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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一米八，长相阳光帅气，酷爱打篮球，成绩优秀，杭州高一男孩小俊（化名），在外人看来堪

称完美，尤其受女生家长青睐。可他妈妈却急得发愁，因为儿子有个与其外貌极不匹配的毛病，就

是从小爱哭，如今到高一了都没改变。

一米八的大男孩
稍不顺心就要躲进房间抽泣
医生认为，这个不是单纯心理问题

与学校和家庭忽视性别教育有关

本报讯 “天气这么冷，不如去吃火锅

吧？”2019 年 12 月 10 日美团点评发布的《中

国餐饮报告 2019》杭州站解读会披露，火锅

已居于杭州在线消费订单排名第一位。

而40多岁的老许却为此很烦恼，爱吃火

锅的他五六年前就患胃病，使用了大量药物，

症状时好时坏，最近病情加重，烧心呕吐，来

到浙江省人民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确

诊为食管裂孔疝合并胃食管反流，原来，老许

本应呆在腹腔的胃竟部分“跑”进胸腔。通过手

术，老许“越位”的胃已归位，不适症状消失。

胃病难愈
原来是胃“跑”进胸腔

老许身高 1.7 米，体重却有 85 公斤。他

是做服装生意的小老板，吃喝应酬少不了，吃

撑误餐也常有的事。在冬季，麻辣火锅是他

及朋友们最爱，浑身发热，酣畅淋漓是哥们很

惬意的一件事。

“为生意经常焦虑，喜欢麻辣、加之饱一

餐饥一顿，胃很早就落下病。”老许对自己的

毛病也心知肚明，但欲罢不能，无法改变多年

养成的嗜好。5 年前，老许就发现自己偶尔

有反酸症状，以为只是小毛病，自行买胃药

吃。开始，反酸症状明显减轻，但慢慢地药效

越来越差。去年下半年，老许症状变得更频

繁，几乎每次饭后胃里就反酸，不时干呕，且

有上腹胀痛表现。“

经过一系列检查，确诊为食道裂孔疝，老

许食道裂孔撕开了一个直径 4 厘米的缺口，

致使部分胃轻而易举地从缺损处“跑”入胸

腔。

吃肉过多的人
胃容易“越位”

浙江省人民医院胃食道反流及减重代谢

诊疗中心主任王知非教授介绍，我们胸腔和

腹腔之间由一层扁平肌肉分隔，叫膈肌，膈肌

上有一个裂孔叫食管裂孔，食管穿过膈肌上

的食管裂孔进入腹腔与胃相连。正常情况下

食管裂孔刚好可容纳食管通过。但当我们腹

腔内压力大于胸腔，造成食管裂孔过大,于是

压力差会将胃的一小部分“吸入”胸腔内，称

为食管裂孔疝。

王知非教授说，食管裂孔疝，除了先天存

在，还有后天因素，或可称得上是一种富贵

病，在肉食过多的人群中食管裂孔疝高发。

这与肉食人群肥胖比例升高、腹内压力增大

有关系。此外，老年人群也是罹患食管裂孔

疝的高危群体。随着年纪增大，老年人自身

的肌肉、韧带等支撑结构逐渐退化、变得薄

弱，食管裂孔周围的结构也

一样在退变，加上慢性咳嗽、

便秘、前列腺增生等一些引

起腹内压力升高的因素，容

易导致食管裂孔扩大、进而

发生裂孔疝。

王知非教授为老许实施

了微创手术，植入特殊材料

补片修补好食管裂孔疝并进

行胃底折叠手术，重建防止

胃酸反流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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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难事
他就躲进房抽泣

在刚过去的周六上午，灰蒙蒙的天空飘

着毛毛雨，小俊早早起床要赶去上补习课，一

脸的不高兴，两只眼睛还有点红肿。一旁为

他准备早餐的妈妈，瞟了一眼就明白，儿子昨

晚又哭了。等小俊出门，妈妈也开车直奔杭

州市七医院的西溪谷名医门诊部。

“医生，我儿子现在念高一了，还非常爱

哭，这是什么心理毛病？”走进杭七院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早期干预

专家陈致宇教授的诊室，小俊妈妈忍不住边

说边落泪。

“他在同学、老师面前表现都很好，可遇

到不顺心，躲在房间里哭得像个小姑娘。周

五放学后，他跟几个好朋友去打篮球，回来

我看他一脸不高兴和委屈的样子，就知道晚

上准得哭，结果周六早上起来果然眼睛红

肿。”

“他从小就比别的孩子爱哭，比如作业没

做完要哭，跟同学相处不好要回家哭，被我们

说几句是更得哭了，还是躲起来抽泣的那种

软弱模样。我以为随着年龄长大会慢慢好起

来，可都高一了怎么还这样？”小俊妈妈为此

焦虑不已。

“你是怕孩子以后被人家看作‘娘炮’

吧？从他目前的衣着打扮与兴趣爱好来看，

你不需要过分担忧，他只是表达情绪的方法

与大多男孩不同。”陈教授一语道破，然后慢

慢打开小俊妈妈的心结。

男女性别行为差异减少
与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相关

有个词叫“男女有别”，从身体、力量、说

话、脾气等方方面面，都会有性别差异。而这

种差异有些是与生俱来，但更多的是在成长

过程中逐渐形成。心理学家认为，在孩子上

幼儿园甚至更早时，性别差异就已有所表现。

当下流行“中性风”，说白了就是“男性女

性化”、“女性男性化”，从穿衣、说话、思维等，

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在减少。在陈教授看

来，这种男女的“同质化”所带来的问题不容

小觑，轻的像小俊这样情绪表达方式与性别

不匹配，重的则可能导致同性恋倾向。

分析原因，陈教授认为目前家庭小型化，

各家都是独门独户，伙伴交流减少，孩子从社

会上学习到的性别差异就会减少；从家庭层

面来看，对孩子过分宠爱，尤其是独生子女，

碰到问题都是家长包办解决，孩子也就少了

许多学习性别差异的机会。

妈妈听到这些万分后悔。小俊是家里的

独苗，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从小只要他一哭，

任何问题都能解决，于是他养成了爱哭的坏

毛病。而更糟糕的是，随着渐渐长大，他觉得

哭是一种很好用的情绪发泄，而在家长眼中

他的好成绩更掩盖了一切瑕疵，等到他们意

识到时，再告知“男儿有泪不轻弹”已为时过

晚。

如何改变？陈教授建议妈妈，回家鼓励

小俊用写日记、运动等别的发泄方法来代替

哭作为情绪表达的方法，希望时间能带来改

变。

针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个人无力改变，但

家庭教育对于每位家长而言任重而道远，为

了让自家孩子拥有鲜明的个性，陈教授提醒

各位家长，除了文化知识之外，对孩子的性别

教育同样不容忽视，而且要从娃娃抓起。多

给孩子创造跟同龄同性别孩子一起玩耍的机

会，在家爸爸或妈妈对给孩子一些言传身教，

都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