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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上上三三家家幼幼儿儿园园，，都都被被赶赶回回家家
六岁自闭症儿童在幼儿园最长一次只呆了一个月

女女孩孩患患白白血血病病，，好好友友捐捐干干细细胞胞
全省首例微移植将在青岛实施，两人不需要做配型

“坐好，坐好，听话。”3月29
日上午，在济南六一儿童医院
病房，看着儿子坤坤不停地在
病床上爬来爬去，孟杰多次试
图让坤坤安稳地坐着，但6岁的
坤坤依然一刻也不休息，也不
说一句话。孟杰今年28岁，两个
黑眼圈让她看起来十分疲惫，
一说起孩子，她的眼泪就止不
住。

2010年6月，坤坤的出生给

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欢乐。“两
岁前和正常孩子一样，喂他吃
饭他就喊妈妈，很听话。”不过
到了两岁半的时候，孟杰慢慢
发现坤坤不怎么爱说话了，注
意力也难以集中，跟他说话要
重复好几遍才有一点儿反应。

“我们很害怕，就带着孩子
到济南和北京的医院做检查，
结果医生诊断坤坤是精神发育
迟缓。”在济南市儿童医院住了

不到一个月，孟杰就带着孩子
出院了。“住院费太贵了，家里
负担不起。”后来，每隔一段时
间，孟杰就带着孩子到门诊就
诊一次，顺便做一些治疗和康
复训练。

“除了不爱说话，坤坤有时
也会发脾气，前一秒还玩得好
好的，下一秒就生气了，也不说
为了啥，就使劲儿拍自己脑袋，
不然就用头去撞门撞玻璃。”为

此，家里所有的玻璃都被孟杰
用胶带粘了起来，盘子和碗也
都换成了铁的。

“妈妈”，坤坤眼睛盯着别
的地方，忽然含混不清地叫了
一声妈妈，孟杰赶紧答应了
一声。“儿子已经好几年没有
清楚地喊爸爸妈妈了，偶尔
叫一两声，基本都是无意识
的，一句完整的句子都不会
说。”孟杰说。

本报青岛3月29日讯（记
者 刘腾腾） 2 5岁的青岛
姑娘不幸患白血病，医护人员
为其制定手术方案，准备通过
微移植来挽救她的生命。所谓
微移植，就是不用配型也可进
行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得知这
一消息，女孩的好朋友挺身而
出，决定为她进行造血干细胞
捐献。近日，全省首例微移植
手术即将实施。

25岁的赵元群是个青岛
姑娘，2014年2月，她不幸查
出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进行了四次化疗后，因为
经济上难以承受，她选择回到

家里保守治疗。“当时基本上
是放弃治疗的状态。”元群告
诉记者。2015年11月，她的病
情复发，来到了青岛市海慈医
院进行治疗。海慈医院血液科
副主任范传波为她进行了详
细诊断，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是
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遗憾的
是，在中华骨髓库里至今没有
配型成功。

据范传波介绍，目前对于
造血干细胞移植一共有两个
手段，一个是配型成功的移
植，另外一个则是微移植。对
于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等
血液疾病的患者来说，要想重

获健康，进行传统的造血干细
胞移植是最有效的办法，但配
型难、费用高，是摆在很多患
者面前的难题。如果没有配型
相合或者半相合的供者，根据
病情可以选择微移植。

据介绍，“微移植”供者
不需要和患者配型完全相合，
极大地扩充了供者的来源，所
需费用仅是传统移植的三分
之一。此外，这项技术还不受
年龄限制。范传波介绍，微移
植不仅适用于急性白血病，对
于淋巴瘤、骨髓瘤等疾病同样
适用，虽然其治愈几率与传统
骨髓移植比相对较低，但其效

果比反复化疗好得多。微移植
在带来抗肿瘤效应的同时，有
效避免了移植排异。

“综合多方面考虑，我们
认为元群适合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 微移植。”范传
波说。赵元群的一名好朋友
来探望时，得知这一消息，他
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因为
我家庭的原因，只有妈妈照
顾我，本来妈妈想为我捐献，
但她年龄大了，效果不好，我
朋友知道后主动提出要为我
捐 献 干 细 胞 。”元 群 告 诉 记
者。目前，元群已经进舱等待
手术。

500专家学者

共论文化创新

本报济南3月29日讯 一场以
“文化的力量——— 文化创新、创业论
坛”为主题的高峰文化论坛，26日在济
南结束，论坛吸引了500余位各领域专
家学者创业者欢聚一堂，共论文化与

“互联网+”的创新发展思路。
本次活动是由山东大学领导力

科学研究中心和神州牛歌文化产业
中心联合举办。与会专家从文化理
论到文化产业模式，以及中小型文
化企业的转型和升级进行了深度的
探讨和剖析，启迪了新思路，引领了
新发展，对文化产业的推动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本次论坛先后有40余位专家学
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了自己对
文化的理解，希望以此帮助更多的
创业人员更快地突破发展瓶颈，形
成竞争优势。 （本报记者）

什么是自闭症
4月 2日是“世界孤独症关注

日”，孤独症又被称为“自闭症”，这
群孩子对外界的声响往往不闻不
问，好像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此
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据专家介绍，自闭症是一种脑
发育性障碍，主要存在语言发育障
碍、与人交流障碍、刻板行为和智力
低下等几方面的问题。一般起病于
三岁以前，三岁以后表现明显，绝大
多数儿童需要长期的康复训练和特
殊教育支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平均每160个儿童中就有一名自闭
症儿童，男孩患病率显著高于女孩，
男女发病率一般为4:1-6:1之间。

