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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升高性早熟风险
疫情期间宅在家里，切断新型冠状病毒

传播途径，是防范传染病进一步传播最为重

要的措施。但是，家庭室内空间毕竟有限，加
之久坐少动，少年儿童的体重明显增长，网友

还改编了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调侃
孩童超重肥胖。有些肥胖儿回到校园里遭受

同学的嘲笑，超重肥胖又令孩子精神不振，上

课容易走神，孩子极易产生厌学情绪。
肥胖对儿童的伤害远远不止这些。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科罗飞宏教授指
出，肥胖会导致人体内分泌代谢发生一系列

变化，对儿童也不例外，肥胖会升高儿童性早
熟的风险，导致性发育提前。肥胖对女童的

影响较男童更大，肥胖女童性发育早，初潮
早，性激素分泌失调，大多伴有月经紊乱，也

容易出现自卑等心理问题。

青春期提早会缩短长高空间
性早熟是指男童在 9岁前、女童在 8岁

前呈现第二性征。按发病机理和临床表现分

为中枢性（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依赖性）性早
熟和外周性（非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依赖性）

性早熟。女童 8岁以后、男童 9岁以后即启动
性发育属于青春期提早。罗飞宏教授指出，

青春期提早，与肥胖和环境的关系密切。

肥胖儿发育早，长高空间相对减少，原因
在于，肥胖引起胰岛素与糖代谢紊乱，血浆胰

岛素水平上升，多种与发育有关的激素如瘦
素等水平上升，发育提前启动；多种激素作用

信号通路出现紊乱，如女孩雄激素上升，容易
发生多囊卵巢综合征，月经不调严重者成年

后出现生育问题；骨龄生长加速，提前老化、
闭合，导致生长提前终止。

生活在现代大都市，人们接触环境内分
泌干扰物的机会大增，使得青春期提早的孩

童人数增速明显。儿童青春期发育提早，已
成为普遍现象。临床研究显示，生长曲线呈

平稳态势不再显著上升的年龄大幅下降，女

童在 12岁左右，男童在 15岁上下，也就是说
传统认为“十七八岁蹿个儿”可能不复存在，

青春期提早“到访”促使孩子“蹿个儿”也提
前，还会让孩子的生长周期缩短，促使骨骺闭

合，并停止发育。结果是，个头长得比同龄人
早，但最终身高不高。

家长一旦观察到孩子进入青春发育期，

比如 11岁女孩乳房发育，12岁男孩胡须早
长或变声，对孩子的最终身高要有合理的预

期，不能企望“晚长”，不要盲目“静待花开”。

家长如何帮助肥胖儿减重
儿童性早熟应及时治疗。和性早熟不同，

青春期提早的孩童并非都需要治疗。罗飞宏

教授建议家长陪同孩子到儿童内分泌科或儿
科内分泌专病门诊咨询，评估个体整体状况

后综合考量。常规情况下，医生会给孩子做体
格检查、测骨龄、查 B超等，再根据检查结果

安排进一步的专科诊治和用药。

罗教授提醒，肥胖儿的家长不可掉以轻
心，应尽早采取综合措施，必要时积极治疗肥

胖症。适当运动是最好的减重方式之一。从现
在开始增加跑步、打球等户外运动，学习任务

重但运动耐力好的孩子可以采用变速跑，每
天坚持半小时较剧烈的运动；中重度肥胖或

运动耐力低的孩子，运动需要循序渐进，每天

坚持轻中度运动 1小时，如慢跑等。运动前要
热身，做好准备活动，慢慢进入状态。同时多

晒太阳，吸收能促进生长的维生素 D，而宅家
隔着玻璃窗晒太阳是无法吸收维生素 D的。

饮食上保证必需营养素的充分摄入，不
建议给孩子吃人参、燕窝等补品。可以多吃

鱼、虾、蛋、瘦肉等优质蛋白，注意一次摄入量
不能太大。

需强调的是，肥胖儿一定要先把体重降
下来、控制好，再结合长高的相关治疗，才能

获得良好的效果。 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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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周健闻青春期提早，怎么办
肥胖儿减重，很必要

    如果发现肉眼无痛血尿， 一定要重视起

来，及时就医，注意筛查膀胱癌。 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郭剑明教授介绍，

尿路上皮癌是指从肾脏出口到尿道的上皮结
构发生肿瘤，约 90%-95%来源于膀胱，最常

见的是膀胱癌。 患者初次确诊时， 约 10%-

15%已经发生了转移，且易复发。 尿路上皮癌

病因不明，发病与环境污染、吸烟是有一定关
系的。 要想降低肿瘤风险因素，必须做到戒烟

（包括戒除二手烟），多喝水，不憋尿。

转移性膀胱癌主要的一线基础方案依然
是化疗。 近 30年来，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

上皮癌患者的治疗手段与可选药物非常有
限， 且患者预后相对较差， 五年生存率仅为

5%。 肿瘤免疫治疗现已成为尿路上皮癌的重
要治疗手段之一，可与化疗联合运用，并被写

入各大临床指南。 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替
雷利珠单抗注射液已获批用于既往接受过治

