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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敏 通讯员 郭庆辉

本报讯 近日，我市铁路派出所民

警在永康南站抓获一名网上在逃的犯

罪嫌疑人。

该嫌疑人姓付，老家在辽宁沈阳，

今年 40 多岁，专科文化。被我市铁路

派出所民警抓获时，付某表示自己不

知道已被网上追逃，不过被网上追逃

的原因倒是马上向民警交代得清清楚

楚。

付某原本是沈阳一家艺术培训学校

的投资人兼绘画课老师。她凭着不错的

绘画功底，招来不少爱好绘画的学生，艺

术培训学校也算经营得有声有色。

去年，随着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对校

外辅导培训机构更加严格规范管理，付

某的艺术培训学校被取消了办学资

格。她没有停止办学继续招生，但前来

参加培训的学生还是越来越少，加上还

要支付房租等费用，培训的盈利也越来

越少。

偶然的机会，付某在互联网上搜索

到做金融投资回报率高，便将办培训学

校收取的 50 多万元培训费用于投资。

短短几个月，付某不但没有赚到钱，投

入的资金也全部打了水漂。

今年年初，付某在没有通知已交学

费且没上完课时的学生的情况下，突然

关掉学校，之后索性玩起了失踪。

当地学生家长报警后，付某于 7 月

份被当地公安机关上网追逃。而付某

在 5 月份就已来到我市，在一家工贸公

司上班做办公室内勤。她曾侥幸地以

为自己从老家沈阳躲到 2000 多公里

以外的永康就没事了，没想到法网恢

恢疏而不漏，在准备乘高铁去义乌的

路上“栽”在我市铁路派出所民警的手

里。

沈阳培训老师“跑”进永康南站死胡同

□记者 吕晓婷

本报讯 一根毫不起眼的“小草”，

你走过可能也不会多看一眼。但懂行

的人却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慢慢挖

去，惊喜往往在土层以下，蝉蛹一样的

外形注定了它的不平凡。

“小草”，有人称之为“金蝉花”。最

近一段时间，它成为很多市民的心头

好，不少山民带着为了它，穿行在山林

间，弯着腰，紧紧盯着地面“寻宝”。不

过，这“小草”也成了一部分市民前往医

院紧急救治的罪魁祸首。近日，市一医

抢救室就接诊了三例“食用金蝉花中

毒”的病例。

平民版冬虫夏草
有些人靠它挣了钱

什么是“金蝉花”呢？金蝉花，俗称

大虫草，和冬虫夏草一样，也是虫菌复

合体，号称“平民版冬虫夏草”。

金蝉花在我国许多古代医学典籍

上均有记载，具有镇静、清热、止痛及明

显的抗肿瘤效果，但现代医学对它的研

究不多，2010 年出版的《国家药典》也

没有相关记载。

据古代医学典籍介绍，金蝉花的产

生是因为蝉的幼虫在羽化前被虫草菌

感染、寄生，形成了根是蝉的幼虫体、花

是从蝉头部生长出来的菌丝体的奇异

形态。蝉的品种有很多，金蝉花一般是

由苦竹蝉的幼虫被感染后形成的，而苦

竹蝉多生活在竹林里。因此，江浙一带

金蝉花较多。

近几年，我市一些村民听说了金蝉

花堪比“冬虫夏草”，不仅功效神奇，而

且倒卖的话收入不菲，陆续开始上山采

挖金蝉花。

市民吕先生上周末特地从永康跑

到武义的山上挖金蝉花，才一天就挖了

100 多只。当记者询问是否拿来卖时，

吕先生表示这是自己吃的。当记者再

次询问是否清楚金蝉花的功效，吕先生

表示：“不清楚，大家都这么吃呢，肯定

都没事，没病当补身子吧。”

