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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超重、身高焦虑、生长激素能打吗……上海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夜门诊火爆

成长烦恼何其多，明确病因是关键
据文汇报 结束下午的门诊，匆

匆啃了几口面包，时针指向 16 时 30
分，上海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医师郭盛准时上岗——内分泌科夜
门诊开诊了！

儿童内分泌系统与生长发育关
联密切，内分泌科也一直是就诊需求
量较大的诊室。为满足患儿不同时
段的就诊需求，去年 6 月起，上海市
儿童医院内分泌科推出夜门诊服
务。眼下，步入暑假，患儿比以往更
多了，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这里的号
源已预约至8月下旬。

内分泌科为何“一号难求”？记
者蹲点门诊发现，从肥胖、矮小到性
早熟、生长发育迟缓，困扰儿童生长
发育的问题实在太多。一些挂不到
号的家长们，早早蹲守在诊室门口等
加号，而医生们更是常常忙到 21 时
之后才能下班。

肥胖不仅影响健康，也
是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

17 时，门诊楼 2 楼 B 诊区内，已
有不少家长和患儿候诊，孩子们在看
书、打游戏、做作业，家长们则在一旁
相互“取经”，入夏后夜门诊的就诊量
增长了不少。

11岁的康康在妈妈和奶奶的陪
同下走进诊室，明黄色的衣服将他的
肤色衬得黝黑。这名身高 143 厘米
的男孩，体重已达 50 公斤——比同
龄人胖了近 15 公斤。“小时候，我们
怕孩子营养不好，使劲喂，现在想让
他瘦，却瘦不下来了。”眼看康康越来
越胖，家人很头疼。

“孩子的脖子是什么时候变黑
的？”郭盛边查体边问。“放暑假了，孩

子大概是在外面玩的时候晒黑的。”
奶奶不以为然。郭盛却看出端倪：不
光是康康的脖子，连同他的肚皮、大
腿根都是黑的。“这是黑棘皮症，典型
的胰岛素抵抗表现。”听医生这么说，
家长开始有些慌了。

明确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处于
青春期的孩子非常容易发胖，控制体
重对预防成年后肥胖相关的各种慢性
病非常重要，我们得了解一下孩子的
健康状况。”郭盛开出检查单，包括检
测骨龄、性激素、血糖血脂等。“拿到检
查结果，再来复诊。”他不忘叮嘱康康，
平日里管住嘴、迈开腿，少吃零食。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
率日益上升。郭盛有个明显感受，前
来看门诊的小胖墩越来越多，“肥胖
不仅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也是多种
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
脂、性早熟、睡眠呼吸暂停等，必须尽
早干预。”

并非人人都能靠药物
介入促进长高

19时，暮色降临，候诊区依然人
来人往。内分泌科因其特性，治疗周
期相对较长，就诊患儿中有不少郭盛
的“老朋友”。

今年9月开学，小吴就要上高中
了。初诊时身高仅130厘米，连打了
4年生长激素，如今终于追赶上了同
龄人的身高。看着小吴的生长曲线，
郭盛高兴地笑了：“药可以停了！”妈
妈在旁直呼不容易：“能长到 170 厘
米，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门诊上，孩子的身高着实让不少
家长感到困扰，有的家长更是深陷

“长高误区”，比如认为“父母不矮，孩

子长个是迟早的事，无需过早就医”
“多补补，孩子才能长个子”……这些
错误的认知，很容易耽误孩子。

12 岁的小马就是个典型案例。
从电脑上调出孩子左手手腕部位的
X光片，郭盛不禁皱了皱眉。X光片
显示，小马已几乎没有骨缝，这意味
着他的生长发育即将停止。“孩子目
前 165 厘米，骨龄偏早，基本能达到
170厘米左右的男性平均身高。”听到
郭盛的话，妈妈有些难以接受，马上
询问道：“孩子爸爸有180厘米，有没
有可能通过生长激素，再为孩子拔拔
个子？”

