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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一冷，许多妈妈开始操心给宝宝补钙的事。近日，记者采访了数十名孩子家长，几乎所有的

家长都在孩子的不同年龄段考虑过给孩子补钙的问题，大部分家长给孩子们补钙通过食补，喝牛

奶、骨头汤、吃虾皮等，有三成家长会给孩子服用钙片或含钙口服液，可是就孩子是否缺钙专门到医

院检测的仅有不到两成。

“我们很重视给孩子补钙的事，但是到底该怎么补，却不是很明确。”采访中，不少家长这样表

示。近日，记者就儿童补钙一事采访了省城多家医院的专家，他们对此给出了详细的介绍。

支招专家 省立医院儿童重症
科主任医师 孙正芸

孩子缺钙，常表现如下症状：夜
间常突然惊醒，啼哭不止；头发稀
疏；多汗，尤其是入睡后头部出汗，
孩子头颅不断磨擦枕头，久之颅后
可见枕秃圈；1岁以后会出现方颅、
X形腿、O形腿、鸡胸等。

在补钙的时候，必须先注意保证
维生素D的摄入量，不保证维生素D

的摄入量，即使补充了大量的钙人体

也很难吸收。绝大多数维生素人体无
法自己合成，必须通过食物或者药剂
来补充摄取，维生素D却可以通过阳
光照射皮肤由人体合成。当然，从食
物中一样可以摄入维生素D，许多鱼
类的鱼肝油中含有大量维生素D，奶
类也是一种理想的补充源。给孩子补
钙关键要注意科学性，现在市面上各
种保健品宣传力度很大，使得一些家
长在给孩子补钙时往往先选用营养
保健品。

支招专家 省中医院儿科主
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阎兆君

缺钙通常指维生素D缺乏性佝
偻病，最常见于3个月至2岁以内的
婴幼儿，要特别注意加强婴儿养护，
提倡母乳喂养,及时添加辅食,多晒
太阳,增强体质。对早产儿、多胎儿、
人工喂养儿或冬季出生的婴儿,口
服维生素D预防本病,夏季户外活动
多可减量或暂停服用,一般可不加
服钙剂。

简单把佝偻病认为是缺钙，单纯

补钙是片面的。因为佝偻病的钙磷代
谢障碍，主要是因为体内缺乏活化的
维生素D。在维生素D缺乏时，单单补
钙，难以达到应有疗效。因此，对于婴
幼儿,佝偻病的预防一般采用补充生
理量维生素D的方法，另外加强母乳
喂养、添加辅食，适当日晒。

如孩子身体处于正常状态，滥
补无益。孩子就像幼苗，不能拔苗助
长、滥用补药。钙的特性是缺多少补
多少，过多补充也无益处。如果维生
素D补充过度，还有可能出现中毒。

咱咱咱家家家孩孩孩子子子到到到底底底要要要不不不要要要补补补钙钙钙
四四大大医医院院儿儿科科专专家家为为您您支支招招

补钙时先选用保健品，不科学

“孩子有哪些表现，说明有可能是缺钙
了？”这是许多年轻妈妈关心的问题，这一点通
常该怎样判断？

不少家长为这个问题纠结：孩子已经三四岁
了，看有些同龄孩子在补钙，不知道自己家孩子
是不是也需要补？

每隔半年，家住山大路的市民
孙女士都会采购一些钙片和补钙的
口服液。“大人孩子都吃点。”孙女士
说，自家儿子今年5岁，正是长身体
的时候，应该补点钙促进生长发育；
父母和公婆年过六旬，腿脚日渐不
灵活，也需要补钙防止骨质疏松。因
此，老人孩子几乎每日都吃一些钙
剂。

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孙女士家这
种“全家补钙”的情况在许多家庭中
都存在。“现在钙剂的宣传很多，听上
去钙就像营养品一样，多吃点也没坏
处。”市民徐女士这样表示。

果真是大家体内缺钙、需要“全
民补钙”吗？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儿科教授、主任医师邢向晖表示，

“全民补钙”的流行其实与宣传过度
有关，大剂量的补钙多数是过量的。
邢医生介绍说，人体肯定需要钙，但
正常情况下，只要正常吃饭，适当进
行日晒和户外活动，一般不会缺钙。
这是因为食物中含有钙，尤其是乳类
和海产品中钙含量较高，正常膳食摄
取就较丰富。

她介绍说，对于婴幼儿来说，
缺钙主要是因为体内维生素D含量
不足，使钙不能吸收，因此儿童要适
当补充维生素D，并注意营养均衡，
多进行户外活动。老年人也容易存在
骨质脱钙、钙吸收不好的情况，建议
补充一些有促进钙吸收功效的物质，
并增加户外活动量。

山东省立医院儿童重症科主任
医师孙正芸认为，“全民补钙”和商
家的夸大宣传有关。老年人因为身
体的原因体内的钙自然流失需要
补，孩子因为要长身体需要补，可并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补钙，还是要根
据个人情况、个体差异而定。

“退回十五六年前，几乎没有补
钙一说，孩子也很少有补钙的，但是
大家生长发育也挺正常。”市民侯女
士有个疑惑：现在补钙一说这么流
行，真的因为现在的人比之前要“缺
钙”吗？这和大家户外活动少是不是
有关系？对此，邢医生介绍说，维生
素D缺乏确实与户外活动不足有
关。因为天然食物中维生素D的含
量普遍很少，只有少数食品含有一
定量的维生素D。因此，对于许多人
群来讲，日光照射条件下皮肤内维
生素D的合成是体内维生素D的主
要来源。目前，因高楼大厦密集、空
气污染、个人习惯等原因，一些人群
接受日光照射较少，导致维生素D
不足，从而影响钙的吸收，因此建议
增加日晒和户外活动，并适当补充
维生素D。

