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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炎
对于没有基础疾病的年轻

健康人群 （包括儿童）， 感染新
冠病毒后引起肺炎的概率并不
高。 但比例不高并不等于不会
得， 而且时下正值严冬 ， 是肺
炎的高发期， 要注意防范。

肺炎是因为新冠病毒导致肺
泡充满脓液和液体， 影响气体交
换， 从而引起组织缺氧。 机体为
了获得足够的氧气， 不得不加快
呼吸频率， 提高呼吸深度 。 因
此， 呼吸急促是判断肺炎的重要
线索。 世界卫生组织对儿童呼吸
急促有明确定义： 2 月龄以下婴
幼儿的呼吸频率超过 60 次/分
钟； 2~12 月龄超过 50 次/分钟；
1~5 岁儿童超过 40 次/分钟。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长来
说， 在孩子状态很差时 ， 是很
难做到平静、 精准地测算呼吸
频率的 ， 这时， 观察孩子的整
体状态更有意义。 如果发现孩
子有以下这三种情况 ， 就要提
高警惕， 及时送医： 1） 在没有
发烧的情况下， 孩子呼吸很快
很费劲， 鼻翼扇动； 2） 出现三
凹征 ， 即吸气时 ， 胸骨上窝 、
锁骨上窝、 肋间隙出现明显凹
陷； 3） 出现嘴唇、 指甲、 皮肤
发紫等组织缺氧表现。

心 肌 炎
虽然新冠住院患者中有一

部分会出现心肌损伤的症状 ，
但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表明新冠
病毒会直接感染心肌细胞引发
心肌炎。

心肌炎的一些症状与上呼
吸道感染类似， 在所有症状中，
值得家长格外关注， 也具备家
庭操作可行性的， 主要是心动
过速、 胸痛、 心悸等症状 。 需
要注意的是， 判断孩子胸痛时
要注意区分是咳嗽时痛 ， 还是
不咳嗽时也痛。 一般来讲 ， 由

咳嗽引发的肌肉拉伤等疼痛不需
要担心， 如果非咳嗽期间出现胸
痛、 心悸， 尤其是反复出现时，
就要引起重视了。 此外， 如果孩
子活动能力严重受限， 稍微动一
下就疲劳、 喘气， 也需要警惕心
肌炎可能， 应及时送医。

急 性 喉 炎
儿童急性喉炎常继发于各

种上呼吸道感染， 大多数为轻
症， 只表现为咳嗽、 咽痒、 声音
嘶哑等症状， 但也有的会在几
个小时内病情急转直下 ， 出现
喘鸣、 三凹征等吸气困难症状，
严重时引起呼吸衰竭， 从发作
到窒息死亡只需几分钟 。 当孩
子出现以下典型症状时 ， 家长
要警惕急性喉炎可能。

1） 犬吠样咳嗽： 由于喉头
水肿， 患儿会表现为吸气困难，
咳嗽时发出 “犬吠样” 声音。 虽
然取名 “犬吠”， 但这种咳嗽声
并不像小狗的 “汪汪 ” 声 ， 其
实更接近于海豹的叫声。

2） 声音嘶哑： 许多急性喉
炎患儿会出现声音嘶哑现象， 但
喉咙有异物、 大声哭闹等也会引
起声音嘶哑， 家长要注意区分。

3） 喘鸣： 随着气道梗阻加
重， 孩子在安静呼吸时可能会
伴随杂音， 即 “喘鸣”。 喉梗阻
越严重， 进气量越少 ， 喘鸣声
可能越低。

4） 三凹征： 患儿吸气时伴
有锁骨、 胸骨、 肋间内陷 ， 即

“吸气型三凹征”。 需要注意的
是， 凹陷程度会随气道梗阻加重
和进气量减少而减轻， 如果发现
孩子凹陷 “减轻”， 家长千万不要
以为是病情好转， 相反， 说明孩
子的情况很不乐观， 随时可能发
生呼吸衰竭， 一定要及时送医。

脑 炎
脑炎是指脑实质受病原体侵

袭导致的炎症性病变， 临床主要
表现为高热 、 头痛 、 呕吐 、 昏
迷 、 惊厥等症状 。 需要指出的
是， 脑炎的确会引起发热， 但发
热不一定是脑炎。 总体来说， 脑
炎是一种较少见的疾病， 家长不
必过于担心孩子发烧会 “烧坏脑
子” 引起脑炎， 但是， 如果孩子
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以下两种情
况， 需要警惕脑炎可能。

1） 异常高热： 发热是临床
中常见的症状， 但发热一般不会
超过 40℃。 当出现脑部感染时，
体温调节中枢会受到影响， 患者
容易出现 41℃以上的异常高热，
这时就需要紧急送医治疗， 并在
第一时间告知医生体温情况。

2） 极度嗜睡： 孩子生病发
烧期间， 睡眠时间变长是正常
的， 但一天中总会有几个小时清
醒时间。 如果孩子睡眠时间明显
延长， 表现为极度嗜睡， 难以唤
醒， 精神状态极差时， 要警惕脑
炎可能， 及时送医。

