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年夜晚上10点多钟，市三院急诊科从西大
街一家饭店接回二名酒精中毒患者，二人满口酒
气，神志不清。

医生立即进行了紧急抢救，二人方才恢复正
常。据这二人的朋友讲，他们晚上一起在西大街
的这家饭店聚餐，原本二人说不喝酒的，因为中午
单位聚餐喝多了。

但当天是小年夜，同桌的朋友劝他们喝一
点，说是“透透就好了”。结果，二人没喝多少就开始
吐，继而就神志不清，甚至无法正常坐在椅子上。

朋友们见势不好，赶紧拨打了120。
在急诊室，陪同二位患者前来的朋友红着脸

说：“不知道不该透酒，大过年的让他们整个这事，
真是太不应该了，下次再也不能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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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多了，千万别再用酒透一透
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加重酒精中毒

为啥有时透透觉得舒服点？这是酒精戒断症状作怪
临 近 春 节 ，

亲朋好友聚会、
单位聚餐的机会
很多，席间难免
推杯换盏，一不
留神，就容易喝
高。

醉酒的经历
大 多 数 人 都 有
过，有种说法是
稍微喝点酒透一
透，就好受多了。

在大量饮酒
的情况下，真的
是透一透就好了
吗？

专 家 说 ，这
种说法是绝对错
误的，喝多了，可
千万别透一透，
这样对人体的伤
害更大。

晚报记者 邢进
通讯员 陈锦屏

曾中洲
为什么有时在饮酒次日，透一透会感觉舒服

点？
孟凡超说，这是酒精戒断症状导致的，在大量

饮酒之后，次日忽然不再接触酒精，会出现心慌、
震颤、谵妄、抽搐、意识混乱、过度兴奋等不适的感
觉。尤其是长期大量饮酒，出现慢性酒精中毒症

状的人更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治疗。“医生或是给患者饮一点酒，或是采用其
他办法，使症状得到缓解。”孟凡超说，如果自行饮
酒来透，很有可能无法把握量的问题，导致酒精中
度的症状加重。

市三院急诊科主任孟凡超说，春节将至，酒精
中毒者开始增多。

这些天来，每天医院急诊科都会接诊数例饮
酒过量的患者。

“喝酒不可过量，更需要注意的是，喝多了，千
万不可‘以毒攻毒’喝点酒再透一透，这样对人伤
害更大。”孟凡超说，饮酒后，乙醇在消化道中被吸
收入血液中，空腹饮酒则吸收更快。

血中的乙醇由肝脏来解毒，成人的肝脏每小
时约能分解 10 毫升乙醇，大量饮酒，超过机体的
解毒极限就会引起中毒。

“如果这时再喝酒透一透，无异于饮鸩止渴，

加重酒精中毒。”孟凡超说。
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如果过量饮酒，会造成体

内供血不足，在酒精刺激下，很容易出现急性酒精
中毒。“比如糖尿病、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已经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硬化，如果受到过量酒精刺激，非常
危险。”孟凡超说。

而即使未发生意外，醉酒后也相当于患了一
场病，乏力、厌食、无精打采，会出现慢性酒精中
毒。

孟凡超说，酒精过量会抑制脑干功能，而脑干
专门掌控人的呼吸、血压、心跳等，如果被抑制，就
会出现呼吸、血压、心跳异常，进而危及生命。

喝多了，千万不能透，会加重酒精中毒症状

中午喝多，晚上透一透，二人进了急诊室 三招教你合理饮酒
春节临近，聚餐时喝酒的机会很多，如何科学饮酒？
孟凡超给公众推荐了几种特别实用的办法：
一、喝酒千万别“混搭”：“混搭”饮酒最伤身，现在的饮酒混

搭创意百出，如红酒加雪碧，威士忌加冰红茶，啤酒加可乐，或者
“红、白、啤”轮番上阵。

孟凡超说，常用兑酒的碳酸饮料，在胃里释放出的二氧化碳
气体会迫使酒精很快进入小肠，从而加大伤害。

而且喝的人觉得像在喝饮料，就使劲喝，一旦察觉到有酒精
作用时，就已经喝多了。

二、“一口闷”最易醉：喝酒千万别过猛过快。要慢慢喝，让
身体吸收得慢一些。要就着菜来喝，这样能有时间分解体内的
乙醇。千万别空腹喝酒，先喝一杯牛奶，或吃几片面包，以免刺
激胃黏膜，还可提前服用维生素B以保护肝脏。

三、喝酒抽烟最易喝“高”：有的人一支烟、一杯酒，快乐似神
仙。边喝酒边抽烟，是伤肝又伤肺。因为香烟中的尼古丁会减
弱酒精对人体的作用，相当于被“麻醉”了，不知不觉中就会大大
增加饮酒量。

酒精中毒，学会解救
轻度的酒精中毒，自己也可解救。
孟凡超说，出现轻度酒精中毒时，首先要停止继续饮酒，其

次可找些梨子、马蹄、西瓜之类的水果解酒。也可以用刺激咽喉
的办法（如用筷子等）引起呕吐反射，将胃内酒物等尽快吐出来。

对于已出现昏睡的患者不适宜用此方法。要安排酒精中毒
者卧床休息，注意保暖，注意避免呕吐物阻塞呼吸道。

观察呼吸和脉搏的情况，如无特别，一觉醒来即可自行康
复。如果患者卧床休息后，还有脉搏加快、呼吸减慢、皮肤湿冷、
烦躁的现象，则应马上送医院救治。

发生严重的急性酒精中毒时，会出现烦躁、昏睡、脱水、抽
搐、休克、呼吸微弱等症状，应立即送医院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