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提醒

医生提醒：出现颈前肿物、淋
巴结肿大、声音嘶哑等症状时，要
及时排查甲状腺疾病

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魏珺
入学入园后，孩子们聚集的时间多，更要注意

预防常见的传染病。市妇幼保健院医生提醒，提前
做好预防，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腺病毒肺炎

在厦门，腺病毒肺炎一年四季散发。腺病毒不
同病毒亚型可引起不同部位的疾病，如呼吸道疾
病、胃肠道疾病、眼部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腺病
毒感染没有特效药，只能对症治疗。6个月-2岁小
儿易感，病情发展快，肺内外并发症多，后遗症的发
生率和患儿死亡率相对较高。主要症状为发热、频
繁咳嗽、气喘、呼吸费力、面色苍白或发灰青紫、呕
吐、腹泻、精神疲倦、嗜睡或烦躁、昏迷、惊厥发作
等。

预防：避免孩子暴露于烟草和其他烟雾环境
中；尽量避免让抵抗力差的婴幼儿和有呼吸道感染
风险的儿童接触；勤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是最常见的病毒性感染，
多见于婴幼儿，尤其多见于1岁以内的儿童。呼吸
道合胞病毒肺炎主要症状为发热，严重的有较明显
的呼吸增快、费力、气喘，甚至口唇青紫。

预防：在病毒流行季节，避免外出，避免聚集，
不要接触已经感染的患儿，勤洗手、戴口罩。

支原体肺炎

白天晚上干咳，反复发烧难退，如果你家孩子
出现以上症状，要当心支原体肺炎。肺炎支原体既
不属于细菌，也不属于病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
不少孩子感染支原体后能吃能玩，家长容易掉以轻
心，一旦发展成肺炎，处理起来相对比较棘手。支
原体肺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较为剧烈的刺激性干

咳，白天晚上都咳。发烧以低烧居多，少部分患儿
高烧，持续高烧常预示病情重；可伴有头痛、流涕、
咽痛、耳痛等。

预防：学校、幼托机构注意室内通风；去过公共
场所，回家后认真洗手、洗脸，注意手卫生；打喷嚏
时用衣袖或肘部遮挡，而不是用手直接遮挡。

轮状病毒腹泻

轮状病毒是儿童急性胃肠炎的主要病原。轮
状病毒感染多见于6个月-2岁的婴幼儿，多发于秋
季，常见轮状病毒感染3阶段：吐、拉、烧。

预防：注意饮食卫生。腹泻期间多喝富含电解
质的液体，如口服补液盐、米汤、苹果汁等；让宝宝
多吃稀饭、稀粥、馒头等清淡食物；腹泻后，可用温
水清洗宝宝臀部，并涂上保湿霜或油脂类药膏，防
止“红屁屁”。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常见的表现有发热、食欲不振、咽痛、
身体不适，手、足、肛周等部位出现皮疹，口腔出现
疱疹伴疼痛。如果宝宝说嘴巴疼、不愿意吃东西，
精神状态不佳，家长们要多加留心。

预防：接种手足口疫苗是目前最经济有效的预
防重症手足口的措施。平时勤洗手、吃熟食、喝开
水、勤通风、晒太阳有助于预防。

甲流

甲型流感是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
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具有高度传染
性，传播速度快。高热是甲型流感的主要表现。

预防: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
手段，6月龄以上无禁忌症儿童均可接种。平时勤
洗手、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在流感流行季节尽量
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

入学入园
谨防这些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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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纪发达）上周，厦门
市中医院普外科给一名只有10岁的男孩进行了甲状
腺癌根治术。该院普外科主任刘晓东分析，这名男
孩发病的原因，与家族里直系亲属的病史有关，建议
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人群提高警惕，定期体检，包括
儿童。

半个月前，熠熠妈妈无意间发现熠熠的脖子有
点肿大，于是带熠熠到医院检查，彩超检查结果提
示熠熠极有可能患上甲状腺癌，更糟糕的是，双侧
颈部侧方淋巴结已有转移，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厦门市中医院普外科刘晓东主任医师接诊后，
经过一系列检查，确认熠熠右侧甲状腺部位的肿块
直径有3厘米左右，左侧甲状腺亦有一个直径约2厘
米的肿块，穿刺病理证实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双侧颈
部侧方淋巴结均已有转移，已是晚期。刘晓东对熠
熠实施了甲状腺癌根治术+双侧侧颈区淋巴结清扫，
这个手术范围大，容易损伤重要神经及颈部大血管，
导致严重并发症，考虑到孩子的年龄，刘晓东利用颈
部小横行切口进行淋巴结清扫，创伤比传统L型切口
要小得多，术后对于外观的影响较小，恢复快，对于
孩子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