自2006年开始，我国将自闭症
归类为精神残疾，它不是一种心理
疾病，更不是性格孤僻。经过康复训
练后，随着社交能力的提高，自闭症
儿童的语言能力可以逐渐发展。

自闭症怎么治
由于自闭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仍不清楚，所以目前缺乏针对自闭
症核心症状的药物，主要依靠康复
训练和特殊教育手段，药物治疗为
辅助性的对症治疗措施，例如抗精
神病类、抗抑郁类和治疗多动症的
药物对缓解相关症状有所帮助。

孩子患自闭症

不是因抚养不当
自闭症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

比较公认的可能是基因变异和不良
环境交叉作用的结果。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孩子患自闭症并不是因为
父母不称职。“很多年前，有人认为
是父母抚养孩子的办法不当导致孩
子患有自闭症，尤其是孩子的妈妈。
其实自闭症是一种脑发育性障碍，
和父母的教养方式没有关系。”专家
说。

自闭症儿童

是否会攻击别人
自闭症儿童一般不会有意攻击

别人，只是由于沟通和表达障碍，有
时会用异于常人的方式与人“沟
通”，或者人们不能理解其需求和意
愿的时候，会出现行为和情绪问题。

“如果他们出现了不恰当的行
为，我们尽量给予包容，有时候忽视
也是一种包容和接受。”专家说。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如果你想帮助自闭症患儿，或
者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故事，请拨打
电话96706或15063787162。

头条链接

“坤坤其实是愿意看
书认字的，就是不会说
话，我希望孩子在康复训
练的同时能有个上学的
地方，不用动不动就被学
校赶回家，难道这没法实
现吗？”妈妈孟杰三次把6
岁的患自闭症的儿子送
到幼儿园，并且每天守在
幼儿园外，但儿子最终还
是被劝退，“最长的一次
是去了一个月，最短的一
次几天就回家了。”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在自闭症儿童中，有40%
左右的患儿智力是处于正常水
平的，如果能够尽早接受正规
康复训练，周围环境比较友善，
很多孩子能在3-6岁时正常进
入幼儿园，再大些进入小学，不
过可能需要家长随班陪读。”济
南医院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康复
师邹静说。

不过，邹静也坦言，即使达
到了这种水平，父母也不敢告

诉学校和老师孩子有自闭症，
一般是编个理由，比如家里有
过变故、一直让老人带等导致
孩子有些孤僻。“如果说了，怕
老师和其他孩子给贴上自闭症
的标签，症状可能会进一步加
重，甚至直接拒收。”

坤坤的主治医师、济南六
一儿童医院主任医师代杰表
示：“大约两个月以前，坤坤刚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属于重度自

闭症患儿，几乎无法与人进行
语言或眼神交流，没有基本的
生活自理能力，并且存在阵发
性的情绪暴躁等行为，这种情
况下确实不适合进入普通的幼
儿园上学。”

伴随着一系列的治疗和康
复训练，目前坤坤的情况已经
有所改善。“现在让他干啥，说
几遍他能听懂了，有时也愿意
按说的去做，而且眼睛也愿意

看人了。”孟杰说。
“普通幼儿园不愿接收，坤

坤就只能呆在医院或家里吗？
不与外界接触，更不利于孩子
的康复。”孟杰说，坤坤其实是
愿意看书认字的，就是不会说
话，“我希望孩子能在康复训练
的同时有个上学的地方，不用
动不动就被学校开除，难道这
样一个最基本的愿望都没法实
现吗？”

为了更好地照顾坤坤，孟
杰辞掉了工作，每天在家带孩
子。“总让孩子呆在家里也不是
办法，我们寻思让孩子去上学，
多跟同龄的小朋友接触，可能
慢慢就好了。”于是，4岁时坤坤
被送进了家附近的一所幼儿
园。

没想到，过了没几天，幼儿

园通知孟杰把孩子领回家，“我
们这里没法接收这孩子，万一
伤到别的孩子，我们没法跟其
他家长交代。”听了这些话，孟
杰心里特别难受，只好把孩子
又送到另一家幼儿园。孟杰每
天都呆在幼儿园外面守着，唯
恐孩子出什么事儿。尽管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坤坤还是被幼

儿园劝退了。第三家幼儿园，依
然如此，甚至有家长在听说坤
坤的情况以后，联名给幼儿园
写信，要求坤坤退学。

从此，坤坤只能呆在家里。
对此，孟杰认为，其他孩子家长
是对坤坤有误会，“他虽然有时
会脾气不好，但是不会伤害别
人啊。”

截至目前，虽然治疗了不
到三年时间，坤坤的治疗费已
超过了20万元。“孩子爸爸在一
家汽配厂上班，一个月工资才
一两千块钱。”孟杰告诉记者，
坤坤的奶奶患有脑血栓，坤坤
的姥姥和姥爷腿脚不便，孟杰
还有个16岁的妹妹正在读书，
一家人的生活异常困难。

拱两岁前还会喊妈妈，两岁后却不说话了

拱其他家长联名给幼儿园写信，要求坤坤退学

拱“普通幼儿园不收，孩子难道只能呆在家里吗？”

坤坤看上去和正常孩子没什么两样，但就是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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