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称，“天资”差异的确存在，并且可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学习成绩。该研究对1 . 1万名16岁英国中学生的毕业
考试成绩等指标进行了考察，这些学生均为同卵双胞胎或异卵双
胞胎。研究发现，在英语、数学和科学等必修科目中，基因对考试成
绩的直接影响超过一半，而学校、家庭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约占
36%。从学科差异来看遗传因素对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成绩的
影响可高达58%，而对艺术、音乐等人文学科成绩的影响占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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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对学习成绩影响大

逢晓君

今天给女儿跳跳做测评，问
题里有诸如“可以独自吃饭吗”

“可以自己系纽扣吗”之类的问
题，在回答时，我有些坐立不安。
因为我发现除了能否自己系纽扣
我不知道以外，这些技能跳跳都
会，穿脱衣服自己如厕她也做得
很好。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她自立能力
的培养意识有些欠缺。

我们从来不会阻止跳跳对陌
生事物的好奇和探索，对她自学
的用餐具吃饭、穿脱衣服和鞋子
等等技能都保持着鼓励的态度，
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应让这
些技能要成为习惯保持下去。

过去，我一直帮她穿鞋子，直
到她刚刚两岁那会儿，有一天在
快餐店吃饭，我买了薯条上来，在
游戏区玩的她看到后三下五除二
穿好鞋子过来索要，我那时才发
现她原来会自己穿鞋子啊，还穿
得那么溜。之后有时她让我帮忙
穿鞋子，我也会建议她自己穿：

“我知道你会穿的啦。”她扭捏着
辩解自己不会，执意让我给穿，我
也不太坚持地帮她穿了。穿衣如
厕也是这样，她兴致高的时候要
求自己穿衣服，自己上厕所，但是
大部分时间，我都上前帮她穿好，
抱她去洗手间。这些事情，我做得
理所应当，特别顺手。

我对自己进行过分析，潜意
识里我的想法应该是只要她会就
好了，我疏忽了培养她形成一种
良好的行为习惯。再往深里想，其
实也是因为我的懒惰，一想到也
许她会拒绝自己做，我就懒得跟
她磨叽，有磨叽的时间我早麻溜
地给她弄好了。另外一个可能就
是，我被一种母性的眷恋所蛊惑，
总 在 感 叹“ 我 还 能 抱 她 多 少 次
呢？”类似的，我也许还会认为，她
迟早会自己穿衣服的，而我还能
帮她穿几次衣服呢？这种潜意识
发展到如今，就成了连鼓励她自
己做的想法也没有了。

其实认真想想，这些想法是
有些狭隘的，尽管她终究会自己
穿衣服，自己吃饭，但尽早让她独
立做这些事情，目的不仅仅是这
些事本身，而是让她养成一种“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独立意识，让
她形成独自探索和生活的勇气。
让她遇到事情首先想到如何独立
思考寻找解决的方法，而不是求
助于父母和家庭。否则的话，如果
家人没办法及时给出回应，她很
有可能放弃或者逃避。

今天我终于意识到，我一直
忘记了：这是她自己的事情。尽管
在她小的时候，我们帮助她做、教
给她做，也受限于她自身的成长
发育和身体灵活性的“帮助”而
已，目的都是尽快地让她独立完
成。当她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家长
应该做的是把吃饭、睡觉、如厕这
些基本的生活技能和自由全部归
还给她。

我看，是时候了。

还给孩子

“独立”的自由

老老年年人人过过度度输输液液易易致致心心肌肌缺缺血血
输液疗效好副作用也大，是否需要一定听医生的

育儿心得

过度输液会加重肝肾负担

（上接B01版)

“能口服药物就不肌肉
注射，能肌肉注射就不输液，
这是正确用药的一个基本原
则。”俞淑文说，在现实生活
中，受一些错误观念的影响，
例如输液治疗效果快、可以
补充营养等，很多人将输液
列为治疗的第一选择，“这是
非常错误的想法”。

“一般情况下，只有手术
患者以及在患者不能进食、
病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以及
手术患者才需要输液治疗，可
以使危重症患者及时转危为
安，对于身体基础素质比较好

的人，小疾病类的完全可以
通过口服药物治疗，不必进
行输液。”王言森说道。

俞淑文提醒道，不必要
的输液会给身体带来多方面
的负面影响，“例如药物的不
良反应，可能会导致患者寒
颤、发热、心慌，严重者甚至
会导致死亡，长期注射浓度
过高、刺激性较强的药物易
引起静脉炎等病症。”

专家表示，输入的药液
进入人体后，大部分都要经
过肝脏代谢，最终由肾脏排出
体外，过度输液会加重肝肾的

负担。王言森进一步表示，“特
别是一些中药制剂成分复杂，
容易发生不良反应，对肝脏、
血液系统导致严重损害。”

过度输液还会带来抗生
素等药物的滥用，“像国外一
般不会输液，即使输液也会
严格控制抗生素药物的使
用。最近几年我们国家也在
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效
还是比较显著的。只要不是
细菌类感染，就不会使用抗
生素药物。”

俞淑文也表示，“抗生素
药物的过度使用还使一些细

菌产生了抗药性，影响整个
社会环境。”据介绍，在自然
状态下，人体对周围环境的
病菌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
如果大病小病都依赖输液，
不仅会增强人体的耐药性，
还可能干扰人体的正常防御
功能。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难
以控制的恶性循环，降低人
体自身的免疫能力。