手术十分顺利，术后熠熠恢复快，第二天就可以
正常吃饭，下床活动。第五天，熠熠达到出院标准。
接下来，他还需要接受I131放射治疗，长期口服甲状
腺素片，并定期随访甲状腺功能情况，调整口服药用
量，把复发率降至最低。术后还应注意坚持做“颈椎
操”，加快颈部肌肉功能恢复，避免术后肌肉粘连，影
响颈部活动。

熠熠出院时，父母为了感谢刘晓东主任的帮
助，特意赠予锦旗：德医双馨，妙手回春。

哪些症状需要重视？

刘晓东介绍，他在从医生涯中已接过十余例患
有甲状腺癌的儿童，最小的9岁。儿童甲状腺癌的
发病率为0.023%，病因常常是因为有颈部放射照射
病史或者家族有遗传病史或内分泌紊乱情况。 此
外，儿童甲状腺癌还受重金属、食品添加剂、环境致
癌物等其他环境与营养因素的影响。

刘晓东强调，甲状腺结节多数是良性的不用处
理，少部分属于甲状腺癌，需要进行干预。出现颈
前肿物、淋巴结肿大、声音嘶哑，咳嗽、咳血、呼吸困
难，吞咽困难等症状时，要提高警惕，及时排查甲状
腺疾病。

如何保护好甲状腺？

刘晓东建议：保持良好心态；多做运动；饮食别
太“过”，吃富有营养的食品及新鲜蔬菜，不吃过热、
过冷、过咸、过辣的食物；避免过量辐照：X射线是造
成甲状腺疾病的重要因素，尽量避免儿童期头颈部
X线照射；积极随访疾病：有甲状腺炎症、甲亢、甲
减、甲状腺结节都应及时到医院规范随访诊治，避
免严重并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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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魏珺
3年前，刚上幼儿园的阳阳（化名）意

外查出1型糖尿病，一辈子都得接受胰岛
素治疗。3年来，家长带着阳阳积极干预
治疗。8月27日，阳阳到市妇幼保健院复
查，检查显示相关指标控制得不错，糖化
血红蛋白已接近正常值。回顾这3年“抗
糖”路，阳阳一家很是感慨：从最初的不可
置信、痛苦纠结，到接受现实遵照医嘱治
疗，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如今阳阳病情控
制良好，性格阳光开朗，医务人员和家长
的努力没有白费。

3年前的一天，3岁10个月的阳阳上
幼儿园不久，被送到市妇幼保健院急诊。
当时小家伙已连续4天精神萎靡，还有点

喘不过气。医生询问后得知，阳阳近1个
月来吃得多、喝得多，人却瘦了不少，尿量
有所增加。医生赶紧给孩子检查了血糖，
结果血糖高达20.2mmo/L，是正常值上
限的2倍-3倍；糖化血红蛋白14.0%，是
正常值上限的近3倍。最后，阳阳确诊1
型糖尿病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送入重症
监护室救治。

得知阳阳体内缺乏胰岛素，一辈子都
要接受胰岛素治疗，家长忍不住流下泪
来。医生耐心开导，逐一解答他们的疑
问，最终，阳阳一家决定积极配合治疗。

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主要特征
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在我们身边，每10
个人中就有1名糖尿病患者。近年来，

儿童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糖尿病
因何找上儿童？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
遗传因素，二是环境因素。在市妇幼保
健院儿童内分泌门诊中，1型糖尿病约
占 90%，患儿胰岛细胞受损，无法正常
分泌降低血糖的胰岛素，只能靠外源胰
岛素来维持；10%为 2型和特殊类型糖
尿病，其中2型糖尿病患儿的典型表现
是肥胖。

医生提醒，1型糖尿病往往起病迅速，
并可引起严重的急性并发症——酮症酸
中毒，患儿可出现呼吸急促、精神萎靡、呕
吐、腹痛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出现昏迷，危
及生命。当孩子出现这些临床表现时，家
长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糖尿病找上儿童 6岁男孩“抗糖”3年
时间：8月27日 地点：市妇幼保健院

出现“三多一少”
要警惕糖尿病

●市妇幼保健院儿内科副主任医师
林雅璇

糖尿病典型临床表现是“三多一
少”，即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少。部
分患儿还可有皮肤瘙痒、视物模糊等急
性代谢紊乱表现。

