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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普
寒假，这些孩子健康的新隐患，家长务请知悉。

本报记者 张冰清 通讯员 方序 童小仙 王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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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进入 2 月，杭州的中小学陆续放假，“小神兽

们”终于解放啦！

儿科专家提醒，寒假是不少疾病高发的时节，爸妈

要时刻绷紧“健康”这根弦。平时随时做好防护是第一

必须，而在疫情防控的大形势下，冬季流感等传染病有

所减少，但不少新的健康隐患随之浮出水面，家长更要

做好预防。

钱报记者为此专程采访多位儿科医生，制作了一份

最新寒假健康指南，希望孩子和家长都过一个舒心的假

期。

管不住嘴，迈不开腿
花季少女患上糖尿病

去年居家隔离一段时间后，浙大二

院儿科程海英副主任医师接诊了许多小

胖子，“爸爸妈妈闲在家里没事干，天天

做好吃的，孩子每天被投喂，又不能外出

活动，胖个五斤、十斤的不在话下。”

这个寒假，孩子们依然不能到处乱

跑，她担心开学后又会迎来一个小胖子

高潮。

据统计，近 20 年来，我国城市学龄

儿童超重和肥胖患病率上升了近10倍，

达到 20％左右。儿童肥胖 60％~70％

可延续至成年，早早地为“三高”等基础

疾病埋下隐患。

最让程海英遗憾和心痛的是位花季

少女小兰（化名），现在她每天注射胰岛

素治疗。

小兰初一开始就到浙大二院儿科治

疗，当时她已经出现高胰岛素血症和胰

岛素抵抗，粗短的脖子一圈圈发黑，这种

叫“黑棘皮病”的皮肤改变是儿童肥胖常

见的症状，也是糖尿病的重要警告。

程海英说，如果她能“管住嘴、迈开

腿”，科学减肥，还是有希望控制住血糖

的。但小兰对甜食毫无抵抗力，朋友圈

经常晒出国时吃到的甜点，运动也是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爸爸妈妈平时忙着做

生意，没空监督女儿减肥，眼睁睁看着她

长成 165 公分、180 多斤的胖妞，患上糖

尿病。今年，小兰本该升入高中，但因为

每天要吃药、注射胰岛素，再加上肥胖引

起的心理问题，现在只能暂时辍学在家

治疗。

程海英建议，寒假期间孩子要保证

每天 2~3 小时的户外运动，如果不方便

去公园、景区、野外等场所，至少也要

在小区里跑跑步、打打球。

小暖男寒假学做饭
被炉火烧伤

浙大儿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姜润

松告诉钱报记者，冬天很容易出现低

温烫伤。

一天门诊下来，他就接诊了好几

个低温烫伤的患儿。有个孩子在袜子

两边各贴了一小片暖宝宝，半天后脚

踝又肿又痒；有个妈妈给感冒的孩子

小腿上贴了艾灸贴，四个小时后娇嫩

的皮肤红了一大片，轻轻一碰就疼。

姜润松说，低温烫伤是身体长时

间接触高于 45℃的低热物体所引起

的慢性烫伤，一般发生于婴幼儿，家长

切忌让孩子过长时间接触热水袋、暖

宝宝等取暖设备。

学龄期儿童在寒假里更常发生意

外的烧烫伤。姜润松曾接诊过一个五

年级的小暖男，父母白天工作没时间

给他做中饭，他就按照菜谱学做饭，但

因为不熟悉煤气灶的操作，不小心引

发了一场小火灾，烧伤了手和头面部。

由于烧伤的程度不重，他不需要

进行植皮手术，但手上和面部还是留

下了大片的疤痕。接下来几年，他继

续长高长大，但疤痕没有弹性，不会同

步生长，所以手部的抓握能力和面部

的表情肌都受到了限制。现在，他常

趁假期到医院做点阵激光治疗，改善

疤痕质地，慢慢修复损伤的功能。

