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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妇摘西瓜
蛇咬脚后跟
□记者 应玲菲 王导

本报讯 14 日 9 时，在家人的帮

助下，西溪镇后岗头村 70 多岁的村

民杨彩风被送进了医院 。杨彩风

说，当天上午，她去西瓜田里摘西

瓜，弯腰拨开藤叶正准备摘西瓜时，

突然感到左脚后跟一阵疼痛。查看

疼痛处后发现，上面留着两个牙齿

印，不痛不肿也没出血，她怀疑是被

蛇给咬伤了。

杨彩凤的家人不放心，立马将她

送到了医院。急诊医生发现，杨阿婆

的左脚后跟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绿豆

大的红点，检查后得知，咬伤陈阿婆

的正是一条毒性极强的银环蛇。经

医生救治，杨彩凤伤愈出院。

无独有偶，当天21时43分，市一

医也接收了一名被毒蛇咬伤的男子，

伤情并不严重，救治后出院。

市一医急诊科主任柳化源说，夏

季，野外蛇出没频繁，尤其是下雨天

的闷热天气或雨后初晴时，蛇经常出

洞活动。因此在雨前、雨后、早晨、傍

晚，从事野外活动时要特别注意防

蛇。

金蝉花被说成“冬虫夏草”，有些人把它当补药

有人吃“金蝉花”吃中毒了
医生提醒：金蝉花和类金蝉花难分辨，要慎食用

“现在兴起挖金蝉
花和吃金蝉花之风，但
食用金蝉花市民还是
应该慎重一些。”22日，
市中医院中医科主任
朱杭溢提醒市民，金蝉
花与类蝉花很容易混
淆，不久前中医院收治
了一名食物中毒的病
人，患者自称吃了“金
蝉花”导致上吐下泻。