当孩子出现以上症状时，家长应注意
是否存在糖尿病，带孩子早期诊断和治
疗。如确诊糖尿病，应做好药物治疗、饮
食管理、科学运动、血糖监测和健康宣教，
同时注重孩子心理疏导，维护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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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医学院附属海沧医院

过敏性疾病
多学科诊疗部开诊
为疑难复杂的过敏反应性疾病

患者提供个性化诊疗模式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夏华珍）近日，厦

门医学院附属海沧医院成立过敏性疾病多学科
诊疗部。多学科专家将开展诊疗协作，为疑难、
复杂的过敏反应性疾病患者诊治病情，提供个性
化的临床解决方案。新开设的诊疗部也是该院
为全面提高临床学科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人民群
众就医获得感的又一重要举措。

该诊疗部由医院院长、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博
士蔡成福教授担任主任，特聘厦门医学会变态反
应分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过
敏防治中心负责人陈亮教授，厦门市医师协会变
态反应医师分会会长、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
科主任杨运刚教授担任顾问，指导并参与诊疗工
作。

陈亮表示，他将把自己的诊疗经验和在更大
平台上所学的前沿知识全部转化到厦门，切实帮
助厦门医学院附属海沧医院过敏性疾病学科提
升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厦门的广大患者解决
实际问题，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杨运刚认为，当前过敏性疾病分散在各个学
科诊治的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诊疗需
求，厦门医学院附属海沧医院成立过敏性疾病多
学科诊疗部对聚焦过敏性疾病的诊疗具有里程碑
式意义，相信蔡成福院长带领的过敏性疾病诊疗
专家团队会以此为契机，创新诊疗模式，健全诊疗
规范，全方位地为过敏性疾病患者提供深入、个性
化的诊疗模式，推动过敏性疾病诊疗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切实为厦门乃至福建省内过敏性疾病患
者的健康服务。

长时间玩手机
眼睛突发斜视重影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小呜）“手机不

离手、躺着玩手机、关灯玩手机……”是很多人习
以为常的行为，但这种不良习惯不仅容易造成视
疲劳，甚至可能引起突发性斜视。近日，50岁的
王阿姨及26岁的吴先生就因为突发斜视重影，
分别来到厦门眼科中心斜视与小儿眼病中心副
主任医师何欢的诊室就诊。

王阿姨对何欢说：“医生，我的眼睛突然就斜
了，不仅看东西从一个变成两个，爬楼梯时也要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能看清走稳……”与王阿姨
的症状类似，吴先生也表示：“一开始是视物模
糊、易疲惫，现在又发现眼睛有了重影、斜视，实
在太难受了。”经何欢详细检查，王阿姨与吴先生
的双眼内斜明显，且视物重影，在排除麻痹性斜
视后，考虑为急性共同性内斜视。

进一步了解沟通后，何欢得知，王阿姨近视
多年，双眼近视度数均为500度。近年来赋闲在
家的王阿姨更是手机不离手，刷短视频、追电视
剧，还经常晚上关了灯躺在床上玩。而从事电商
直播行业的吴先生因工作原因同样长时间与手
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为伴。

“门诊中与王阿姨、吴先生有相似经历的患
者不在少数。”何欢表示，急性共同性内斜视的特
点是突然出现的共同性内斜视，伴有水平同侧复
视，各个方向斜视度一致，眼球运动正常，具有一
定的双眼视功能。此病可能与近视、单眼注视综
合征失调、身体或精神因素、神经系统疾病、长时
间近距离用眼、内直肌解剖异常等有关。何欢指
出，该病近年来发病率明显上升。有研究发现，
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可导致急性共同性内斜视，克
制使用智能手机1个月后，所有患者内斜视度数
均有所减小。

“斜视不仅可能导致重影眩晕，还可能影响
立体视功能。过度近距离用眼、昏暗环境疲劳用
眼、轻中度近视患者未矫正或矫正不到位等是造
成急性共同性内斜视的因素。”因此，何欢提醒，
在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时要注意养成良好的用
眼习惯，除了尽量选择大屏幕的电子产品外，更
要注意保持一臂的距离，切忌关灯玩手机。若发
现视物模糊、重影等症状，应及时就医，早发现早
治疗，避免贻误病情。

一旦确诊为急性共同性内斜视，何欢建议，
在内斜度较小、重影眩晕对日常生活干扰较小的
情况下，可先采取保守治疗，佩戴低度的三棱镜
矫正，同时注意定期复查，持续观察病情进展；若
内斜度数较大，保守治疗无效，可待症状稳定后
（一般6个月以上）采取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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