近年来，临床上用于矮小症的生
长激素治疗兴起，不少家长寄希望于
药物介入促进孩子长高，但并非所有
人都适用。“孩子初诊时已经发育了，
更何况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并不低，即
使治疗，效果也不会好。”郭盛劝退过
不少孩子，生长激素究竟该不该打，
医生有着更深的考量。

门诊上还有一类孩子，骨龄正
常，生长因子也不缺，但就是个子偏
矮。“这类孩子主要考虑遗传导致的
偏矮，没有治疗的必要。”郭盛解释，
影响孩子身高的因素中，遗传因素占
60%至70%。若孩子贴合父母遗传身
高发育就是正常，家长也不能一味求

“高”。若患儿被确诊为矮小症，生长
发育迟缓并伴有生长因子偏低等情
况，医生则会通过更精确的性激素动
态激发实验，来最终判定孩子是否需
要接受生长激素治疗。

20时，候诊区依旧热闹，有家长
忍不住感慨：“养娃实属不易。”“让孩
子拥有健康的身心，这是医生和家长
共同的期望。”郭盛说。 ■李晨琰

据解放日报 新研究发现，绝大
多数中国糖尿病患者的风险因素控
制没有达到《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
南（2020年版）》建议的水平。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
慧/钟文泽联合团队与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丁钢强/于冬
梅团队合作，利用2015—2017年全国
健康与营养监测数据，对 8401 名已
诊断成人糖尿病患者的 BMI、血糖、
血压、血脂、生活方式和饮食达标情
况进行分析。论文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发表于国际内科学顶尖期刊《内科
学 年 鉴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填补了中国缺乏系统研

究糖尿病患者风险因素控制情况的
空白。

研究表明：只有1/3的患者BMI
控制在正常值24以下；只有4.4%的患
者个体化血糖、血压和个体化血脂三
项指标同时达标，其中血压和血脂达
标率尤其低，仅分别为22.2%和23.9%。

生活方式方面，仍有1/4的患者
吸烟，1/3的患者饮酒，1/2的患者睡
眠时间不达标，4/5的患者闲暇时间
运动不达标，生活方式总体达标率只
有5.1%。

饮食方面，指标达标水平最低，
大多数患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
肪的供能比不达标，仅有 9%的患者

钠摄入达标，2.5%的患者膳食纤维摄
入达标。在3531名有饮食数据的患
者中，只有4名患者饮食符合指南的
膳食推荐。

综上数据表明，中国糖尿病风险
防控现状不容乐观。

糖尿病是全球高发慢性病中患
病人数增长最快的疾病，是导致心血
管疾病、失明、肾衰竭以及截肢等重
大疾病的主要病因之一。目前全球
有5.4亿成人糖尿病患者，中国占据
四分之一，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据统
计，我国有近1.4亿成人糖尿病患者，
每年医疗支出超过1万亿人民币。

■黄杨子

据文汇报 台风来袭，市民如何
做好个人防护？沪上眼科医生发出
特别提醒：台风来临时的狂风暴雨容
易让眼睛暴露在极大危险中，其中最
值得关注的就是各种不明异物被狂
风吹入眼中而导致的眼异物伤。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眼
科医院）杨帆医生介绍，进入眼睛的
异物根据其所在位置的不同，可以分
为眼睑异物、结膜异物、角膜异物、眼
眶异物及眼球异物等。台风天更常
见的是粉尘、灰尘导致的角/结膜异
物，同时，也要警惕大风吹落的树枝
或高空坠物等大型尖锐物体导致的
眼球异物等情况。前者相对危害性
有限，通过简单、正确的处理可以顺

利保护眼球的完整性和视功能的正
常，但若是异物对眼球的完整性造成
了破坏，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感染，
只能选择急诊手术治疗，甚至必要时
有摘除眼球的可能。

那么，遇到眼异物伤，什么样的
操作才是正确的？杨帆强调，最重
要就是不要揉眼。这是因为，很多
附着在眼睛表面的异物本可以自行
排出或用清水冲洗掉，但若是用手
去揉搓，则会导致异物的嵌入甚至
导致原已破裂的伤口进一步扩大。
所以，在异物入眼的第一时间，应该
首先判断异物是否突破了角结膜这
道防线，如能感受到甚至是看到异
物在眼球表面的转动，那么不要紧

