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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长得慢当心矮小症
岛城百分之三儿童身高不达标 专家提醒口服药不能让孩子“长高”

马上就要过年了，孩子
们迎来了愉快的寒假，很多
家长开始着急孩子的身高问
题。9日上午，记者从青医附
院专门针对矮小症举办的义
诊活动上了解到，岛城青少
年中矮身材比例正在逐年增
加，目前已达到3%。这其中有
很大一部分患者因没有及早
发现或轻信药物增高产品延
误了治疗，专家提醒生长激
素口服不能达到增高效果。

家长不懂矮小症

耽误了治疗时机

家住大学路的琳琳 (化
名)今年十五岁了，只有一米
四七的个子急坏了妈妈李女
士。据李女士介绍，琳琳这个
身高已经维持了近半年了，
由于琳琳是个女孩子，李女
士一直觉得稍微矮点不要
紧，很可能是晚长，当听医生
说孩子的股沟已经封闭，失
去了药物治疗的机会后，李
女士一下子傻了眼。“我以前
并不知道医院可以检查孩子
的身高是否正常，更不知道
身高是可以治疗的，这下可
把孩子耽误了。”李女士告诉
记者，按照她和丈夫的身高，
孩子至少应该能长到一米六
以上，所以他们才没太重视。
同琳琳相比，只有3岁的田田

(化名)就幸运多了。走上身高
测试仪，田田的身高显示同
一岁的小朋友差不多，只有
76公分，是明显的生长激素
缺乏症，但由于年龄小，田田
在接受治疗后身高很有希望

“追上”同龄小朋友。
青医附院儿科主任李堂

介绍，很多家长不了解矮小症
和生长素，孩子个头矮了就猛
吃补品，有的家长甚至认为孩
子长个有点晚，等两年就好
了，“这些原因都导致孩子在
关键时期丧失了身高增长的
机会，甚至带来一系列心理创
伤。”李堂说，临床调查发现，因
身高问题带孩子就医的家长
中，有半数根本不了解矮小症
和生长素，也不知道生长素缺
乏会导致个头不长，反而简单
地认为营养是长个头的唯一
原因。

口服药

能长个是“忽悠”

“受天气影响，这两天前
来义诊的患者不是很多，但经
我们确诊的矮小症患者已达
二十几例。”据李堂主任介绍，
临床调查显示，岛城青少年中
矮身材比例约占3%，根据青
岛市人口基数和发病率推
算，全市14岁以下人群中，矮
小者达4万人，而多数家长对

于矮小症还并不了解。“有些
家长忽视了孩子长得慢的问
题，更多家长则是选择擅自
治疗。”李堂告诉记者，这些
擅自治疗的家长多是认为
孩子营养不良，给孩子服用
一些助长高的药物。事实上
促生长药物口服无法达到
效果，只有科学注射才能及
时补充生长激素，促进正常
生长。

李堂主任表示，从全省临
床矮小症的治疗情况来看，有
近八成的矮小儿童治疗过晚，
患矮小症的孩子开始治疗年
龄越小，效果越好，矮小症患
儿在4岁左右到正规医院儿
科、内分泌科及时治疗，是有
望达到正常身高的，如果错
过治疗时机，这些孩子将终
生与矮小为伴。他遇到过不
少带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
说花多少钱治病都愿意，但
是一查才知道孩子骨骺已
经闭合，追悔莫及。

“孩子年龄越小，骨骺的
软骨层增生及分化越活跃，生
长的潜力及空间越大，对治疗
的反应越敏感，生长效果越
好。”李堂说，孩子的年龄越
小，体重越轻，用药的剂量越
小，所花费用也越少，等到发
育后期如15-18岁时再治疗，
此时骨骺接近闭合，生长潜

力很小，已不再可能达到理想
身高。

身高标准

测定是否是矮小症

据专家介绍，针对身高的
判断临床统计有一个身高标
准表。凡婴幼儿期(3岁以下)的
生长速度低于每年7厘米，儿童
期(3岁至青春期)生长速度低
于每年5厘米，青春期低于每年
6厘米的都有可能属于身材矮
小，家长应该注意关注孩子的
身高，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
诊和治疗。此外，家长在测量
身高时应注意测量标准，3岁以
下测量卧位身长，3岁以上测量
立位身高，赤足免冠背靠立
柱，尽量保持同时间、同测量
仪器、同一测量人。

专家表示，儿童发育有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胎儿到2岁
的生长快速期，通常出生后第
一年长25厘米左右，第二年长10

厘米左右；第二阶段为3岁到青
春期前的生长速度减缓期，每
年长5—7厘米；第三阶段为青
春期生长加速期，男孩增长
25—28厘米，女孩增长23—25厘
米，家长可以对照着看看自己
的孩子身高是否矮了，以8岁孩
子为例，男孩应为130厘米，女孩
应为128 .5厘米，如果偏差过大，
孩子就有可能患有矮小症。

心理治疗技术全国领先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开设省内首家心理医院

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相结合，明
显提高了患者的治愈率，让患者尽早
脱离病痛的折磨。2011年12月30日，青
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医院主任李
玉焕介绍，早在2004年青岛市精神卫
生中心就成立了省内第一家临床心
理科，为了方便患者就诊，中心在2007

年又成立了心理医院。通过定期和
国内外心理专家交流学习，不断提
高心理治疗水平，心理医院在治疗
抑郁、焦虑、精神分裂等心理疾病方
面，一直全省领先。温馨的环境、贴
心的服务、定期的公益活动得到了
患者家属和市民的认可。

