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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让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无障碍”
李一能

电视剧《神雕侠侣》中的“情花”是否真的

存在？其实它就是被称为“死亡之花”的曼陀

罗，在古代曼陀罗常被用作蒙汗药的主要成

分。近日，金山区一位老伯因误饮曼陀罗泡

制的药酒导致中毒，多亏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外科重症监护室救治及时，最终顺利

出院。专家提醒，不要轻易食用未知植物或

用未知植物泡酒饮用。

误饮一小杯药酒后中毒
家住金山本地的林老伯常年腰腿疼痛不

适，于是自行泡制了曼陀罗药酒，用于外敷擦

拭。不久前，林老伯在吃饭时想喝一点自制

的保健药酒，却因粗心错拿了自己泡的曼陀

罗药酒，倒入小杯一饮而尽。误饮曼陀罗药

酒1小时后，林老伯便出现头晕恶心、站立不

稳、胡言乱语等症状，且病情有进一步加重的

趋势，甚至出现意识不清、叫不醒，家属立即

呼叫120将他送至公卫中心救治。

入院后，林老伯随即被送入了重症监护

室，值班医师发现虽然林老伯睁着眼，但是已

呼之不应，对光反射减弱，颈项轻度强直，四

肢肌张力增高。经询问病史，并结合实验室

各项检测报告，林老伯被确诊为药物中毒性

意识障碍。重症救治团队立即采取洗胃、导

泄、利尿、灌肠等救治措施，同时

给予抗感染、护肝、护胃、营养支持治疗。

经过一周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林老伯的

中毒症状和不适均消失，顺利出院。他仍心

有余悸，不敢再听信偏方胡乱泡酒了。

曼陀罗全株有剧毒
据了解，曼陀罗又名洋金花，是常用的中

药之一，全株有剧毒，果实特别是种子毒性最

大，嫩叶次之，干叶的毒性比鲜叶小，它可用

于麻醉或治病。但是，如果食用了曼陀罗，一

般会在0.5—2小时内出现口、咽发干，吞咽困

难，声音嘶哑，脉快，瞳孔散大，皮肤干燥潮

红，发烧等症状；在2—6小时内会出现谵妄，

幻觉，躁动，抽搐，意识障碍等精神症状；在

12—24小时内会出现昏睡，呼吸浅慢，血压下

降甚至休克、昏迷、呼吸麻痹等危重征象。

公卫中心外科监护室负责人王鹤表示，

金山一些农村地区有偏方，认为曼陀罗果药

酒有活血止痛的作用，药典记载表明曼陀罗

有毒性，尽管大都可以入药，但需要特殊炮制

方法，去除一定毒性才可入药。王鹤指出，曼

陀罗泡酒后，酒这种溶媒会析出很多毒素，所

以不建议大家自行在家中泡制药酒。

“预防曼陀罗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管住

嘴，不要轻易食用未知植物或用未知植物泡酒

饮用，一旦不慎误食后出现不适一定要及时就

医，切莫存在轻视、侥幸心理。”王鹤提醒。

这些植物均可导致中毒
生活中类似误食植物而导致中毒的案例

屡有发生。水仙花就是当下最常见的植物之

一。可是，偏偏有人把没有开花的水仙当成

了大蒜，炒拌在了菜里，结果误食中毒。公卫

中心就曾接诊过这样的患者。王鹤表示，水

仙鳞茎中有一种白色的透明的黏液，有点像

鸡蛋清，这种毒素叫拉丁可。人一旦大量食

用，会引起呕吐、腹痛、昏厥，严重时甚至会有

生命危险。若中毒症状较轻洗胃就可以，如

果症状严重则需要及时通过静脉注射或口服

药物的方法来减轻中毒症状。

水仙花的花是没有毒的，但对于皮肤敏

感的人，水仙花的花粉可能会导致其过敏。

不过，家中常备水仙花也无需大惊小怪，只要

不食用就没有危险。

武侠剧《神雕侠侣》中，断肠草是情花之

毒的解药，而断肠草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真实

存在的，它的学名叫钩吻，因该草入口即钩人

喉吻，故被称为钩吻。通过对钩吻的药理、毒

理研究发现，它全株均有毒性，叶子所含毒性

最大。同时，钩吻的根部含钩吻碱（葫蔓藤碱

等），在离开泥土时略带香味，但多闻会令人

产生晕眩感。

王鹤告诉记者，外地就曾多次发生过钩

吻中毒的案例。比如，某江湖郎中欲自证所

卖的偏方很安全，吃下一口自制药粉却中毒

身亡，事后检测药粉含“钩吻”。王鹤指出，由

于钩吻和金银花外观相似，一些农村百姓可

能会误把钩吻当金银花煲入茶中，而引起中

毒。钩吻的毒性主要成分为多种生物碱（包

括钩吻碱），包括极强烈的神经毒性，中毒症

状包括流涎、恶心、口渴、吞咽困难、发热、呕

吐、口吐白沫等。严重时可引起痉挛、呼吸肌

麻痹，最后甚至可因心脏衰竭或呼吸衰竭致

身亡。现代研究也证实，钩吻对人的致死量

为2—3克，一旦误食钩吻，应及时就诊。

“在很多人眼里，误食毒蘑菇只有在云南

等地区发生，其实不然。每当夏季来临，雨水

增多、气温升高，本市就会进入梅雨季，各类

野生蘑菇繁殖旺盛，市民误食野生毒蘑菇的

病例偶有发生。”王鹤提醒，蘑菇是否有毒，现

实中很难辨别，专业人士都需要借助设备才

能分清，所以避免误食毒菌中毒，最好办法就

是不要轻易采摘与品尝不认识的蘑菇，更不

要偏听偏信他人的经验之谈。一些人对毒蘑

菇认识也存在误区，例如：颜色艳丽的蘑菇才

有毒、松树底下的蘑菇没有毒、蘑菇生虫就没

毒等，以上鉴别方式毫无科学依据。

总之，一定不要食用野外自行采摘的植

物。如果进食后感觉身体不适，怀疑中毒，

应该及时到医院诊治，越早得到专业化治

疗，可以越早控制病情的严重程度，提高抢

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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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学生小蒋目前正在准备毕业