张，可以首先通过眨眼促进泪液的
分泌或是用眼药水、清水的辅助来
将异物冲走，然后再至医院，在医生
指导下使用抗生素等眼药水进行治
疗。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感觉到异
物是固定在某个位置，同时伴有明
显的眼红、眼痛、视力下降、“热泪”
涌出等症状，需要立刻至眼科急诊
进行诊治和处理。

为了避免眼异物伤的发生，杨帆
建议，台风天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外
出；如果一定要外出，可以使用护目
镜等防护措施，并缩短户外停留时
间，注意周围环境变化；此外，掌握正
确的异物入眼处理方法，最大程度减
少眼外伤的损害。 ■唐闻佳

国人糖尿病控制现状不乐观
三千余名有饮食数据的患者中仅四名符合指南

台风来袭，加强个人防护
谨防不明异物被狂风吹入导致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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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他们的“夏耘”，预热着“秋收”之喜

调色、涂抹，画得满头
是汗，小区共享花园野趣盎
然——“我们和社区的距离
更近了”

日前，公交新村小区活动室的二
层天台上，“小石榴”和居委会干部、居
民志愿者在花坛边蹲成一排，正为墙
上的一幅山水画填色。这场睦邻荟共

享花园墙绘活动，好像让孩子完全释
放了天性，“小石榴”一拿起画笔就停
不下来，调色、涂抹，每一样都乐在其
中，“好玩，有趣！我喜欢这种在墙上
画画的感觉。”

浓绿的高山，潺潺的流水，一群白
鸭偶然路过……远远望去，满眼野趣，
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

本次墙绘的设计师吴二强，既是

公交新村居民，又是职业工艺美术
师。近来听说小区开展居民自治，美
化公共环境，他第一个举手报名，并于
活动当天凌晨 5 点就到现场，提前画
好墙绘轮廓，方便居民和居委会干部
后续填色。

“我们的小区老了，绿地少、空间
小，天台就成了我们的花园。如何把
这个花园好好利用起来，让大家能够

来此休闲放松？我想，也许需要一些
自然元素。”吴二强说，“所以，我以山
水为墙绘主体，再加入鸭子、小兔、乌
龟等动物形象，希望为小区公共环境
带来更多活力与生机。”

和“小石榴”一样乐在其中的还有
公交新村居委会干部詹延峰，他身侧
摆满各色颜料，画得满头是汗。“这个
活动很有意义，一方面增进了我们居
委会和居民的关系，大家相处得其乐
融融，另一方面也是在美化家园。”詹
延峰说。

在吴二强看来，艺术需要融入社
区，无论多高雅，也要落地给人看。“我
们提倡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我
本就住在这个小区，也希望通过我和
大家的参与，让邻里们都能享受更优
质的生活环境。”

房龄老、环境差、公共空间匮乏，
是许多老旧小区共同的痛点。近年
来，杨浦持续通过党建引领，鼓励、引
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集民智、汇
民力，共同改善环境。

其实在大半年前，公交新村的共
享花园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绿化带，
周边堆放着垃圾、废弃自行车等，环境
脏乱差，饱受诟病。去年 11 月，居委
会、物业、业委会“三驾马车”启动改
造，对车棚、绿化带进行了集中整治，
并组织居民除草种花，认领属于自己
的一片小花田。如今，在居民们的悉
心呵护下，花园面貌已大为改观。

72 岁的郑女士是养护志愿者之
一，炎炎夏日，她每天都来花园浇水。

“亲身参与花草养护，心情确实不一
样，好像在照顾孩子一样。现在花草
长得漂亮了，我也很欣慰。这个花园，
让我们和社区的距离更近了。”

捐赠图书后，孩子们写下
对云南小伙伴的祝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在
这里等你们”

“我最喜欢的是《笠翁对韵》，希望
云南的小朋友也能和我一起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近日，新江湾城社区尚浦名邸小
区内，8岁的陆茗语带着5本书，参加