孩子就像幼苗，不能滥用补药

孩孩子子是是否否缺缺钙钙牵牵动动着着家家长长的的心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媛媛 摄摄

支招专家 市妇幼保健院儿
童保健科主任 刘丽莉

人们平时所说的缺钙，在医学
上指的是佝偻病，是因为缺乏VitD

引起体内钙磷代谢异常，导致生长
期骨组织矿化不全，产生以骨骼病
变为特征的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的全身性慢性营养性疾病，多见于
3岁以内婴幼儿。

孕妇、儿童一定要定期接受
查体、健康指导。医生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进行评估、检测，同时给
予指导，这一点不仅对于预防佝偻病
十分重要，对孩子的整个生长发育都
是有益的。一些家长不相信医学，要
么自己购买保健品给宝宝服用，要么
觉得宝宝不生病不用查体，等出现问
题了才到医院就诊，造成遗憾。宝宝
查体要遵循“421”的原则，即1岁以内
每隔3个月查一次，1到2岁每半年查
一次，以后每年查一次，这样有利于
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带宝宝查体,

要遵循“421”的原则
不少家长咨询：避免孩子缺钙，平时

需注意哪些问题？

支招专家 千佛山医院儿童
保健科主任 李燕

在来院就诊、体检的儿童中，
医生们发现1岁以下的婴儿最容易
出现缺钙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 1

岁以下的婴儿不会走，室外活动
少，接受日晒的时间偏少。而接受
阳光的照射，能促进体内维生素D

的合成，维生素D可以促进钙的吸
收。再大一点的孩子，如果偏食，容
易缺钙。

每天接受至少两小时的日光照
射，孩子体内一般都能吸收到正常
的钙量。但冬天，孩子的室外活动减
少。尤其是1岁以下婴儿，许多家长
不愿意将孩子抱出去，冬天即使在
室外孩子仅有脸和手能接受日光照
射，不如夏天接受日光照射的皮肤
面积大，这使得孩子容易因少见太
阳而缺维生素D、缺钙。所以，冬天
要加强对婴幼儿佝偻病的预防，适
当补充维生素D和钙。

冬天要加强
预防婴幼儿佝偻病

按照民间流行的说法，到秋冬时节，要
特别重视给孩子补钙，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孩子在
接受骨密度
检查。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家长带
着孩子在抽
血化验。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全民补钙”都是

宣传过度惹的祸

孩子缺不缺钙 三方式测测看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3岁，

她对孩子补钙一事非常重
视。这两年来，她听人提到过
好几种测是否缺钙的方法。

“一种是测微量元素的，让孩
子把手伸到仪器上，就能出
来结果；还有一种是根据头
发进行测试。”刘女士说，自
己很想弄明白，哪种检测方
式比较准确。

记者采访中，专家表示，
看孩子是否缺钙，医生可以
对孩子的症状体征进行评
估，必要时使用仪器进行检
测。

评估主要包括了解孩子
的喂养情况，对孩子进行体
格检查。

通过仪器检测在目前省
城的各大医院里，主要有三
种方式，拍X光片、化验血液、
骨密度检测。

拍X光片：可察看孩子骨
骼发育的情况，包括骨骼形
状、骨骼粗壮程度等。

化验血液：查看和钙相
关的一些生化指标，如血液

中的钙含量、骨碱磷酶(这是
钙代谢的一项重要指标)等。

骨密度检测：做骨密度
检测和B超有些类似，都需要
在仪器顶端涂抹耦合剂。该
制剂在探头和被检查者皮肤
之间，消除探头与皮肤间的
空气，使超声波顺利地进入
人体，以获得可靠而清晰的
图像。近日，记者在千佛山医
院儿童保健中心特检室看
到，护士在一个8个月大的宝
宝小腿上涂好耦合剂后，便
通过仪器端头在宝宝小腿、
脚踝处滑动，骨密度检测仪
的屏幕上便跳出了一个红
点。仪器屏幕上有三条曲线，
中间一条是骨密度100%的标
准线，最下面一条线是低线，
上面是高线。检测出来的红
点如果靠近低线或者低于低
线，则被测者骨密度不足、缺
钙。如果靠近高线，则骨密度
较大。

三种检测方式各有利
弊，验血需要扎破手指，拍X
光存在辐射，骨密度检测则

没有创伤。其中，拍X光片检
查钙情况的准确度最高，尤
其是现在新兴的一种双能X
光片，它在南方一些医院用
得多，在济南运用还较少，但
是X光射线有辐射，不能常
用。

有些家长反映，验血时
孩子的血液中钙的指标正
常，但有佝偻病的症状。山
东省立医院儿童重症科主
任医师孙正芸解释，检测孩
子是否缺钙或者得了什么
病症，一般仅通过一项检查
是不能准确判断的，应该通
过多种检测结果综合来看。
除了生化指标，一般还会结
合X光片给孩子诊断是否缺
钙或患佝偻病。另外，通过
验血也可以检测出人体内
维生素D的水平，在省城各
大医院，该检查项目名称为
血液静脉血维生素D水平检
查。检查婴幼儿的静脉血和
成人不同，需要从孩子的脖
子根儿或大腿根儿抽血，孩
子比较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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