野外的多是山寨版
有些人吃它中了毒

不知道疗效，就随便吃金蝉花，现

实真像吕先生说的那样“没病当补身

子”吗？

近段时间，市一医救治了十来个

“食用金蝉花中毒”的病人。其中一位

女性患者出现了明显的神经性中毒表

现，有肢体麻木的症状，在抢救室进行

解毒治疗。在医学典籍上记载无毒的

金蝉花，为什么有的人吃金蝉花没事，

有的人就会中毒？这是所有患者家属

都想了解的问题。

市一医急救中心副主任潘君枝说，

以下两类因素可能是导致中毒的原

因。第一，采摘到的金蝉花可能是“山

寨版”。真正的金蝉花数量稀少，金蝉

花的形成需要苦竹蝉感染真菌形成。

有些蝉花则是其他蝉类感染真菌形成

的，医药界称之为“类金蝉花”“类蝉

花”、奇异虫草或蜂毒虫草等。

此外，特定的蝉感染特定的菌才

有药用。感染源不同，感染的真菌种

类不同，可能出现数十种类蝉花。虽

然外表上看与苦竹蝉金蝉花无二，但

是食用后极有可能引发中毒。当然也

存在部分人群对蝉蛹所含的特异性蛋

白过敏，服用金蝉花也可能引起过敏

反应。

所以，野外采挖到的金蝉花是不能

随便吃的，不是一个知了壳上面长着一

株草，就是金蝉花，普通民众辨别不了

真伪。

第二，金蝉花“坏了”。金蝉花生长

在潮湿的南方，雨水多。野生的金蝉花

没有人为控制采摘时间，如果长成后没

有及时摘走，继续吸收水分，容易腐烂

霉变，食用后可能导致中毒。如果真想

用蝉花煲汤，可以喝汤，但不能吃汤渣，

因为汤渣有蝉花的蝉体，蝉体神经毒素

在汤中释放较少，且容易在高温环境下

破坏，而蝉体残留毒素较多，易造成人

体中毒，致出现过敏、手脚麻痹、头晕等

症状，严重者可致死亡。这可能是喝蝉

花汤较少中毒而吃汤渣较易中毒的原

因。

专家建议
请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以前金蝉花没有进入大众的视

野，最近随着一系列新闻，门诊中有不

少患者来咨询金蝉花。”潘君枝提醒市

民，金蝉花请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虽然金蝉花医书中记载无毒，与大

众熟知的冬虫夏草有类似的功效，但服

用金蝉花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自行

上山挖掘金蝉花煎服，不仅在药品辨识

上存在风险，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服用金蝉花。金蝉花对于体虚、肺肾功

能不佳的患者有一定的滋补作用，但与

冬虫夏草不同，金蝉花性凉，寒性体质

的市民服用后，很可能出现腹泻等症

状。

此外，市民购买金蝉花时不仅要在

正规渠道购入药品，而且要通过中医师

准确辨证后，指导服用。

最近很多人上山“寻宝”
这种叫金蝉花的“小草”有那么好吗
正宗金蝉花并不多，小心吃了“类金蝉花”中毒

客车与电动车相撞

佩戴头盔的男子
“飞”出去只受轻微伤

□记者 叶宁

本报讯 近日，在科源路与文

溪中路交叉路口发生惊心一幕：一

辆白色小型客车在机动车道上正

常转弯行驶。突然，一辆黑色电动

车飞速驶过，由于未提前观察无法

及时减速，电动车驾驶人黄某头部

直接撞上机动车引擎盖，随后被甩

飞出去，头部着地。

事故现场，电动车碎片掉落一

地。幸运的是，黄某因为正确佩戴

了安全头盔，在这起严重的事故中

只是受了轻微伤。“幸好骑电动车

的人戴了头盔，不然后果真是不堪

设想。”现场许多围观的市民议论

道。

据交警介绍，在电动车交通事

故死亡案例中，四分之三以上的致

命伤发生在头部。有研究数据表

明，佩戴安全头盔可使摩托车、电

动车驾乘人员在事故发生时头部

外伤和颅脑损伤的概率分别减少

63%和 88%。这是因为头盔的壳

体由强度较高的材料制成，如金

属、工程塑料、凯芙拉纤维等等，通

过它的变形来吸收大部分冲击力；

衬里材料具有吸汗、保暖、减震的

功能。

因此，佩戴安全头盔与乘车系

好安全带一样，它们虽然都不能防

范事故的发生，但可以在事故发生

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不受到严重

的人身损害。此外，安全头盔鲜明

醒目的色彩，在会车或超车时，还

能起到提示作用。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绝

大部分电动车驾驶者佩戴头盔却

不系颚带或者系带过于宽松等现

象，解开头盔的颚带可能会感到更

舒适，宽松的系带使头盔可能随时

跳动移动，但在危险来临、头部受

到撞击时，它就会轻易地弹飞出

去，完全起不了任何保护作用。

那么，该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

盔呢？交警指出，佩戴头盔时，应

选择适合尺寸的头盔，水平佩戴，

不可前仰或者后翘；调整头盔两侧

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

位置正好位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

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

扣 紧 ，在 下 颚 处 留 出 一 指 空 隙 。

显然，黄某佩戴的是全盔，有效起

到了保护作用。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提醒广大

电动车驾驶员：驾驶电动车时，一

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系上头盔

颚带，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

车安全。关键时刻，一顶安全头盔

就相当于一张“保命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