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女士最近总是为宝宝的“皮

肤病” 苦恼。 她的宝宝现在 8 个月

大， 近一段时间给宝宝换尿布的时

候， 总是感觉宝宝的屁股红得像猴

屁股似的，一块一块的红斑。 不仅如

此，宝宝的小嘴、眼睛周围也都红红

的。涂抹药膏后，症状不但没有减轻，

那些红斑块颜色反而变深了。

焦急万分的赵女士带着宝宝来

到医院就诊。 赵女士告诉医生说：

“因为奶水不足， 宝宝出生 3 个月后

就断奶了， 一直都是泡奶粉给孩子

吃。” 赵女士的一番话引起了医生的

注意， 医生检查发现， 赵女士宝宝

血液中的锌含量比正常值低了不少，

最后被诊断为肠病性肢端皮炎， 医

生解释说这主要是缺锌引起的。 医

生告诉赵女士最简单的治疗方法就

是给孩子补锌， 同时改善营养。

医生指出， 许多产妇因为工作、

爱美等原因， 会提前为孩子断奶，

这会为孩子的身体健康埋下隐患，

如免疫力不强、 身体抵抗力下降等。

还有一些产妇因为母乳分泌少， 便

早早地让孩子喝奶粉， 母乳喂养的

时间很多都不足 3 个月。 儿保专家

提醒新生儿家长， 即使奶水不足，

也要坚持喂奶， 如果婴儿吃不饱，

再添加奶粉或辅食。 母乳的成分是

任何奶粉无法代替的， 从孩子发育

方面考虑， 吮吸动作能促进面部肌

肉和牙床的发育， 长期奶粉喂养的

婴儿容易发生龋齿和口腔变形。

杨璞 朱群

流行性腮腺炎是小儿时期最常见的呼

吸道传染病， 好发于春季， 借飞沫和密切

接触传播， 在集体儿童机构可形成暴发流

行。 典型病例特征为单侧或双侧腮腺非化

脓性肿胀、 疼痛伴发热， 全身不适。 据统

计， 流行性腮腺炎患儿约半数并发脑膜脑

炎 （简称腮脑， 是最严重的并发症）， 大

多数在肿腺肿大后一周内出现， 男孩较女

孩多 3-5 倍， 因此， 本病的早期诊断对

提供及早治疗和良好预后至关重要。

大量临床资料分析表明， 腮脑有如下

特点： （1） 除腮腺肿大外， 多数患儿以

持续发热、 头痛、 呕吐为主要症状； （2）

几乎无脑膜刺激征； （3） 验血报告白细

胞总数增多， 以淋巴细胞增高为主； （4）

给孩子抽龙骨髓化验， 所有病例脑脊液均

有异常改变； （5） 只要及时治疗， 本病

预后良好。 王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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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是手足口病的易感人群， 特

