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女士： 我家孩子不爱吃

饭， 是不是缺乏某种微量元素？

需要做微量元素检测吗？

上海市儿童医院肖海荣：孩

子是不需要做微量元素检测的，

孩子不爱吃饭与微量元素缺乏

并无直接联系， 国家也规定，不

得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普

查项目。 只有当孩子出现严重厌

食、挑食偏食、重度营养不良等

现象，临床评估可能存在微量元

素缺乏时， 才会考虑该项检查，

且检查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医生

需要结合孩子的具体喂养情况

和临床表现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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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皮长黑痣 当心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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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医院急诊室故事：“病人”抢救病人

近视眼会引起视网膜脱离吗？

视网膜脱离是一种常见眼病。 人

眼由眼球壁和眼内容物构成， 视网膜

是眼球壁最内的一层膜， 主要负责视

觉的感光功能， 它就好比是照相用的

胶卷。 视网膜如果从眼球壁上脱离开

即是视网膜脱离。 视网膜脱离可有多

种类型， 其中与近视眼相关的主要及

常见的有“孔源性”“牵引性”和“渗出

性”等视网膜脱离。脱离后功能将受到

严重损害， 且可导致失明。 大家都知

道，近视眼主要表现为眼球前后径(即

眼轴)延长，近视度数越高，眼轴就越

长。例如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原因是近

视眼的眼轴延长， 使被迫牵拉的视网

膜容易出现病理变化， 从而产生视网

膜裂孔。在裂孔的基础上，玻璃体内的

液体经裂孔进入到视网膜下， 使视网

膜发生脱离。

视网膜脱离是近视眼的主要并发

症， 也是引发近视眼失明的常见原因

之一。 视网膜脱离多见于中高度近视

眼(500 度～800 度)。 统计发现，视网

膜脱离这种情况近视眼是其他人群的

8 倍或 10 倍， 患病率在近视眼中占

1％， 在原发性或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者中近视眼占 50%～60％或更高。不

管这些比例数字是否准确， 近视眼特

别是眼轴明显变长的病理性近视眼，

比眼轴正常的眼球， 更容易发生视网

膜脱离是客观事实。

视网膜脱离的临床表现， 早期可

能出现飞蚊症， 或眼前有闪光感等现

象，视力降低及视野缺损(比如遮盖一

眼，病眼所见视野范围明显缺损一块)

等，时间一久，视力逐渐丧失。 在发病

过程中， 眼球受到的各种外力作用往

往是发病的诱因。 比如眼球受到的各

种意外冲击、特殊职业(跳水运动、拳

击选手等)所造成的外力，以及目前十

分热门的近视眼激光手术， 有时需要

对眼球进行的负压吸引等， 都可能诱

发视网膜脱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采取正确的应对

措施呢？我们建议所有的近视眼患者，特

别是病理性近视眼患者， 都应该尽量做

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以便了解情况，及

时发现问题， 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预防

或矫治措施， 平时尽量避免会产生剧烈

震动的活动， 不宜从事的职业和体育活

动。 一些从事视网膜脱离易发的特殊工

作者，平时一旦眼前出现异常现象，特别

是已有前期症状的近视眼患者 (如飞蚊

症、眼闪光感、视野缩小或视力下降等)，

应立即去医院检查， 而不是简单地配一

副眼镜了事。如果发生了视网膜脱离，也

不要紧张，通过仔细检查，及时处理(如手

术等)，效果及预后多数还是很好的。关键

还是要足够重视才行。

根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

《中 国 国 民 心 理 健 康 发 展 报 告

（2019-2020）》显示，青少年抑郁检

出率为 24.6% ， 其中重度抑郁为

7.4%。尤其是新冠病毒疫情以来，青

少年情绪问题更加突出， 国外的一

项研究发现，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患

有焦虑和抑郁的青少年增加了一倍

多。《2022 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

青少年抑郁症 77.39%与人际关系

有关，69.57%与家庭关系有关。 青

少年抑郁症是青少年轻生的主要原

因。

青少年抑郁症如何尽早识别

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出现了下述的

表现，应有所警惕，必要时尽早带其就

诊，避免问题进一步加重。

如闷闷不乐、烦躁、易发脾气；学

习效率下降、作业拖拉、学习成绩明显

下降、厌学；言语减少、人际交流互动

减少； 网络使用时间明显增加或者沉

迷网络；失眠，或者作息紊乱；反复出

现伤害自己的行为，如割伤手腕、手臂

内侧等较为隐秘的部位； 各种身体不

适，如：头痛、胃痛等。

预防青少年抑郁症

预防青少年发生抑郁症， 需要家

庭、学校、社会多方面努力。

家庭 尽量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

环境； 改变不良的教育方式， 避免打

骂、讽刺、挖苦，多予以鼓励，帮助青少

年树立自信心； 多与青少年进行交流

沟通，不要忽略青少年的感受和情绪，

尝试站在青少年的角度思考问题。

学校 学校是青少年的第二个

“家”， 老师除了关心青少年的学习之

外，还要多关心青少年的其他方面，如

人际交往情况，及时发现隐患。定期对

青少年和家长开展心理健康讲座，有

助于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和干预。

社会 社会要以包容开放的态度

去看待青少年抑郁症。 抑郁症不是懦

弱，不是心理素质差，更不代表失败。

放下偏见、歧视和指责，营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 让深陷其中的青少年和家人

获得温暖。

如何寻求帮助

对于青少年来说， 一旦发现自己

情绪不良时该如何寻求心理帮助呢？

建议可以做以下这些事。

与值得信赖的成年人谈谈你的感

受，例如父母或监护人、老师或学校辅导

员；向医生询问获得专业的帮助。抑郁症

可以通过心理治疗（也称为“谈话疗

法”）、 药物或药物和谈话疗法的组合来

治疗；尝试与朋友或家人共度时光，即使

不想这样做；保持活跃和锻炼，即使只是

去散步。 身体活动会在大脑中释放化学

物质，如内啡肽，可以帮助你感觉更好；

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与健康饮食。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

