃完饭马上午睡
易得胃病

防痱子5点要牢记

据外媒报道，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越来

越多的农作物的生长将受到影响，一些鱼类和动

物的数量也可能大大降低。未来，一些广受欢迎

的食物和饮料有可能从人类餐桌上消失。

报道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到 2050 年，全

球适合种植咖啡的土地面积可能会减少一半；到

2080年，野生品种的咖啡预计将全部灭绝。据了

解，坦桑尼亚是咖啡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在过去的

50年中，其咖啡产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茶叶的生长环境也愈发恶劣。在印度，由于滋

养茶园的季风越来越强烈，茶叶的口味开始受到影

响。品茶的人也许会发现，茶水味道已经越来越淡。

巧克力也是全球变暖的意外受害者。据悉，

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对生长环境有很高的要

求。对于可可树来说，任何温度、降雨、土壤质量、

阳光或风速的变化都会对收成产生巨大影响。

2060年以后，贡献了全球可可出口产量三分

之二的生产国加纳和科特迪瓦，都将面临平均气

温上升2度的可能。气候变暖的直接后果是，市场

上不会再有物美价廉的巧克力。目前，气候的变

化已经迫使印尼和非洲的种植者从种植可可转向

其他作物，如棕榈树和橡胶树。 □据中新社

营养专家表示，绿豆的清热之力在皮，解毒

之功在内。想要什么颜色的绿豆汤，是根据你的

身体需要来决定的。煮绿豆汤首先要多注意细

节，绿豆和水的比例 1∶10 为佳，煮汤时将绿豆淘

净，加入放凉水的锅中。

消暑——绿色为佳
以消暑为目的喝绿豆汤时，用大火煮10分钟

左右即可，此时豆汤颜色为碧绿色，溶出的物质

主要是豆皮中的活性成分，而且氧化程度最低，

清热能力最强。

值得注意的是，营养专家曾做实验，用纯净水

来煮绿豆汤，不仅倒出来时呈现碧绿颜色，放很久

都还是碧绿的。此外，注意煮时为了减少氧化，应

盖上锅盖为好，还尽量避免用铁锅煮，以免绿豆中

的有效成分与铁离子反应从而干扰其效果。

另外，绿豆与其他食品一起烹调疗效更好，

防中暑可以喝绿豆银花汤：取绿豆100克、金银花

30克，加水适量煮10分钟左右即可，喝下清汤暑

气全消。

注意不要把豆子一起吃进去，光喝清汤就可

以达到很好的功效。

解毒——红色更好
皮肤上出现痱子、皮疹，可能是因为体内热

毒过盛，如果要喝绿豆汤，煮的时间就应加长，以

30 分钟到 1 小时为宜，豆子煮烂到开花，汤变得

浑浊，喝起来有沙沙的感觉，这样的绿豆汤清热

解毒的功效才好。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绿豆“味甘性寒”，长期

有手脚冰凉、唇色发淡、腹泻等症状者，最好不要

多喝绿豆汤，以免诱发其他疾病。

此外，老人、体虚者、儿童不宜长期饮用，因

这类人群胃肠消化功能不足，难以在短时间内消

化掉绿豆蛋白，易引起腹泻。

□据《健康时报》

夏天了，许多孩子容易生痱子，北京儿童医院皮

肤科副主任医师梁源提醒，防痱子要注意以下5点：

1.选宽松衣服。尽量选择比较吸汗、柔软的

纯棉衣物，在款式上尽量避免紧领紧袖口，衣领宽

松宽大的衣服最适合夏天的宝宝。

2.保持室内凉爽。可以使用空调、电扇等设备，

降低室内温度，但需要注意避免冷风直吹宝宝。室内

凉爽，减少宝宝汗液排出，可以有效预防痱子发生。

3.洗温水澡。一定要避免热水烫洗，洗澡的

水温在34至36℃间即可，洗澡的时间控制在五分

钟到十分钟。

4.个人卫生要注意。潮湿的衣服要及时更

换，换之前用干净的毛巾擦干宝宝，尤其注意脖子

底下、腋窝、大腿根等皱褶部位。

5.正确使用痱子粉。痱子粉是可以预防痱子

的，但是使用的前提很重要。痱子粉一定要涂在

干燥的皮肤表面才能起到预防作用，宝宝身上所

有皱褶部位可重点涂抹。 □据新华社

有句话说得很好，“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孩

子午睡能够让孩子在下午精力充沛，提高注意力，

有利于下午的学习。但是，让孩子吃完午餐马上

就睡午觉，并不利于身体健康。

因为刚吃了午饭，胃内充满了食物，消化系统