别是 3 岁以下的幼儿隐性感染率较低，

接触病人后 80%以上都会发病， 而且，

年龄越小， 感染后的症状越重。 因此，

在手足口病流行期间， 家长要特别注意

做到“三防”： 保护孩子， 防感染； 早

期诊断， 防流行； 重视病儿， 防病重。

目前还没有公认有效的疫苗可以预

防手足口病。 因此，防感染的方法主要靠

良好的卫生习惯。 家长要注意经常给孩

子洗手，不要让孩子吃手或啃咬玩具，不

与別人共用毛巾、牙刷、手帕和餐具，避

免病从口入。 在集体托幼机构，要经常对

儿童玩具进行消毒，注意饮食卫生。 引起

手足口病的病毒怕热，如果加热到 60℃-

85℃，1 分钟就死亡，因此，儿童用过的餐

具可用煮沸消毒。 甲醛或含氯的消毒剂

可使之失去活性， 儿童玩具可以通过清

洗或使用上述消毒剂消毒。

在流行季节， 家长要注意孩子有无

发烧和手足出疹的症状， 一旦发现孩子

生了病， 要在家隔离休息， 避免外出或

与其他儿童接触， 减少传染给其他儿童

的机会。 托幼机构及小学加强晨检工

作， 发现病例应按照传染病法及时报

告。 发现患有疱疹的患儿， 应立即动员

家长对其进行隔离治疗， 直至病愈方可

返校。 1 周内发现 2 例以上病例或出现

重症病例时， 应停课检疫， 防止疾病的

进一步流行。

手足口病患儿的年龄越小， 疾病越

容易转重。 因此， 病孩除隔离休息外，

家长要严密观察孩子的病情变化， 及时

就医， 防止疾病加重。 病情严重的孩子

的主要表现是： 体温高、 心率快、 呼吸

急、 精神弱。 因此， 如果孩子出现高烧

不退、 心率跳得很快、 呼吸急促、 面色

苍白或青紫、 四肢发软、 不爱活动、 精

神萎糜、 总想睡觉、 没有精神等症状，

一定要尽快到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去就

诊。 北京地坛医院 蔡皓东

补钙五妙招

●给宝宝补钙时应当补充适

当的维生素 D， 这样会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比如可以将豆腐和

鱼一起炖， 因为鱼肉中含有的维

生素 D 能够促进豆腐中的钙的

吸收。 另外， 让宝宝每天进行不

少于 2 小时的日光浴， 再吃两个

鸡蛋黄， 这样就不会缺乏维生素

D 了。

●食物中的植酸会影响身体

对钙的吸收， 从而导致宝宝体内

钙吸收量的下降。 烹饪时可以将

菠菜、 苋菜等含植酸多的食物先

用开水焯一下再让宝宝食用。 此

外， 大米和白面中也含有不少植

酸， 因而在制作面食前最好先将

面粉发酵或者把大米放在温水里

浸泡一下。 黄豆里植酸的含量也

很高， 可以采用发芽方法将其去

掉， 这样就能促进宝宝身体对钙

的吸收和利用了。

●在烹调鱼或者排骨的时候

记得放些醋， 再用小火长时间地

焐焖， 这样就能使鱼骨、 排骨中

的钙充分溶出。

●让宝宝少吃高盐、 高油以

及高蛋白的饮食，比如汉堡包、炸

鸡腿、薯片、油条、虾味鲜等；同时

还应少吃高磷食品， 比如可乐和

汽水等。 前者能够妨碍钙的吸收，

后者则增加钙的排出。

●宝宝们在服用钙剂补钙

时， 由于宝宝体内的胃酸浓度较

低， 所以最好为其选择葡萄糖酸

钙、 乳酸钙等有机钙； 宝宝 2-3

岁以后， 胃酸浓度就会逐渐增

高， 这时就可以为其选择含钙量

较为丰富的无机钙， 比如碳酸钙

等。 钙剂最好让宝宝在两餐之间

服用， 这样就可以使钙被宝宝身

体更好地吸收和利用。 阿成

你知道时下都市儿童为何易与

游戏综合征、 电视眼、 高楼综合征、

孤独症、 高血压等现代“文明病”

结缘吗？ 医学专家一语道破“天

机”： 都是“绿色缺乏症” 惹的祸。

研究表明， 长期生活在单元楼

房内的儿童， 与接近大自然、 居住

在平房里的孩子相比， 更易形成孤

僻、 脆弱、 暴躁等不良个性。 楼房

越高， 这种差别越明显。 因此， 要

多带孩子到大自然中去， 让他们的

身心接受绿色的熏陶， 与花草树木

结伴， 从小培养其热爱大自然的绿

色意识、 环保意识， 既能增长科学

文化知识， 又有助于他们健康地成

长。 张正修

“绿色缺乏症”

缠上都市孩子

做好“三防”

抵御手足口病

11 岁的彪彪是班上的体育委员， 可

是最近他老喊全身没劲， 走路缓慢， 尤其

是两条腿， 走路吃力， 有时走着走着突然

就跪下去了或者摔倒了， 开始还能勉强自

己努力站起来， 后来是必须扶着物体或者

借助同学、 路人的搀扶才能站起来， 连上

厕所都困难， 小腿肚子也比以前肥大和坚

硬起来了。 父母赶快带他到医院看病， 医

生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是一组以缓慢进行

性加重的病因未明的原发于肌肉组织对称

性肌无力和肌萎缩为特点的遗传性变性疾

病， 大多数病例有明确的家族史。 临床上

主要表现为进行性加重的肌肉萎缩和肌肉

无力， 最终完全丧失运动功能。 发病与遗

传性肌细胞代谢缺陷、 细胞膜结构和功能

改变有关。

该病迄今无特异性治疗， 以支持疗法

为主， 应鼓励患儿尽可能从事日常活动，

避免长期卧床， 如不活动常可导致病情加

重和残疾； 增加营养、 避免过于劳累和防

止感染。 物理疗法和矫形治疗可预防和改

善畸形和挛缩， 对维持活动功能是很重要

的。 药物治疗也非特效疗法， 尚无确定的

方案， 仅对部分患儿有效或改善临床症

状。 该病预后极差。 颜华

儿童腮腺炎

易并发脑膜脑炎

彪彪为何

变得不能走路？

宝宝“猴屁股”

只因断奶太早

孩子断奶之后，许多父母不管

宝宝是否饿， 就哄着宝宝吃很多

的饭， 甚至在餐前餐后还不时地

给孩子加点心。 对此，南京军区福

州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妇儿科宋

少俊主任认为， 幼儿的食量会因

人因时而异。 不要强求幼儿每顿

吃一样多。

如果家长在孩子吃饭方面“填

鸭式”喂养的话，往往会事与愿违，

很容易造成宝宝消化不良，胃容量

增加，夜间睡眠质量差。

一般情况下，随着小儿生长发

育到了 1 岁以上， 饮食量不断增

加，对各类食物的适应能力就渐渐

增加，咀嚼功能逐步建立，对食物

的色香味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时

小儿就能自主进食了， 在这个阶

段，家长就应鼓励孩子进食，使孩

子感到进食是一件快乐的事。

有一些孩子，因为饭量的大小

不一，对食物的需求不一样。 强行

喂饭反而易导致孩子不能将食物

充分咀嚼，从而影响孩子牙齿的正

常发育， 影响脸部肌肉的发育；同

时也会影响孩子的消化吸收功能，

使食物不能咀嚼充分，影响消化吸

收；当吃饭成为一种负担后，宝宝

甚至会对吃饭有抵触情绪，并出现

厌食，挑食，边吃边玩。 时间长了，

会造成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从而

会影响孩子的自制力。

吴志 葛建伟

“填鸭式”

喂养不可取

地址：山西省运城市医学会脑病医院

联系人：张卫红 邮编：044000

电话：(0359)2095056

2088271 2095052

短信：15035985556

网址：www.sxnbyy.com

《失眠、抑郁、精神症》

来信或来电详述病情即

可免费获赠 16万字该书。

向患者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