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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假，男孩家长们往往操心一件事

——朋友家的孩子去“割包皮”了，我要不要

带娃去？不割会不会影响器官发育？多大年

龄进行手术最合适？

记者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泌尿外科

了解到，暑假一直是儿童泌尿外科医生最忙

的时候。“目前看，我们泌尿外科的暑期门诊

量比前三个月的均值增加30%以上，受限于

床位数等客观因素，手术量增加约15%。”泌

尿外科主任耿红全主任医师坦言，包皮手术

并不是所有男孩都要做，也不是越早做越好。

大多数孩子不必“割包皮”
上午8时多，十几个男孩子在家长带领

下，开始做术前准备。手术前一天，孩子们已

经完成了相关检查，包括胸片、心电图、抽血

等。目前，小儿包皮手术主要有手工缝合和

环切器法两种，手工缝合是传统的手术方式，

环切器则因微创、术后水肿轻等优点，成为儿

童手术的主流方式。

“顺利的话，十来分钟可以完成手术，患

儿清醒后如果没有不适，即可办理出院。”耿

红全主任告诉记者，包皮环切术后一般需要

10到20天左右时间休养，术后一周左右须门

诊复查伤口恢复情况，而暑期时间比较充裕，

有利于恢复，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都人满为患。

其实，夏天和冬天做手术各有优缺点：夏

季穿较宽松的衣物，可减轻对伤口的压迫，缺

点是出汗多，更应遵医嘱用药，避免伤口感

染。冬天伤口感染几率低，缺点是对衣物要

求较高，需减轻对伤口压迫造成的疼痛。

耿红全说，在门诊，“包皮要不要割”“‘小

鸡鸡’发育得怎么样”是咨询频次最高的问

题。“在我们复旦儿科泌尿外科包皮专病门诊

中，只有大约15%小朋友存在包皮病理状

况。也就是说，大多数来门诊检查的小朋友

都不需要做包皮环切手术。”