王美娟 徐辕虹

“高医生，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

节，给您和您的家人拜个晚年！是您给

了我第二次生命，您的大恩大德，我们

铭记于心…… ”2 月 5 日， 上海市静

安区市北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高新海收

到患者张阿姨一条微信祝福， 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

众所周知， 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

的地方，也是接触病种最多、重症患者

最集中、 抢救和管理任务最重的科室

之一。

前不久， 急诊副主任高新海感染

上新冠病毒，在家仅休息了 2 天就着

急回到岗位。

在抢救室复苏室里， 高新海发现

有位肺部严重感染、66 岁的张阿姨突

然呼吸窘迫，血压偏低，血氧饱和度降

到 70%左右。高新海立即给老人面罩

吸氧，但是无效。 随后，他迅速给患者

使用气管插管等措施。 在他的积极抢

救下， 张阿姨的血氧饱和度和血压很

快得到明显改善。

此时， 旁边的两位肺部大面积感

染的危重老年患者也出现了情况。 当

时，高新海自己也高烧到 40 度，他

偷偷服用了解热镇痛药物后， 继续

抢救这两位患者。很快，3 名重症患

者转危为安。忙完这一切，高新海已

汗流浃背、呼吸急促，累得瘫坐在椅

子上。

“为了全力救治危重症患者，我

们的急诊医务人员真的好拼！”市北

医院党总支书记张鶄说道， 在新冠

病毒感染高峰期间， 市北医院急诊医

护人员处于“白 + 黑、5+2”的工作状

态，每天都在与死神赛跑，在其他科室

医务人员积极配合和支援下， 从死亡

线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生命， 换来万

家团圆。 通讯员 喻文龙

眼皮上长黑痣或者“偷针眼”都很

常见，但如果“黑痣”越长越大，或者

“偷针眼”反复发作经久不愈，甚至溃

烂，要当心有可能是眼睑恶性肿瘤。常

见眼睑的恶性肿瘤有基底细胞癌、皮

脂腺癌和鳞状细胞癌。

皮肤颜色浅、年龄大、长期阳光照

射、 做过放疗， 或者长期局部慢性炎

症、溃疡、烧伤、瘢痕，处于免疫缺陷状

态， 这些都是眼睑恶性肿瘤的危险因

素。

眼睑恶性肿瘤可向周围侵犯，比

如向眼球、泪道、眼眶生长。 也可转移

至区域淋巴结，还可转移到肝、肺、骨、

脑等远处器官。

怀疑眼睑恶性肿瘤需要做哪些检

查？

眼科检查。详细检查肿瘤位置、大

小、厚度、形态、血管、有无色素并记录

拍照。 瘤体触诊有助于感受肿物质地

及侵犯程度。

影像检查。 眼眶 CT 和增强 MRI 

检查用于判断肿瘤侵犯邻近区域的范

围。 怀疑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行区域淋

巴结 B 超。 必要时行 PET-CT 检查了

解全身转移情况。 宋欣

寒冷季节，热气腾腾

的火锅成为最受欢迎的

饮食之一。 但是，不少糖

尿病患者却不敢吃。实际

上，科学吃火锅并不会升

高血糖。

要选择清汤锅底，最

好仅放葱、姜、花椒或少

许辣椒，可以加少许西红

柿、菌类和骨头汤。 菜品

的选择上， 多选蔬菜，以

绿叶菜为主， 如菠菜、茼

蒿、萝卜等，这类蔬菜多

富含纤维素， 热量低，不

易升血糖， 且饱腹感明

显。

豆腐、豆皮、豆芽菜

可以适量食用，但伴有尿

蛋白或肾功能不全的糖

尿病患者慎食。

肉类可选择牛肉、羊

肉、鸡肉、鱼、虾等，尽量

避免食用动物内脏，尤其

是伴有高尿酸血症及痛

风者。

值得注意的是，糖尿

病患者在涮菜的顺序上

也有讲究，先菜后肉，最后再吃少

量主食。 这样吃到的肉类及主食

会减少，有助于控制血糖。 张鹏

中医认为“肾开窍于

耳”， 耳与肾脏关系密切。

我们常说肝有病，需补肾。

所以，按摩双耳，除了通经

活络、调理脏腑，还可以补

肾养肝。

揉拉上耳尖： 以双手

食指、拇指提拉揉捏耳尖，

由轻到重， 以耳尖充血发

红为宜， 牵拉的力量以不

感觉疼痛为限， 每次 30

下，此法有镇静、清脑、益

肾、明目、止痛的效果。

搓摩双耳轮： 以双手

食指、 拇指夹住耳轮由上

向下按压和揉搓至耳垂， 使耳轮

充血发热。注意不要太用力，每次

30 下，只要长期坚持，可强健肢

体、健脑补肾，并可防治头痛、头

晕、尿频、腰腿痛等病症。

耳道加压： 将食指指尖塞进

耳道缓缓左右旋转，再骤然拔出，

使两耳鼓膜轻度振动， 以达到益

肾明目之效。 戴宇

■高新海副主任（左）正在抢救危重病人

眼镜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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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 IC ph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