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 在
用药过程中，患者要加强随访与检测，防范免

疫治疗引起的过度免疫反应等副作用。 章苒

    近年来，IBD 发病率增加显著， 预计

2025年中国患者将达到 150万人， 且发病
人群偏年轻化。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病

因不清、根治困难、反复发作的消化系统慢
性病，且伴有多种并发症，主要包括两种病

症：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

IBD反复发作、频繁如厕给患者带来恐

惧和病耻感，除了疾病负担以外，患者还要

承受社会功能障碍以及焦虑、 抑郁的困扰。

在此情况下，患者更需谋求医疗帮助，定期

和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更新药物信
息，及时获得个体化治疗方案。 白细胞介素

在治疗 IBD疾病的过程中，药物起效和缓解
病情方面的优势逐步被认知，将为患者提供

治疗新选择。 虞睿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经
过长达四个多月的宅家生
活，小学低年级学生明天将
迎来返校复学。从 4月 27

日开始，本市中小学生分批
返校复学。青少年儿童的学
习和生活方式再次发生改
变，孩子们做好准备重返校
园了吗？中学生、高年级小
学生是否已经适应学校快
节奏的教学生活呢？从儿科
门诊来看，少年儿童生长发
育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依
然很突出，其中，青春期提
早等问题直接干扰学生回
归课堂，回归集体生活。

防范哮喘发作从生活细节入手提防尘螨过敏
户外环境中，有不少漂浮在空

气中的飞絮、花粉，过敏体质的人吸

入后可引发过敏性鼻炎及哮喘。除
此之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很

重要的导致哮喘高发的隐形杀手：
尘螨过敏。

近期，宅家的时间相对较多，增

加了对尘螨过敏的哮喘患者的发病
风险。除了经常开窗通风，进行居家

打扫外，要建立正确的打扫方式，不
用扫帚扫地，不用掸子直接掸去家

具上的灰尘；家中避免使用地毯；卧
室内不要堆放大量书籍；夏季空调

和风扇使用前必须进行清洁；勤洗、
勤晒衣被、床单；被褥曝晒，不仅可

以杀死尘螨，还能破坏各种过敏原。
尘螨过敏者最好不养宠物，因为宠

物身上脱落的皮屑是尘螨的食物。

慎用消毒剂
为了防止疫情反弹，许多公共

场所消毒通风常态化，家里也常备

洗手液、酒精、消毒喷雾等。哮喘患

者使用消毒剂要有所顾忌。当哮喘

患者受到消毒剂的化学性刺激，特
别是浓度较高、喷洒过于密集时，容

易出现支气管痉挛、诱发哮喘发作。
哮喘患者应尽量减少进入公共

场所的次数。若必须进入，需佩戴好
口罩，降低直接吸入消毒剂的可能

性。留意自己是否对某种消毒剂敏

感，若有，可尝试更换其他类别消毒
剂。避免使用喷雾类的清洁产品。一

旦诱发哮喘，要尽快脱离诱发环境，

及时应用哮喘缓解药物。

加强自我监测
疫情时期，哮喘患者仍需坚持

用药，不要随意减量或者停药，同时

进行密切的自我监测。居家自我监
测哮喘，有哪些“武器”可供使用呢？

哮喘控制测试（ACT）由 5个简
单问题组成，患者可自行在家中每

月一次进行评分。定期评分有利于

患者及时了解自己的病情，医师也
可以根据 ACT 评分来调整哮喘的

治疗方案，是监测哮喘的良好工具。
第二件武器是峰流速仪，测定呼气

流量峰值，监测气流受限程度。患者
持续监测日夜呼气流量峰值，并以

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结合症状和

用药等情况，形成哮喘日记，就诊时
随身携带。

毕竟居家监测不能完全替代门

诊就诊。血液和痰液检测、呼出气一
氧化氮和气道阻力等肺功能指标，

仍需要在医院完成。

重症患者坚持靶向治疗
重度过敏性哮喘的靶向治疗是

长期规范化管理哮喘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常规吸入或口服的哮喘治疗
药物不同，靶向治疗虽然每月仅一

次或二次皮下注射，但必须在医疗
机构进行，以保障患者治疗的安全。

对适宜人群而言，靶向治疗很大程

度上能改善重度过敏性哮喘患者的
哮喘控制和过敏症状。

在减少外出的同时，哮喘患者可
适当进行居家锻炼，增强机体免疫

力，坚持每日治疗，不要擅自中断或
自行调整医生已制定好的用药方案。

周俊 彭博 曹瑾 戴然然 汤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本版图片 TP

医护到家

    疫情遇到过敏季，加上初夏时
节昼夜温差大，医学专家提醒哮喘
患者从容易被忽视的生活细节入
手，做好全面的疾病管理，防范哮
喘发作和复发。 另外，冬病夏治适
用于哮喘稳定期，哮喘患儿在现阶
段控制好病情，再接受中医穴位敷
贴治疗，收效更佳。

肿瘤免疫治疗
适用于晚期膀胱癌患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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