论文，是一篇关于视障大学生就业现状的
调查。调查发现，对于健全人群而言，高学
历与找到满意工作的几率成正比，而对于
视障大学生而言情况却相反，学历越高工
作越难找。“辛辛苦苦大学毕业，难道只能
去做推拿按摩？”这并不是小蒋一个人的困
惑，如何实现残疾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无
障碍”，正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中国残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

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达31843人，创历年新
高。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
育的权利和机会，但就业问题始终是无法
回避的一大挑战，特别是视障大学生，就业
更是难上加难。例如小蒋，作为一名全盲
残障人士，付出了超出健全人数倍的努力
后，终于即将从大学本科毕业，而在即将面

对的就业问题上，他并不十分乐观，几位视
障学长的情况都不太理想。
视力残障就找不到工作吗？其实可以

找到，但实现高质量就业就比较难。2015

年开始，我国视障人士首次大规模参加高
考，上海的相关探索则起步更早。支撑他
们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学习的原动力就是
“不认命”。在传统观念中，视力残障人员
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偏低的简单劳动，
例如按摩推拿等，长久以来都是解决这个
群体就业难题的最主要岗位。但年轻一代
视障人士，对于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
需求更强，他们希望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更
多可能性，努力学习各种专业，就是为了改
变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
但是，当视障大学生从高校毕业后，会

发现进入并适应职场，对于他们而言并不
容易。只要在简历中标注“视障”，往往连
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即便突破了层层阻
力成功入职，也很难适应激烈的职场竞争，

能够坚持下来并有所作为的案例屈指可
数。此时再要他们从事按摩推拿这类工
作，既不甘心也毫无优势，甚至会对自己当
年选择求学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这样的困
惑除了视障人士之外，在高校残疾人学子
群体中普遍存在。
为了改变残疾人毕业生就业难的情

况，去年，中国残联将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
业工作作为重点工作，加强与教育、财政、
税务、高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
沟通合作，推出就业指导、岗位开发、“一对
一”精准服务等一系列举措。上海去年也
出台了《上海市促进残疾人就业行动方案
（2023—2024年）》，对促进残疾人实现较为
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共建共享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明确
要求。
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进一

步拓展了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岗位，更多的
残疾人通过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可以实现

更高层次、更加灵活就业。例如残疾人从
事较多的人工客服行业，虽然现在正在被
人工智能逐步替代，但也衍生出了数据标
注这一新行业，让残疾人可以从事训练AI

大数据模型的工作。随着科技进步提速，
这样能够满足残疾人较高质量就业的新工
种正在不断诞生并有待发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残疾

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
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这为新时代新征程残
疾人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达成这一目标，为残疾人高质量就业
提供保障尤为重要，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
作。从政府层面，应当加强顶层建设，继续
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支持、规定企事业单
位设置残疾人就业岗位；从社会层面，应当
形成关爱残疾人、主动接纳特殊群体的氛
围；从残疾人士自身而言，也应当积极顺应
社会发展趋势，增强自身竞争力，为推进残
疾人就业“无障碍”建设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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