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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辉介绍，最近，一种叫“专注
达”被誉为“聪明药”，在家长圈中悄
然流行。部分家长误以为它能让正
常人变得更聪明，声称孩子服用后在
学习和考试中“更加专注，注意力更
加集中，精神更加振奋”。然而，这种
说法不仅缺乏科学依据，更是对孩子
健康的不负责。

记者在外卖平台上，输入关键词
后就会跳出相关商品，品名有“专注
达”等，商品的详细描述令人心动。
据介绍，心不在焉、考试粗心大意、作
业马虎、经常走神，经常把b和d，p
和q形近字弄混淆等，都是注意缺陷
的表现，而服用该药物可以实现“身

心合一，专注学习，告别做A想B”。
因此，不少家长把这类通用名为“盐
酸哌甲酯”的药物称为“聪明药”。

“聪明药”真有那么神奇吗？据
介绍，这类药物是一种国家严格管控
的精神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注意力
缺陷多动障碍（ADHD），也就是常
说的多动症。

药物通过调节大脑中的去甲肾
上腺素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水平，帮
助患者改善症状，提高注意力和自我
控制能力，从而更好地参与学习和生
活。通俗地说，这种药物绝非正常人
提升智力的“灵丹妙药”，更不能被当
作提高学习成绩的“神器”。

“我平时不抽烟、不喝酒，
生活也很规律，只是吞咽有点
困难，怎么可能会得食管癌？”
小丽（化名）得知自己被确诊

“食管癌”后，第一反应是弄错
了。医生通过详细问诊发现，
她的饮食习惯竟是导致癌症
的“元凶”——长期食用腌制
食品和滚烫食物。

中高考临近
有家长想给孩子吃“聪明药”
医生：有成瘾性风险，随意服用后果严重

不吸烟、不喝酒的她
竟被确诊为食管癌
医生：“重口味”“趁热吃”不可取

黄敏辉在门诊中。资料图片

“黄医生，孩子快中考了，学习的时候注意力还是不集中。听
说现在有一种‘聪明药’，吃了后注意力就集中了，给我开一瓶
吧！”宁海县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科长黄敏辉说，最近一周有4
名中高考孩子的家长前来询问“聪明药”。

黄敏辉提醒，这种所谓的“聪明药”，并非如家长们想象的那
般神奇，反而可能给孩子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黄敏辉指出，滥用“专注达”类药
物的危害是显而易见且极其严重
的。这类药物有潜在的成瘾性风险，
随意服用后果不堪设想。

从药物作用机制来看，正常人的
大脑神经递质系统处于平衡状态，而
服用专注达会打破这种平衡。过多
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释放可能
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反应。

具体来说，在神经系统方面，孩
子会头痛、头晕、失眠、易疲劳；在精
神层面，可能出现焦虑、紧张、易怒及
情绪大幅波动等问题；在心血管系统
方面，可能导致血压升高、心跳加速；
消化系统也可能受到影响，表现为食
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或便秘。

长期滥用这种药物，还可能影响
孩子生长发育，对其身心健康造成长

远的伤害。如果孩子临近考试吃不
好、睡不着，反而会影响发挥。

黄敏辉指出，真正需要服用“专
注达”类药物的只有中重度多动症患
儿。这类患者必须在医生的严格指
导下使用药物，并严格把控适应证，
坚决杜绝药物滥用。

他提醒，家长应理性看待孩子
的学习成绩，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孩
子的成长。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
成长轨迹和天赋，学习成绩并非衡
量孩子能力的唯一标准。家长应为
孩子营造一个宽松、包容、鼓励探索
和尝试的成长环境，帮助孩子培养
良好的学习习惯、时间管理能力和
专注力，而不是盲目追求所谓的“聪
明药”。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王珍珍 夏亚萍

危害显而易见且极其严重

部分家长把“专注达”称为“聪明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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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腔镜下食管癌手术场景。资料图片

“早期食管癌症状隐匿，容易被
忽视，很多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
期。”岑浩锋指出，食管癌并非中老
年人“专属”，近年来年轻化趋势明
显。有统计数据显示，国内食管癌
患者中约有5%为40岁以下的中青
年人群。

岑浩锋提醒，日常生活中，若经
常感觉有东西黏在食管，咽不下吐
不出；进食时有轻微刺痛或烧灼感，
尤其吃热食、粗硬食物时加重；胸骨
后常感闷胀不适，伴随反酸、嗳气；
吞咽干硬食物时会出现明显卡顿
等，一定要警惕食管癌可能。随着
病情进展，患者还会出现进行性吞
咽困难、胸骨后烧灼样疼痛、无诱因
的体重快速下降等症状。

“如果上述症状持续2周以上，
应立即进行胃镜及食管造影检查。”
岑浩锋强调，高危人群如40岁以上、
有肿瘤家族史、长期不良饮食习惯
者，最好能每年接受一次胃镜检查。

岑浩锋表示，预防食管癌需牢
记以下“三要三不要”：要保持食物
温度＜60℃，避免“趁热吃”；要增
加新鲜蔬果摄入，减少腌制、熏烤食
品；要定期筛查：高危人群每年做胃
镜，普通人群45岁后每3年—5年
一次检查；不要食用霉变食物，注意
餐具清洁；不要长期吸烟饮酒，避免
多种致癌因素叠加；不要忽视早期
症状，及时就诊是关键。

记者 庞锦燕
通讯员 周哲静 谢美君

警惕这些“无声警报”
牢记“三要三不要”

小丽今年30岁。去年年底，她
开始感到吞咽时有异物感，仿佛有
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咽不下也吐
不出。起初，她以为是普通的“食管
异物”，并未太在意。然而，在当地
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不仅没
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

不久前，她来到宁波市鄞州区
第二医院进一步检查，结果令人震
惊：胃镜显示食管内有一个溃疡隆
起性病变，胸部增强CT更发现食
管上段管壁偏心性增厚，其间有一
个长约4.6厘米、厚约1.8厘米的肿
瘤，已几乎完全堵塞管腔，最终确诊
为“食管癌”。

对于这一结果，小丽难以接
受。鄞州二院心胸外科主任岑浩锋
通过详细问诊，找到了关键线索
——这位在北方长大的患者，长期
保持两大高危饮食习惯：喜欢食用
腌制食品（俗称“重口味”），且偏好
滚烫食物。

岑浩锋主任解释，食管癌的发
生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亚硝胺慢

性刺激、炎症与创伤、缺乏营养素摄
入、遗传因素、吸烟、喝酒、热饮热食
等。小丽长期摄入亚硝胺叠加热食
烫伤食管黏膜，导致食管黏膜反复
损伤—修复，最终诱发癌变。

“食管黏膜的耐受温度仅有
40℃—50℃，而许多人钟爱的‘趁
热吃’习惯，实则是将食管推向‘慢
性烫伤’的深渊。”岑浩锋打了个比
方，“超过65℃的食物入口，就像

‘隐形刀片’反复刮擦娇嫩的食管黏
膜。以火锅为例，滚烫的红汤中，鹅
肠几秒即熟，但若急着将高温食物
送入口中，每一口都可能造成黏膜
损伤。长期如此，食管在‘损伤—修
复’的恶性循环中逐渐失控，最终癌
变风险飙升。”

由于肿瘤位置特殊，小丽无法
进行直接手术。岑浩锋团队为其制
定了“新辅助化疗+免疫治疗+序贯
放疗”的综合治疗方案。

经过3个周期的治疗，肿瘤体
积明显缩小，目前小丽仍在积极治
疗中。

以为只是吞咽困难
没想到确诊食管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