姜润松说，同样条件下儿童烧伤

的损伤程度往往比成人严重，处理起

来也更棘手，家长平时要做好安全教

育，防患于未然。

如果火灾已经发生，大人要尽快

抱孩子远离热源，脱下衣物，伤情允许

的情况下，立即用冷水冲洗，保持呼吸

顺畅，尽快送到医院处理。

每天玩8小时游戏
男孩竟然发出狗叫声

要说寒假最让家长担心的行为，玩

游戏一定能列入前三名。浙大二院儿科

冯建华主任提醒，过度玩游戏不仅会损

伤视力、影响学业，还可能诱发一种慢性

神经精神障碍疾病——小儿抽动症。

他曾接诊过一个二年级的男孩子，

假期父母外出上班，男孩就窝在家里打

游戏，每天平均玩 8 个小时以上。这样

连续十几天后，一天晚上男孩突然清起

嗓子，一开始只是咕噜咕噜的声音，后来

竟像一条小狗一样狂吠起来，身体也随

之扭动，爸爸妈妈赶紧将他送到医院，最

后被诊断为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

冯建华说，该病好发于4~12岁的学

龄前和学龄期儿童，发病率约 1%~3%，

男孩更为多见，常表现为不自主地抽动、

爆发性发声和污言秽语，“部分症状有一

定迷惑性，比如狂眨眼睛、清鼻子咧嘴

巴，家长可能会带孩子到眼科、五官科就

诊，耽误治疗。”

他解释说，抽动症是儿童大脑发育

尚不完全、体内多巴胺过度活跃导致的，

过度劳累、长时间玩电子产品、情感刺激

都会成为发病的诱因。

每年寒暑假，浙大二院儿科都会接

诊不少抽动症患儿，大都是过量玩游戏、

接触电子产品诱发的。平时，还有不少

是家庭环境刺激下发病，“比如父母吵

架、离婚，对孩子关注度减少等。”

冯建华说，他曾经接诊过一个家境

良好的抽动症患儿，无法控制地偷同学

的小东西，从中获取快感。

对于轻症的孩子来说，只要注意休

息、放松精神、饮食清淡，减少电子产品的

使用，症状即可减轻、消失。若有其他心

理问题的患儿，还需及时进行心理干预。

假期窝在家里不动
第一节体育课就骨折

浙大儿院骨科主任医师兼急诊创伤

外科副主任赵国强说，高处坠落是假期

常见的意外伤害，“主动的、被动的都有，

都挺让人揪心的。”

一个13岁的男孩，和大他五六岁的

姐姐大吵一架后被愤怒冲昏了头，从 5

楼一跃而下，造成骨盆、股骨颈骨折，肝

肺脾严重挫伤，脑外伤。医生奋力抢救，

才把他从死亡线拉回来，至今他关节还

留有后遗症，走路有点跛脚。

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男孩，趁爸爸妈

妈上班的空档偷看电视，没想到爸爸中

途回家，他惊慌之下身体不自觉地往后

一仰。当时，他正好坐在窗台边，这一仰

就直接跌出窗外，从三楼坠落，颈椎骨

折、脑部外伤，随后做了 3 次大手术，才

捡回一条命。

赵国强提醒，对学龄前的孩子来说，

家长要尽好看护义务，不让他们独自在

阳台、窗台等危险地带活动；而对学龄期

和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家长应增加良性

的沟通和交流，避免悲剧发生。

另外，他在疫情居家隔离后曾接诊

多例疲劳性骨折，也值得家长注意。“居

家上网课期间，孩子们运动量明显减少，

复课后重新上体育课，跑个一千米就吃

不消了，导致疲劳性骨折。”

疲劳性骨折又叫应力性骨折，好发

于胫骨、跖骨和桡骨，常见于青少年进行

不适当体育锻炼、长距离行走的中老年

人，以及运动量大的新兵和运动员。

赵国强建议，孩子寒假期间也不要

疏于锻炼，每天要保证一定量的户外活

动。如果整个寒假都没怎么运动，开学

后上体育课要循序渐进，并做好充足的

准备工作。

内分泌疾病：儿童肥胖

神经疾病：抽动症

外伤：高处坠落&疲劳性骨折

烧烫伤：低温烫伤&意外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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