正在撸起袖子加油干，此时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

血流速度减慢，血液变得粘稠，心脏、大脑等重要

部位的血流量相对减少，此时容易感到犯困。但

是如果立马躺下，孩子的胃比较小，贲门括约肌的

压力承受能力有限，很容易引起食物反流，胃液对

食道造成刺激，轻则引起不适，重则导致反流性食

管炎。

另外，孩子进入睡眠状态后，机体新陈代谢慢

慢减低，而消化系统还处于运转状态，此时午睡容

易影响消化，不利于食物的吸收，长期容易导致胃

病，也影响午睡的睡眠质量。

正确的方式是：午餐后让孩子先休息20分钟

到半个小时，最好进行散步等轻微的体力活动，促

进食物在胃内的排空，之后再睡午觉。

□ 据《中国妇女报》

冬病夏治是中医特色疗法，更是智慧结晶。

夏季天气炎热，人体阳气最为旺盛，适宜冬病夏

治。但临床中发现大家对冬病夏治有一些错误观

念，这里为大家逐一解析。

错误一：所有人都适合冬病夏治
冬病夏治是为了温补人体阳气，比较适合阳

气不足、不能固护温煦人体，致使阴寒之邪侵袭人

体引发疾病的人群。此类人群可通过贴敷、艾灸、

拔罐等特色疗法，补益人体阳气，护卫机体，制衡

阴寒邪气，再到冬季时，机体就能有效抵御阴邪，

即使致病，病情也会大大减轻。而平素阳气充足、

阴气亏虚的人群，不适合冬病夏治。如果一味增

补阳气，会损害阴气，导致人体阴阳失衡，反而加

重疾病。

错误二：“夏治”有效就不用继续治疗了
临床上，不少患者治疗过程中一旦症状有所

减轻，就不再继续治疗了。比如，有些患有哮喘、

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在夏季选择了三伏贴，可能

只贴了一伏或者两伏，觉得咳嗽气喘不严重了，就

不再继续贴敷。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非常不可

取。慢性疾病迁延不愈，决定了病因和病机十分

复杂，治疗方法也必然是长期管理，既中医所谓的

“慢病慢治”。冬病夏治疗法后出现症状减轻，证

明温补阳气的治法正确，这时需要的恰恰是巩固

疗效，不应自行终止。

错误三：“夏治”可保冬病不发作
人体极为复杂，身体发病与否由多种因素共

同导致。例如，青壮年和年老体弱者对治疗的敏

感性和疾病的抵抗能力就不一样，疾病严重程度、

病程长短等因素都会影响发病。因此，冬病夏治

虽然有效，但我们应顺势而为、因时利导，不可过

度依赖或迷信。

错误四：冬病夏治就是穴位敷贴
穴位贴敷是中医一种外治的特色疗法，通过

将药物贴敷在特定穴位和经络上，刺激该处穴位

经络，达到温补阳气、通经散寒、调理气血的作

用。但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不只有穴位贴敷，还

包括艾灸、针刺、拔罐、埋线或内服药物等其他疗

法。因此，医生会针对不同人群的体质辨证治疗，

不会是一种疗法单打独斗。

错误五：不分疾病盲目采用冬病夏治
是否适合冬病夏治需要根据患者体质和疾病

情况决定，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冬病夏治。比如常

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免疫系统疾病、耳鼻喉科

疾病，例如支气管哮喘、肢体麻木、风湿性关节炎、

过敏性鼻炎等，这些疾病如果因为素体阳虚、因感

受风寒邪气引发所导致的就适合冬病夏治；而如

果上述患者出现黄痰、咽干口燥、心烦胸闷等热证

的征象就不适合。因此冬病夏治前应咨询医生后

再进行。 □ 据《生命时报 》

“买的樱桃有一半是连体的，这是怎么回

事？网上有说法称是因为打了激素和农药，真的

吗？”时下，连体樱桃受到不少人关注，这样的樱桃

到底能不能吃？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分子生物

学博士郗旺告诉记者，樱桃果实连体，通常是因为

在孕育花苞时两个雌蕊发生基因突变黏连在一

起，它们同时受精，导致最后结出的果实黏在一

起。樱桃从开花到成熟只需 40 多天，对温度、湿

度要求较高，而且大部分樱桃品种抗虫性较好，生

长过程一般不使用农药，只有采收完毕后，为了保

护树叶，才开始喷药。也就是说，连体樱桃不是打

了激素和农药。 □据《生命时报》

□辟 谣

绿豆汤红色的好还是绿色的好？

连体樱桃是打了激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