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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送给小朋友的健康“锦囊”
新学期伊始

□记者 刘志松 通讯员 乔娜

新学期伊始，为了让小朋友带着
健康“锦囊”踏入新学期的“征途”，市
妇幼保健院组织专家，就儿童肥胖、视
力、脊柱侧弯、多动症等方面的疾病进
行健康科普。

儿童肥胖对健康存在隐形威胁

儿保一科主任刘玉静：儿童肥胖
是指儿童体内脂肪积累过多，体重超
过同龄、同性别、同身高儿童的平均水
平。

儿童肥胖受遗传、饮食、运动量、
疾病、药物、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

儿童肥胖可能导致骨龄加速，影
响成年后身高；增加患高血压、血脂异
常、高血糖、脂肪肝等慢性疾病的风
险。肥胖还可能使儿童出现呼吸暂停
综合征、睡眠呼吸障碍等问题。

肥胖儿童容易被同伴嘲笑，从而
产生自卑、消极等心理问题，影响心理
健康。

儿童肥胖不仅是家庭问题，更是
社会问题。学校、社区和社会各界应
共同努力，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提供更
多运动机会，营造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的环境。

重视远视储备就是守护光明

眼科主任医师韩琳：远视储备就
像视力的“银行”，是预防孩子近视的
天然屏障，为孩子的眼部生长发育预
留了一片安全的“缓冲区”，如果储备
值异常，可以从生活中为孩子做些延
缓消耗的改变。

增加户外运动时间。每天白天累
积两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能够有
效延缓远视储备的消耗。这两个小时
可以拆分成多次进行，也可以一次完
成，而且户外活动时间越长，远视储备
消耗越慢。

检查家里的灯光，除了屋顶的主
光源之外，还应有一个明亮无频闪且
质量有保证的台灯来保证充足的照
明，不在强光、昏暗的灯光下或晃动的
车厢内读写。

检查孩子的坐姿是否满足了“一
拳、一尺、一寸”标准。用眼距离过近
或者过远，或者看书、写字姿势不正
确，都是导致储备值下降的重要原
因。从科学的角度看，正确的坐姿能
够延缓孩子的眼睛进入疲劳状态。

算一下孩子每天的睡眠时长。小
学生最好每天睡够10个小时，如果缺
乏睡眠，孩子的远视储备会很快消耗
光，孩子就会很快近视。

饮食上要少吃甜食及油腻的食
物。保持均衡的饮食，注意添加蔬菜、
水果、豆类食品和鱼等含维生素和蛋
白质丰富的食物。

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美国儿科学
会建议，18个月以下的宝宝需要绝对
避免看电视，2岁至5岁的宝宝每天对

着屏幕的时间也不应超过1小时。

慧眼识“脊”

儿童康复科心理治疗师吕艳婷：
脊柱侧弯是指脊柱的三维结构畸形，
包括冠状位、矢状位和轴位的脊柱椎
体排列异常。家长可以进行脊柱侧弯
的早期识别和筛查。

同性别家长让孩子尽量暴露身
体，脱鞋，双足与肩等宽，自然站立，双
目平视，手臂自然下垂，掌心向内。

一般检查：双肩是否等高，头部是
否居中；左右肩胛骨在脊柱两侧是否
对称，肩胛下角是否等高；两侧腰凹是
否对称；两侧髂嵴是否等高（即骨盆是
否水平）；棘突连线是否倾斜或偏离正
中线。

前屈试验：父母背向孩子，让孩子
直膝、合足、立正，双臂伸直合掌，低头
后缓慢向前弯腰至90°左右，双手合
掌逐渐置于双膝间。父母眼睛应与孩
子背部在同一高度，目光平行随孩子
弯曲由头至尾，从胸椎至腰椎，观察脊
柱两侧肌肉是否高低不平。如果前屈
试验下出现背部任何部位的不等高则
视为前屈试验阳性。如果出现阳性指
征，需到医院就诊，明确病情。