“翻阅山海，齐心筑梦”图书漂流活
动。这5 本书对于陆茗语来说，是美
好祝福的载体，它们会跨越山海，最终

“漂流”到云南山区的孩子们身边。
高希希平日里热爱阅读，因此家

里购置了大量书籍，这次她带来28本
图书，是活动中捐赠数量最多的小朋
友之一。高希希的外婆孙金娣说：“借
此机会，既能让家里的闲置书籍发挥
作用，又能让孩子参与献爱心，十分有

意义。”
“希望云南的小朋友们能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我在这里等你们。”捐赠图书
后，孩子们纷纷在寄语卡上写下自
己的祝福。本次活动募集到的 200
余本图书，将被集中送往云南迪庆
香格里拉红军小学，用于学校图书
馆的建设。

据悉，本次活动由新江湾城街道
社区公益基金会主办，杨浦区鸿源社
区公益发展中心承办。近年来，尚浦
名邸居民区党总支、居委会联动社区
公益基金会、物业和各方社会力量，开
展了“跃动行走季”“活力文体季”“温
馨公益季”“暖心治理季”等一系列亲
子活动。图书漂流活动是“温馨公益
季”的内容之一，旨在促进居民积极参
与社会治理，兼顾儿童成长教育与贫
困地区帮扶。未来，类似活动会持续
开展，促进形成“小手拉大手”的社区
治理新格局。

公益茶摊坚守路口十多
年，暖心回馈接踵而至——
“看见工作人员来添茶，他们
都会主动表示感谢”

上午十点，国顺东路和沙岗路路
口，颐风茶道茶馆工作人员周先生把
遮阳伞和桌子等搬出去，在绿化带旁
支起一个茶摊，免费为路人提供茶
水。每年6月至8月，每天上午十点到
下午五点，在路口“练摊”，就是他工作
日常的一部分。附近居民张先生告诉
记者，这个公益茶摊已经在此坚持了
十几个年头，每次路过或是口渴时，他
都会来喝一杯。

茶馆经理刘先生负责及时为保温
桶“续杯”，“看到茶水快没了就及时补
上，每天大约消耗三四桶，”刘先生介
绍，茶摊提供的是红茶，里面加有冰
糖、柠檬片、冰块。记者看到，保温桶
下，工作人员贴心地放置了一个垃圾
桶，方便大家喝完后丢弃一次性杯子。

除了附近居民，环卫工人、快递配
送员等户外工作者对这个公益茶摊也
颇为熟悉，环卫工人卢先生表示：“我
和同事们都知道这个茶摊。累了就到
茶摊上喝口茶，休息片刻。”

礼尚往来，公益茶摊释放的善
意经常收到暖心的回馈。“平日里，
一些路人在喝茶时看见工作人员来
添茶，都会主动表示感谢。”周先生
说，“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想在
炎热的天气里为市民送清凉，给大
家提供些便利。”
■汤顺佳 毛信慧 窦雨琪 严姝雯
李淑霞

编者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家喻户晓的诗句，描述了农民辛勤劳作的场景。如今“立秋”节气已至，“预热”着丰收的喜悦。
调色、涂抹，画得满头是汗，小区活动室的二层天台上，居委会干部、居民志愿者和小朋友们在花坛边蹲成一排，为墙上的山水画填色，小区共享花园

的“大变身”源于大家共同的努力；热爱阅读的她和外婆一起参加小区的图书漂流活动，成为捐赠数量最多的小朋友之一，这些书，既是美好祝福的载体，
最终“漂流”到云南山区的孩子们身边，又为“小手拉大手”社区治理新格局添了一抹亮色；每年6月至8月，每天上午十点在路口“练摊”，就是他工作日常
的一部分，公益茶摊十几年如一日为市民、户外工作者送清凉，而其释放的善意经常收到暖心的回馈，“一些路人在喝茶时看见工作人员来添茶，都会主动表
示感谢”……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杨浦，从春耕、夏耘到秋收、冬藏，人与人、人与城的双向奔赴，绘成了“五谷不绝”的人民城市生动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