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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各种偏方，甘当“小白鼠”中毒
合肥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她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

相信养生偏方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结果。陈女士所说的

朋友姓曹，去年在家收拾衣柜，放在高处的她够不着，就

挪了板凳过来，没想到摔了下来。“当时我们去看她，虽然

摔得也不是特别厉害，但需要休养，毕竟伤筋动骨一百天

嘛。”陈女士说，当时曹女士就跟她介绍——听说一个养

生偏方，用三七来调理。“我也听说过，但也听说过使用不

当造成死亡的事情，于是当时就提醒了她。”陈女士说。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就听说曹女士住院了。”原

来，曹女士在网上购买了三七，“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土

三七，后来出现了中毒现象。”陈女士说，本来她也想试

试，把三七当做保健品来进行日常养生，现在都不敢轻易

相信了。“有问题还是找医生吧。”

对于这样的事情，在采访中，记者也听不少子女抱

怨，“我母亲特别相信偏方，而且是坚持贯彻着，之前不知

道从哪里听来，用醋泡蒜吃得好，当然我也不否认这种偏

方有一定的作用，但母亲却把偏方当‘圣旨’，让我受不

了。”合肥市民王女士就抱怨自己的母亲，经常在家里用

醋泡蒜，而且一泡就很多，时间也很久，那股味道在家里

久久散不去，不喜欢的人闻着很不舒服。

怕吃药，宁信“食疗”放弃“治疗”
“很多老年人会把食疗当成治疗，我们工作中也遇到

不少这样的老人。”在瑶海区从事基层民政工作的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老人，都有一个特点，怕吃药，而

且特别相信食疗。”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辖区有一位老人患有高血压，需

要长期服药来控制，“医嘱是每天都需要服药，饮食上可

以经常吃点芹菜、黑木耳这些具有降压效果的菜，但老人

仿佛没有听见医生前面半句医嘱，而是清楚地记得了后

面的半句。”

这位老人就私自减了降压药的用量，加大了芹菜的

分量，不仅是当菜吃，而且还榨汁喝，“一开始，减轻了药

量，老人觉得还行，血压并没有以前那么高了，相信了食

疗的作用，后来停了药，没过多久，就发病了，我们社区工

作人员将他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当然不能否认有些食

物在理论上的确是有一些辅助降压的效果，但只能起到

辅助作用，不能当成治病的手段啊。”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老人都有这些追求食疗的想

法，“为了养生，我母亲还专门买了一台破壁机来做各种

奇奇怪怪的蔬菜汁，喝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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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婆婆最近痴迷养生，但在

我看来，很多都是没有科学依据

的。”最近，合肥市民方女士向记

者吐槽，她婆婆的“养生之路”仿

佛偏离了，一味地相信朋友圈里

的没有经过确认的信息。采访

中，记者发现，当下，很多老年人

因为身体原因，爱上了养生，但有

的老年人已经是为了“养生”而

“养生”，似乎一开始就选错了道

路和方向而不自知，有的甚至是

想尽了办法，甘当“小白鼠”来尝

鲜，让身体处于“负发展”状态。

□ 牛红磊 王玉荣 记者 祁琳

合肥市民鲁女士听说“养生达人”的问题就特

别有话说，“我母亲就很典型，有病痛不是去医院，

而是去找各种理疗、按摩店。”

鲁女士说，作为女儿，母亲从老家来帮她带孩

子很辛苦，加上年轻时就落下一些老毛病，她也很

心疼，“母亲经常喊着这疼那疼的，我就会抽出时

间，带她去医院检查，她相信中医，我就带她去了针

灸医院，按理说做做针灸，应该能减轻一些。”

但后来鲁女士才知道，医生安排的一些针灸的

疗程，母亲都没完成过，去过一两次就放弃了，转而

投向街边、小区里的一些按摩店。

鲁女士为此还跟母亲吵过架，“先不说这些按

摩店是否正规、是否具有资质，换一方面说，有了病

痛就应该相信医生，找到问题的所在才行啊。”但鲁

女士的母亲就是不相信，不停地说理疗按摩才能缓

解她的病痛。

患有病痛，却把按摩店当成“医院”

在合肥市民刘先生眼中，老年人追求成为“养

生达人”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能理解的事情，但他

们多少都会有一些误区。

“有一位老人今年 80 岁了，看上去就跟 50 来

岁一样，听说他的养生秘诀，除了日常生活的规律

外，也会给自己一些针对性的锻炼，而且是长年坚

持着，这才叫养生，像我爷爷那样，保健产品一个不

落下，算是走进了误区了。”刘先生说。

刘先生爷爷在皖南老家，一人独居，作为小

辈，刘先生也会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去看看老人，“有

次在爷爷家里，看放了好多药酒，爷爷说是买来喝

的，他平时也喜爱喝一点小酒，我就没在意。”后

来，刘先生再去看望爷爷时，发现家里的药酒一瓶

没少，还多了很多保健品。老人说这是搞活动时候

买的，药酒是来自青海，“我一听爷爷的介绍，就觉

得很不靠谱，一看就是组团欺骗老人的活动。”在这

样的情况下，爷爷还是买了很多保健品回来，各种

产品的功效，如数家珍。“我也多次劝说爷爷不要花

这些冤枉钱，而且很有可能会上当受骗，但爷爷就

是不听。”

独居老人，保健产品一个都不想落下

合肥市民袁女士，对于“养生达人”这个话题，

也向记者大倒苦水，“我母亲对于微信群聊、朋友圈

的信息，没有自己一点判断，尤其是养生话题的，全

部相信。”

让她感到苦恼的还有，母亲不仅自己对这些信

息照单全收，而且还各处转发，尤其是盯着袁女士，

要她照做。“说实话，这类的链接我一般都不看的，

母亲转来，我也是回复一个好的，没想到她还居然

考我养生问题，让我真的很难受。”

袁女士说，分享是一件好事，但是母亲这种不

分好坏、不辨是非的养生知识分享，已经成了她的

一种负担。

人云亦云，朋友圈的养生信息照单全收

“这样的问题很普遍。”对此，安徽省精神卫

生中心（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心理科副主

任医师王莹建议：老人要正视自己的身体和年

龄，子女要经常沟通，不要等到问题出现了，再进

行关心。

王莹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认知能力

在下降，这是无法避免的，“要正确对待认知，子女

要多观察，老人出现能力下降，是不是经常反复，

如果反复可能是一种病态的反应，需及时治疗。”

区分了病态的情况外，对于子女来说，要多多

沟通交流，“尤其是老年人在养生问题上，涉及钱

财，子女的关心可能就变成了‘在乎钱’的想法，需

要注重平时的关心。”

此外，在关心的基础上，要多加输入正确的养

生科普知识，“老年人接受养生是好事，子女帮其

梳理，通过正确的渠道来获取养生之道。”

专家建议：正视问题，子女多沟通

相信各种偏方
“养生达人”养生路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