此外，由于输液需要占
用大量的时间，同时花费也
比口服药物和肌肉注射昂
贵，无形中还增加了患者的
经济负担。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更
多的是因为一些慢性病来医
院输液，例如高血压、糖尿
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王言
森表示，“这些慢性病会使血
液黏稠度增高，动脉硬化，一
些老人就觉得应该通过输液
疏通血管，一年常常专门为
此输液两次。”

对此，王言森表示，输液
对血管的疏通确实有一定的
作用，可以软化血管、溶解血
栓等，但是仅能产生短暂的
效果，更多的还是需要长期
口服药物治疗。“而且只有在
病情急速加重时，才应该在
医生的判断下输液。一般来
说 ，口 服 药 物 还 是 第 一 选
择。”

“输液时液体中的颗粒
也容易粘附在血管上，产生
病灶，病情反倒会加重。”邢

莉对此种做法也表示反对，
“此外，由于慢性疾病的患者
都是中老年人，心脏功能都
有所减退，过度输液还容易
产生心肌缺血，甚至导致心
脏衰竭等风险，因此应该严
格遵守医嘱。”

邢莉说道：“每年的秋冬
季节，心脑血管病人就会增
加很多，我们医院的床位经
常住满。”因此提醒市民，冬
季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与其

“冲血管”，还不如加强日常
生活保健，平时注意防寒保
暖，饮食宜清淡，少食多餐，
摄入足够的蔬菜和水果，坚
持锻炼，避免疲劳、紧张、情
绪激动。

此外，由于腹泻前来门
诊输液的患者也比较多。邢
莉表示，“成年人来说一般就
是急性肠胃炎，都是因为吃

坏了东西，或者暴饮暴食引
起的，肠道容易绞痛不止，一
般人受不了，需要输液治疗。
不过这类的疾病都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而对于婴幼儿来说，夏
季多细菌感染引起的肠炎
等，如果出现便血，对身体的
损伤则尤为严重，甚至可能

引起败血症等；秋冬季节则
多是轮状病毒引起的感染。

“不同的腹泻类型需要使用
不同的药品，对症下药”，邢
莉表示，“对于腹泻，总体而
言，输液是为了防止脱水或
者电解质紊乱，如果有这两
种症状，则要输液，没有此类
症状则不必输液。”

与其“冲血管”不如加强保健

不少人不论大病小病都
热衷于输液治疗，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认为“输液治
疗效果更好更快”，对此，邢莉
解释道，“输液治疗效果快有
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直接
对血管给药，另一个就是相对
口服药物来讲，输液的药物剂
量更大。”因此，相对于口服
药物，输液后身体出现不良
反应的几率也更大，“患者一
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不能
随便要求输液治疗。”

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认为
“生病时输液可以补充营养补
充体力”，王言森表示，输营养
液或者葡萄糖确实可以补充
体力，但是并不推荐。“只有在
不能进食的情况下，才需要通
过输液补充肠外营养，只要能
进食，都应该通过饮食补充能
量，有利于身体菌群的协调。”

此外，专家对于酒后“打
吊瓶”，专家也表示，多数情况
下是没有必要的，相反还会加

重肝功能负担，导致肝功能受
损。除非患者酒精中毒症状十
分明显，如频繁呕吐或出现昏
迷时才需要输液。即使在这种
情况下输了液，也只能说一定
程度缓解症状、促进恢复。

“还有一些老人常常认
为，即使现在血压血脂指标
不存在异常，输液也能预防
一下，这种说法并没有医学依
据”，王言森提醒道，每种药物
都有半衰期，短则半个小时，
长则7个小时，药物就在身体
内吸收、分解、排泄完毕了，不
会长久停留在体内，因此没
病时输液并没有预防效果。

“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工
作忙，生活节奏太快，即使需
要输液往往也不愿意，觉得耽
误时间”，俞淑文表示，“说过
度输液危害大，但也不能矫枉
过正，病情严重时输液确实是
个有效的治疗手段。因此，还
是应该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
不要自己随意下结论。”

“输液好得更快”
是因为剂量更大

专家观点 相关链接

国家卫计委公布
合理用药10条规则

( 1 )合理用药是指安
全、有效、经济地使用药物。
优先使用基本药物是合理
用药的重要措施。不合理用
药会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
命。

(2)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
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
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的
原则。

(3)购买药品要到合法
的医疗机构和药店，注意区
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处方
药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购
买。

(4)阅读药品说明书是
正确用药的前提，特别要注
意药物的禁忌、慎用、注意
事项、不良反应和药物间的
相互作用等事项。如有疑问
要及时咨询药师或医生。

(5)处方药要严格遵医
嘱，切勿擅自使用。特别是
抗菌药物和激素类药物，不
能自行调整用量或停用。

(6)任何药物都有不良
反应，非处方药长期、大量
使用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用
药过程中如有不适要及时
咨询医生或药师。

( 7 )孕期及哺乳期妇
女 用 药 要 注 意 禁 忌 ；儿
童、老人和有肝脏、肾脏
等方面疾病的患者，用药
应当谨慎，用药后要注意
观察；从事驾驶、高空作
业等特殊职业者要注意
药物对工作的影响。

(8)药品存放要科学、妥
善，防止因存放不当导致药
物变质或失效；谨防儿童及
精神异常者接触，一旦误
服、误用，及时携带药品及
包装就医。

(9)接种疫苗是预防一
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
措施，国家免费提供一类疫
苗。

(10)保健食品不能替代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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