男孩有这些情况很常见
“准确认识包皮的形态，有助于提升家长

们的认知。”耿红全介绍，需要做包皮环切的

常见原因包括包茎、反复包皮炎、包皮瘢痕、

前端包皮肿块等，最常见的是包茎。

“自然状态下可见的包皮称为包皮外板，

翻开才能看到的包皮部分叫包皮内板，包皮

外板和内板交界处、自然状态下位于阴茎最

前端的是包皮环口。包茎是指包皮环口狭小

导致包皮无法上翻，或上翻后紧箍在冠状沟

处难以复位的病理情况。”耿红全介绍，虽然

没有公认的时间界限，但往往把学龄前作为

判断是否做包皮环切手术的时间点。如果4

到6岁时包皮环口仍很紧，认为存在病理性狭

窄，建议进行包皮环切手术。

包皮粘连并非儿童包皮环切的手术指

征，绝大多数男孩均存在包皮粘连，随着年龄

增长，包皮与阴茎头之间会逐渐“腔化”，青春

期前后粘连会自行分开。

4到6岁是目前做包皮环切的实际高峰

年龄段，但耿红全坦言，儿童期阴茎头前端有

所谓富余包皮很正常，所谓“包皮过长”不影

响阴茎发育，不需要在儿童期进行包皮环切。

肥胖可影响性器官发育
家长在包皮环切术上的认识误区较普

遍，比如认为割包皮有利于“小鸡鸡”长大，可

以发育得更好。耿红全表示，迄今为止没有

明确证据表明，包皮环切有利于性器官发育。

那么，男孩家长在孩子发育过程中应该

关注哪些问题呢？耿红全说，首先，外观明显

小的话，可能是阴茎发育问题或者合并隐匿

性阴茎，前者需要到内分泌科评估性腺轴情

况，对症下药，后者需要到泌尿外科就诊，部

分隐匿性阴茎需要手术治疗。其次，除青春

期外，阴茎快速发育往往提示异常的雄激素

分泌，需要到医院就诊。第三，阴茎弯曲是较

易遗漏的发育异常状态，家长应该注意一下

孩子阴茎勃起时是否有弯曲，可以侧面拍好

照片，到泌尿外科就诊。

此外，耿红全呼吁家长更需要关注孩子

的肥胖问题。肥胖与阴茎发育差之间存在相

关性，肥胖不仅影响阴茎显露，也通过激素途

径影响阴茎发育。 本报记者 左妍

专家详解男孩“动刀”误区
暑期儿童泌尿科门诊量增加三成

印度政府部门最近披露了一则触目惊心

的数据：2019至2021年印度有130多万名女

性失踪，其中超过五分之一不满18岁。印媒

称，诸多以“失踪”结案的女性往往结局悲惨。

女性在印度遭受严重伤害乃至死亡的事

件近年层出不穷，折射出印度女性令人担忧

的生存状态。

“消失的她”去了哪里？
短短3年蒸发130多万个“她”，这一由印

度内政部提交给议会的数据来自印度国家犯

罪记录局。

从地区分布来看，中央邦、西孟加拉邦和

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情况最严重，3年内失踪

女性人数分别为近19.8万、近19.3万和19.1

万，而首都新德里也有9万人。从时间上看，

仅2021年就有37.5万名成年女性和90113名

未成年女孩失踪。

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表示，这些女性失

踪的原因包括精神疾病、沟通失误、事故、家

庭暴力和成为犯罪受害者。许多失踪人员以

悲剧收场，如谋杀、自杀或事故，不少人在强

迫婚姻、性剥削和童工案中沦为人口贩运的

受害者。

此外，印度“突发新闻网”指出，女性在印

度文化和家庭中不受重视，导致很多与女性

相关的刑事案件最终以“失踪”结案。

女生宿舍也不安全？
近日，孟买一名18岁的女学生拉尼（化

名）死于当地一家由政府机构经营的宿舍房

间里。据媒体报道，拉尼遭到保安的性侵和

谋杀。拉尼的朋友们说，事发前凶手已经骚

扰了她几个星期。据悉，凶手后来死于自杀。

拉尼的父亲说：“我以为孩子待在政府机

构经营的宿舍中会很安全，照顾她是他们（经

营者）的责任，但他们没有做到。”他表示，为

支持女儿的教育，家人付出了很多，而现在

“我们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

这起恶性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早在几年

前，该宿舍的女生就经常遭受男性员工、外来

吸毒者等的骚扰。而每次女生们提出投诉，

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受到被驱逐的威胁。

宿舍不安全，公共场所更是险象环生。

一段令人震惊的视频近日在互联网上传

播并引发众怒。事件发生于5月，在印度东北

部曼尼普尔邦，光天化日之下，两名女子被暴

徒强迫裸体游街并遭到性侵犯。印度总理莫

迪称此事让印度蒙羞，是“文明社会的耻辱”。

无独有偶，一名16岁的女孩5月底在印

度首都当街被捅16刀而亡。凶手作案的一分

多钟里有多人路过，却只有一人试图干预而

最终无果离开，现场甚至还有人拍小视频。

举措频出成效几何？
英国公益机构汤森路透基金会2018年将

印度列为世界上对女性最危险的地方，印度

政府似乎也一直在努力解决性别暴力问题。

印度曾两度修改刑法保护女性安全，为

针对女性的犯罪制定较高的刑罚标准，比如

对性侵12岁以下女孩的强奸犯判处死刑。内

政部2018年推出全国性犯罪者数据库，以帮

助执法机构调查并追踪犯罪者。内政部还成

立了反人口买卖行动队，在必要时可以越过

地方警察系统直接应对罪犯。警方在警员考

核中也采取鼓励措施，以提高女性失踪案的

破案率。

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根

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数据，2020年针对女

性的犯罪比2013年高出20%。女性权利活动

家克里希南说，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政府的措

施远远不够。

在印度喜剧电影《菠萝蜜》中，家人通过

偷窃菠萝蜜的方式引导警方调查女儿失踪的

线索。印媒评论称，这看起来荒诞，却是印度

乡村的真实写照。 本报记者 王佳烨

相关数据触目惊心 女性安全状况堪忧

印度： 年   万个“消失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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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到

今天，总离不开科学技术的重大突

破。第一次使用火、第一次锻造铁

器、第一次环球航行、第一次发现

电力……这些伟大的瞬间被称为

“人类群星闪耀时”。近日一则消

息震撼全球，有韩国科学家宣布制

造出世界首个室温超导体。这一

结果若被证实，那么下一个“群星

闪耀”的时刻将出现在我们面前。

电阻为零，可以抵消磁场悬

浮，能够实现能源无损耗传输。自

百年前超导体现象被发现的那一

刻起，无数科学家就为之疯狂。可

惜这种“梦幻材料”实现的场景非

常苛刻，要么是极低温，要么是极

高大气压，成本极高，根本无法大

规模应用。

为了制造出室温下能使用的

超导体，人类花了   多年时间，

却连个门槛都没摸到。不料一夜

之间，几位韩国科学家宣称用极简

单的方式、极低的成本制造出了室

温超导体，还公布了论文与视频。鉴于之

前的几次乌龙事件，大家一开始不怎么相

信。但随着全球多家实验室着手研究与复

现，人们发现这次还真有些不简单。截至

昨天，已经有科学家验证了这种新材料具

备抗磁性，能够实现半悬浮，而是否为超导

体则有待进一步论证。

用“炼丹”的办法也能造出室温超导

体？仔细想想也不是不可能。比如火药和

尿素，都是在“长生不老药”和“炼金术”的失

败中，误打误撞实现的伟大发明。在科学

技术的发展之路上，人类总是不断在犯错，

但犯错带来的偶然性，也是推动文明进步

的重要变量之一。

如果这次室温超导体是真的，那么世

界毫无疑问将进入新的一轮繁荣纪元。能

源危机、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很可能迎刃

而解，整个工业体系将被重构，无数就业岗

位和经济爆发点将井喷式出现，各种科幻

级别的产品会极大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期待这次人类真的开出“超级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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