药物加心理治疗提高治愈率

在青岛名牌大学就读二年级的
小梅(化名)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自从
上大学后，她总爱研究一些虚无缥缈
的东西，认为自己有和宇宙连接的能
力，经常有一些荒谬的想法和行为。
学校老师和同学发现她行为古怪后，
和她的家长及时联系，并建议带小梅
来心理医院就诊。今年9月中旬，小梅
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心理医院，经过
仔细的检查和询问，李玉焕主任发现
小梅患的是首发精神分裂症，并建议
她住院进行治疗。通过药物治疗控制
住小梅的症状，在住院后期李主任每
隔一段时间就给小梅做一次心理治
疗，3个多月后，小梅的病情明显好转，
社会功能也逐渐恢复，12月份小梅像
正常学生一样又回到学校读书，并定
期来院取药，继续保持与医师交流沟

通，个人独立性增强。
据李玉焕主任介绍，导致精

神、心理疾病的原因有遗传、心
理、社会因素等多种方面，很多
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
患者单纯使用药物治疗的方法，
效果往往不是很理想，且停药后
易复发，特别是一些难治性的、
创伤性的心理疾病。采用药物治
疗和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方法，不
仅能让首次出现精神分裂症的患
者逐渐恢复社会功能，而且提高
了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
治愈率，降低了复发率，让患者
尽早脱离病痛的折磨，生活模式
有所调整，生活中的快乐逐渐增
多。抑郁症、焦虑症的临床治愈
率一般为 3 7%左右，通过药物加
心理相结合的治疗方法，让抑郁
症 、 焦 虑 症 的 临 床 治 愈 率 高 达
60%以上。

打造国内先进治疗条件

很多患有心理疾病的病人总
觉得自己没有得病，不需要到医
院就医。也有很多患者到青岛市精神
卫生中心就诊，看到一些病情严重的
患者后产生了心理压力。为给患者营
造一个温馨安静的就医环境，方便
更多的患者就诊，2007年10月中心
成立了心理医院。医院设有心理访
谈室、家庭治疗室、团体治疗室、宣
泄室等。音乐治疗、家庭治疗、沙盘
治疗、动力性治疗等技术均在全省
使用最早、国内领先。

为给患者提供先进的治疗技术，
让更多的患者早点摆脱疾病的折磨，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每年都会拿出一
定的资金，用于心理医院科研工作以
及医护人员进修学术。全科医生均接
受了国内外心理治疗的培训，如挪威、
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荷兰、中国

香港、中国台湾等，具备完善的心理督
导机制，在国内属领先地位。医院有
国内先进的心理CT系统、生物反馈
治疗仪、经颅刺激治疗仪等医疗设
备，为患者进行明确的心理诊断和
科学的心理测定。

尽最大能力为患者提供帮助

今年30岁左右的小王最近总不愿
吃饭，胃痛，做事情没有精神，也不去
上班，家人没有办法只好带他来医院
就诊。经过细心的询问和检查，心理医
院副主任医师王立涛了解到小王的父
亲因心梗突然去世，小王心理上受到
很大的打击，患上了抑郁症。起初家人
对心理治疗并不了解，病人也不太接
受，王医生给予药物治疗，一个月后病
情仍无明显改善，后经过沟通患者开
始定期的心理创伤干预治疗。几次后，
小王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李玉焕主
任说，对待心理疾病患者医护人员要

更加耐心，多关注、尊重他们，会在病
情的治疗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据了解，医院设有心理门诊和开
放式心理病房，每天门诊量达40余人
次。开展预约式服务4年时间，每天24小
时接受患者的电话或网上预约。与
此同时，医院制定了定期回访制度，
李主任说，通过定期的回访会了解
患者出院或门诊心理治疗结束后的
生活情况，遇到有患者出现情绪不
好或中断药物的情况，医护人员会
建议患者按时吃药或及时到医院进
行进一步治疗。

公益活动得到社会认可

每周六上午，心理医院总会有很
多慕名来听讲座的市民。李玉焕主任
说，自从医院开展每周向市民进行免
费心理讲座后，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和
好评，遇到市民感兴趣的话题，能容纳
五六十人的电教室里，过道上都挤满
了人。每次讲座结束后，都有很多市民
向心理医生咨询遇到的问题。每到中
高考和大学生毕业期间，医院会免费
为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心理测试、就业
指导等公益活动。

2008年医院与青岛市妇联合作成
立了山东省第一个“幸福家庭心理指
导中心”，走进街道社区宣传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针对家庭暴力受虐妇女进
行免费心理支持，并开通心理疏导服
务热线。2009年与市南区司法局合作成
立了青岛市第一个“心理矫正基地”，
每年对市南区所有假释人员每人进行
长达10次的连续心理干预，所有被矫
正的假释人员在心理干预结束后，经
科研分析心理状况都得到了明显改
善，降低了再犯罪率。与此同时，医院
依托青岛市危机干预中心、青岛市心
理健康基地面向学校、社区、机关、
企事业单位进行心理健康讲座、突
发事件危机干预，参与“青岛市红十
字会”的心理救援工作。

▲▲医医生生为为在在校校学学生生讲讲解解心心理理健健康康知知识识。。

策划：经济专刊部 组版：戴乐

本刊记者 朱夏雅南 通讯员 齐文博

本刊记者 朱夏雅南


	Q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