□记者 周灵芝 章芳敏

金蝉花炖鸡蛋红枣,李先生吃了上吐下泻
家住缙云县新川村白塘村的李

先生今年 41 岁，在我市一家门企工

作。前几天厂里放假，他和妻子回了

趟老家，发现许多村民上山挖金蝉

花。李先生和妻子也忍不住上山去

挖，可由于挖的人太多，他们只找了

两个金蝉花。

“别人要花钱买来吃，自己挖的不

用花钱，我们也可以补补身体。”李先

生的妻子想到丈夫工作比较辛苦，第

二天早晨，便将金蝉花和鸡蛋红枣一

起炖起来，给李先生吃。李先生起床

后，将一碗红枣鸡蛋吃得一点也不剩，

最后碗里剩下的两只“金蝉花”，觉得

扔了可惜，他就嚼碎吞了下去。

当天中午11时许，回到永康工作

的李先生出现了头晕、呕吐和腹泻的

症状。1 个小时后，李先生出现了四

肢麻木的症况，意识到事情不妙的他

赶紧到市中医院就诊。

“李先生的中毒表现类似蘑菇中

毒，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等。中毒

症状先反映在胃肠道，如不及时治

疗，可能会引起神经系统损害，肝、肾

功能损伤甚至衰竭等。”朱杭溢说，幸

好及时送医，经过治疗，李先生现已

完全康复，返回工作岗位。

有人收购金蝉花，收购价每只3.5元

最早进村挖金蝉花的是东阳人

成香菊说，里岭脚村的村民对金

蝉花并不陌生，只是以前没人去挖。

大批人进山寻找金蝉花是今年6月的

事。记得在 6 月初，两辆东阳牌照的

轿车停在她家门口，起初她以为他们

是来走亲访友的，可没想到他们从车

后备厢里拿出了篮子和小锄头就上

山了。

“坐在我家门口闲聊的邻居，猜

测他们是到山上找草药。所以当他

们下山时，我围过去瞧了瞧，发现篮

子里居然全是金蝉花。对方介绍，他

们是东阳人，金蝉花是用来泡酒的，

据说能起到有病治病、没病强身的作

用。”成香菊说。

从那以后，隔三岔五就有人开车

来村里挖金蝉花。东阳画水镇林宅村

离里岭脚村只有一公里的路程，那里

的村民三五成群结伴来“探宝”，这些

人称金蝉花的作用与冬虫夏草一样，

有大补的功效，属于上乘的中草药。

有村民反映，位于该村附近的金

坑村、下位村，由于地理位置与里岭

脚村类似，每天都有不少外来人上山

挖金蝉花，以东阳人为多，偶尔也有

义乌人。本村的一些村民知道这事

后，也加入挖金蝉花的队伍。

21 日 18 时许，天空下起了沥沥

细雨。在唐先镇里岭脚村，忙碌了一

天的村民成香菊，站在门口与邻居聊

着这几天上山挖“金疙瘩”的事。

成香菊嘴里的“金疙瘩”就是金

蝉花，把它叫作“金疙瘩“，起因是前

不久不少人来村里收购金蝉花，每

只 3.5 元，也有人曾出过每只 5 元的

价格收购，不过以 3.5 元收购的人最

多。

“挖金蝉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要爬到山上的毛竹林里挖。以前山

脚下的毛竹林里也有很多金蝉花，可

今年挖的人太多了，只有爬到很高的

毛竹山上才会有收获。”成香菊说，这

几天空闲，她也到山上挖了一些金蝉

花，家里藏有 200 多个。一天下来，

专心去找金蝉花的人能找到 40 个左

右，按每只售价 3.5 元计算，一天的收

入也有 140 元。这笔钱对山里人来

说，也是不少的收入。

邻居忍不住问成香菊，这么多

金 蝉 花 藏 起 来 有 什 么 用 ？ 成 香 菊

有自己的打算：“卖掉的话也只有

几百元收入，别人大老远特意跑到

村里收购，一定有大用处。现在金

蝉花比以前难找，我还是备起来，

说 不 定 哪 天 自 己 要 用 到 。 所 以 现

在 我 把 挖 到 的 金 蝉 花 洗 干 净 、晒

干，收藏起来。”

金蝉花很难辨别真伪，市民食用要慎重
为了更准确详细了解金蝉花，记

者联系了浙江省中医药大学中药系

主任宋捷民。宋主任说，世界上已经

发现的 530 多种虫草中，金蝉花、冬

虫夏草仅仅是其中的两种。金蝉花

主要出现在中国的四川、江苏、浙江、

福建等地。丘陵地带土质疏松而潮

湿，覆盖有枯枝落叶层且常有竹蝉活

动的竹林地，一般均能采到蝉花。它

属于虫生真菌，其形成过程与冬虫夏

草相似。为苦竹蝉感染蝉拟青霉菌

后形成的“蝉”和“花（也称为草）”的

复合体。

宋主任说，国内外研究表明，金

蝉花性寒凉，具有提高免疫力、抗疲

劳、保肾、改善睡眠、抗肿瘤、保肝、抗

辐射和明目等多重作用。

金蝉花虽然是好东西，但也不是

人人都适合吃。市中医院院长吕章

春介绍，根据金蝉花的药性，风湿性

关节炎患者、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妇

女、感冒发烧、脑出血人群不宜吃。

民间的食用方法多为与排骨、鸡鸭、

鸽子等肉禽一起炖煮。国家规定摄

入量为每人每天不超过6克。

现实生活中因食用“金蝉花”中

毒的例子屡有发生，今年宁波、缙云

等地都先后出现过中毒事件。朱杭

溢介绍，这是由于蝉的生活周期长，

容易受到多种虫生真菌的侵染，我国

记载的易被混淆为金蝉花的就达十

多种，那些都是类金蝉花。

“也就是说，特定的蝉感染特定

的菌才是正宗的药用金蝉花，而这些

中毒的人，吃到的可能不是真正的金

蝉花，而是类金蝉花。一般人辨别不

了真伪，不是一个知了壳上面长着一

株草，就是金蝉花。”朱杭溢说，金蝉

花本身没有什么味道，通常在食用时

只喝汤，不要食用金蝉花，这在一定

程度上能避免因误食类金蝉花，摄入

大量毒素产生腹痛、头晕、呕吐的症

状。

朱杭溢猜测，李先生可能就是误

食了类金蝉花，而且他吃下了两个类

金蝉花，导致摄入毒素量过多引发中

毒。所以市民在食用自己挖的金蝉

花要慎之又慎。

患病丈夫
将妻子砍伤
法援中心
帮其渡难关
□记者 章芳敏 通讯员 谢欣利

近日，在我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帮

助下，市人民法院对砍伤妻子的河南

人王某做出了强制医疗的决定。王

某的妻子李某对这个决定很满意。

因为强制医疗解决了昂贵的医疗费，

王某可以在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李某

则可以继续工作，还能不时地去医院

看望丈夫王某。

去年 9 月 30 日，王某在宿舍内，

无故怀疑妻子欲与他人合伙伤害自

己，就手持菜刀砍伤妻子。

经司法鉴定，李某所受的伤为轻

伤一级，而王某也被鉴定为患有精神

分裂症。然而，王某家境贫困，早年

也曾被检查出患有精神障碍，但没钱

入院治疗，平时靠服用廉价的安眠药

控制病情。

不久前，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

案。法援中心的汪金刚律师作为王

某的辩护人参与庭审，在结合证据事

实及庭审情况的基础上，为王某申请

强制医疗，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法官对案情进行分析后，认为王

某持刀故意杀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公

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

负刑事责任，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

能，决定对王某强制医疗。

村民成香菊向记者展示已晒干的金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