天津医科大学儿科
主治医师 刘华 欧茜

警惕引发肺炎、心肌炎

������李女士前段时间升级当妈妈， 全家
人非常高兴。 近日， 宝宝不知为何总是
吐奶， 到当地医院检查后初步诊断为消
化不良， 但用药后并没有得到缓解， 反
而越来越严重， 精神也开始变差。 为求
进一步治疗， 李女士带宝宝再次来到医
院， 经过仔细检查， 确诊为先天性肥厚
性幽门狭窄， 需要尽快手术。 手术非常
顺利， 宝宝第二天就开始吃奶了， 没有
再呕吐， 术后第 5天出院。

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是由于幽门
环肌肥厚、 增生， 导致幽门管腔狭窄、
梗阻， 是婴儿期常见的消化道畸形。 患
儿出生时多无明显症状， 一般在出生后
2~4 周发病， 呕吐是首发症状， 开始为
溢乳， 随着病情加重， 逐渐表现为每次
喂奶后半小时即吐， 自口鼻涌出， 呈喷
射性。 呕吐物主要为带凝块的奶汁及黏
液， 不含胆汁， 少数患儿因频繁呕吐致
胃粘膜毛细血管破裂出血， 呕吐物可含
咖啡样物或带血。 患儿虽呕吐频繁， 但
食欲正常， 甚至更旺盛。 因反复呕吐，
导致患儿极度消瘦、 营养不良， 体重不
增反减， 大小便明显减少， 甚至出现脱
水、 电解质紊乱现象。

如果 1 个月内的婴幼儿出现频繁吐
奶， 同时伴有体重增长缓慢或不增反降
时， 需要警惕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建议及时到正规医院接受检查与治疗。
一旦确诊， 首选手术治疗， 目前采用的
一般是腹腔镜下幽门环肌切开术， 术后
恢复快， 效果立竿见影。

河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 刘婷

������近期， 很多女性感染新冠后发现月
经发生了改变， 出现月经提前、 推迟，
或经量增多等一系列问题。 这是什么原
因？ 是新冠病毒引起的吗？

月经的来潮是受大脑下丘脑-垂体-
卵巢轴 （HPO 轴） 调控， 以及多种性激
素共同调节的结果， 同时也会受到情
绪、 饮食、 作息、 药物等因素的影响。
引起月经失调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大
类： 一是自身生殖系统和器官出现了器
质性病变， 如子宫内膜息肉、 子宫腺肌
病、 子宫平滑肌瘤、 排卵障碍等； 另一
种就是内分泌紊乱导致了功能性的异
常， 如精神紧张、 营养不良、 环境及气
候骤变、 饮食不节、 运动过度、 饮酒以
及药物影响， 引起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功能失调而导致月经失调。

当女性感染新冠病毒后， 饮食、 睡
眠都会受到影响， 心情难免焦虑 、 紧
张， 担心传染给家人， 担心有后遗症；
没有 “阳” 的人可能出现 “幻阳症 ”，
总想着 “千万别阳呀”。 在这种情况下，
内分泌或大脑皮层活动也会受影响， 继
而引起月经紊乱， 表现为月经提前或延
后、 经量异常等。

但是， 这种状态并不会长期存在， 等
身体恢复后， 月经也会慢慢恢复正常。
对于女性来说， 只要平时月经规律， 偶然
出现一些月经紊乱现象， 不用过于担心，
放松心态， 大多数人都可以自然恢复。

许超

感染新冠
对月经有影响吗？

�������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大多为自限性， 5~7 天可以恢复。 但是， 家长
也不能太大意， 要警惕肺炎、 心肌炎、 急性喉炎、 脑炎等并发症。

������宝宝 6 个月就可以开始添加
辅食了， 有的家长这时会纠结要
不要给宝宝吃盐， 因为老一辈通
常都会认为孩子不吃盐会没劲、
走路不稳……那么， 宝宝到底什
么时候开始需要吃盐？ 吃多少才
合适呢？

根据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及国外指南， 不建议 1 岁以内的
婴幼儿吃含盐食物， 而是吃原味
食物。 对于 6~12 月的婴幼儿来
说， 每天需要 350 毫克的钠， 而
奶类及其他辅食中所含的钠完全

可以满足生理需要 。 有些人认
为： 食物不加盐没有味道， 事实
上， 宝宝的味觉比大人要宽广，
不要用大人的口味来衡量孩子的
味觉。 宝宝的味觉习惯正处于发
育中， 对调味品比较敏感， 过早
给宝宝的食物添加食盐， 容易影
响宝宝味觉习惯。

根据最新版的 《中国居民膳
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1~3 岁的
幼儿每天需要 700 毫克钠 （相当
于 1.8 克食盐）， 通常情况下， 也
完全可以从食物中获取 ， 如奶

类、 主食、 肉类、 绿叶蔬菜、 水
果等。 因此， 如无特殊情况， 1
岁以内的孩子添加辅食时不要加
盐， 1~3 岁的孩子也尽量少吃盐
甚至不吃盐。 4~6 岁的孩子每天
大约需要 900 毫克的钠 （相当于
2.3 克食盐）， 除了食物本身含有
的钠， 必须通过食盐获取的那部
分钠也不多， 1~2 克食盐足矣。 6
岁以上的儿童食盐量最好控制在
3~5 克。

南京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
刘长伟

一岁内的宝宝不要吃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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