定期筛查和积极就医可以及早发
现孩子的脊柱侧弯，越早诊断、治疗和
康复，效果越好。

多动症必须早治疗

儿保一科医生吴艳萍：“学习困
难”又称学习障碍，临床多见于多动
症、特定学习障碍、发育性协调障碍、
情绪障碍等。“学习困难”是一个多因
素作用下，孩子学习状态不好、成绩不
良的结果。出现“学习困难”的孩子一
般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神经发育障碍，包括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精神发育迟缓、孤独症
谱系障碍（自闭症）、特定学习技能障
碍等。

另一种是存在一些情绪或（和）精
神心理障碍，比如学校适应障碍、焦虑
抑郁等，这些孩子在焦虑紧张、情绪低
落的状态影响下，精力减退、注意力不
能集中，遇到困难容易放弃、缺乏自
信。一些孩子受到情绪问题和学习退
步的双重打击后，甚至会沉迷网络、对
学习丧失兴趣、和大人对抗，被家长、
老师误解为“青春期叛逆”。

多动症主要症状包括注意力不集
中、多动和冲动，它是儿童青少年最为
常见的神经发育性障碍。

由于许多家长对多动症的认识不
足等原因，导致就诊率不足 10%。而
前来就诊的患儿也可能因其家人或
老师对多动症的认识程度或重视程
度不够，导致未能及时、规范地接受
治疗，或是中断治疗，可能致使在未
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持续受挫，导致

“学习困难”、社交功能受损等。因
此，多动症必须早识别、早诊断、早治
疗，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疾病可能带
来的诸多后果。

孤独症的早期识别

儿童康复科副主任周艳：孤独症
(也称自闭症)是一类发生于儿童期的
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当儿童出现以下表现，则需要尽
早就医，作进一步诊断。

不（少）看：指目光接触异常。俗
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常情况
下，两个人在说话时，会有眼神的交
流。孤独症患儿早期开始表现出对有
意义的社交刺激缺乏或减少视觉注
视，减少对人尤其是人眼部的注视。

不（少）应：包括叫名反应和共同
注意。幼儿对父母的呼唤声充耳不
闻，叫名反应不敏感，常常让人怀疑孩
子是不是听力有问题，这是家长较早
发现的孤独症表现之一。

不（少）指：缺乏恰当的肢体动作，
无法对感兴趣的东西提出请求。

不（少）语：多数孤独症儿童语言

表达和理解能力明显落后于同龄儿
童，有的孩子还存在语言倒退的情
况。家长关注比较多的地方也往往是
孩子的语言问题。

不当行为：指不恰当的物品使用
及相关的感知觉异常。比如对物品旋
转、排列的持续视觉探索，长时间地盯
着电风扇、转动的轮子看等。感知觉
异常，包括触觉异常（如痛觉不敏感），
视觉刺激（如不怕强光）等。

孤独症的主要治疗途径为康复训
练（如特殊教育、语言训练、行为矫正、
融合教育、感觉统合训练等），且需要
按疗程长期坚持康复。最佳治疗期为
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通过早期
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可不同程度
改善患儿症状和预后。

关爱口腔从认真刷牙开始

口腔科主治医师杨慧丽：龋齿是
一种常见的口腔疾病，是由嘴巴里面
的细菌以及频繁摄入高糖食物和高黏
食物寄居在牙齿上的沟窝点隙、外壳
上的薄弱位置，在时间的孕育下悄悄
诞生。

龋齿产生后不断啃食牙齿，让小
朋友疼痛不适，影响咬东西，不能进
食。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就会不停地
往牙齿里面钻，破坏牙神经，破坏恒牙
胚的保护罩，影响下方继承恒牙发
育。严重的还会影响美观，让孩子不
敢自信微笑，从而可能导致儿童心理
问题，甚至造成乳牙早脱，引起牙列不
齐，进而影响全身健康。

关爱口腔，每天早晚刷牙、饭后漱
口、正确使用牙线清洁口腔，少吃甜
食。如果每 3 个月，最多半年进行一
次口腔检查，龋齿还来不及长大就会
被发现。在此提醒，0岁至3岁儿童口
腔护理由牙科医生完成，3岁至6岁的
儿童仍需爸爸妈妈每日至少帮助孩子
刷牙一次并监督孩子刷牙，6岁以后爸
爸妈妈仍需监督和帮助孩子刷牙以保
证刷牙效果。

医生为孩子检查口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