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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第 线

儿童异食行为需警惕，或为心理问题信号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这两天，上海热
力值一路飙升，最高气温超过30℃，湿热体
感之下，你家开空调了吗？昨天开幕的2025
上海空调清洗节上，业内专家提醒市民，家
中空调已“沉睡”一冬，在“复工”之前，一定
要做好清洗工作，确保室内空气清洁。
“灰尘、污垢、细菌、霉菌……长期停用

的空调会积累上述污染物，如果不加以清
洗，污染物会随着空调的运行被吹入室内
空气中，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引发呼吸道感
染、过敏反应等健康问题。”卫生防疫专家

认为，空气中存在的霉菌是对人体肺部健
康最大的威胁，特别是上海特有的梅雨季，
更容易滋生霉菌，强烈建议市民在此前后
对家中的空调进行专业清洗，消除霉斑。
据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测算，全市

空调专业清洗业务量超过50亿元，服务企
业5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4000人，已经成
为家电服务行业中主要业务形态之一。但
值得注意的是，80%以上业务来源于企事业
单位和商务楼宇，家庭空调的清洗业务量
仍不足10亿元。“全市800多万户家庭中，

委托专业服务企业清洗的仅仅20%左右，
八成家庭还是采取自己擦拭，或由物业、家
政服务人员清洗方式进行。”启动会上同时
公布了本市第一批204家信得过空调清洗
企业名单，供市民就近选择合适的清洗企
业服务。市民可以通过热线电话962512或
登录www.962512.com查询，也可以在三个
行业协会官网上查询。这些企业的上门人
员必须全员持证（本市统一家电服务上门
服务证）上门，亮证服务，以确保消费者可
以追溯服务质量。

本报讯（记者 郜阳）
昨天，“人工智能+医疗健
康”推进会暨“智汇医学AI
无界”首届上海市医学人工
智能应用技能大赛启动仪
式在徐汇区举行。
“智汇医学AI无界”首

届上海市医学人工智能应
用技能大赛覆盖智慧医疗、
智慧管理、智慧服务三大赛
道，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
练、以赛促用”的方式，激发
行业各方创新动力，加速人
工智能技术在卫生健康领域
的深度应用与融合发展，为
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与
徐汇区人民政府还签署了
共建医学人工智能高地战
略合作协议，上海市医学人
工智能创新与应用促进中
心作为支撑平台也同期揭幕。未来，双方将合
作推进引领性政策先行先试、试点推广场景应
用、提升产业孵化能级、加强人才培养。

现场发布了2025年徐汇区医学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揭榜挂帅”项目，聚焦“人工智能+医疗
服务、社区卫生、公共卫生、行业治理”四大方向。
记者注意到，入选项目包括中山医院的“腹部超声
全自动工作流”，龙华医院的“AI全流程医疗服务
平台建设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上海交通大
学的“基于AI的手术室智能调度管理系统”，医利
捷的“区域医院单病种质量监控”等。

医利捷（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周祺表示，“个人智能体助手”建设将是医
疗AI发展的趋势，它将根据需求场景的不同呈
现不同复杂度和能力。“我们正摒弃传统软件思
维，以智能体能力为基础，场景导向重构各类应
用。区域单病种智能体已经完成全链路技术验
证。”他透露，“依托徐汇AI高地优势和生态效
应，医利捷正打通基础设施与中台链路，驱动医
疗应用全方位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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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信得过企业打

本报讯（记者 马丹）“您好，我是斜杠
青年富兰克林，请问有什么问题吗？”“我是
你的心理老师，今天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想和
我聊聊吗？”当冰冷的算法开始读懂少年心
事，教育正变得更有温度、更亲近人心。今
天上午，第22届上海教育博览会（简称“教博
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本届教博会以
“‘育’见AI，智启未来”为主题，其中“AI+教
育”特色主题展区最受关注。记者发现，上
海教育在探索“AI+”过程中，不仅聚焦技术
如何助力教学质量提升，更将AI技术延伸至
心理健康、体质监测、教师发展等维度。
走进华师大四附中展区，一位声音温

柔的“数字心理老师”让人感受到技术温
度，她能通过声纹情绪识别与生物电传感
技术，精准捕捉学生微表情与心率变化。
“监测到焦虑信号时，她会通过认知行为疗
法引导情绪平复，并生成可视化情绪图谱
供教师参考。”展区负责人介绍，该设备已
在校内心理辅导中发挥积极作用。此外，
本学期学校还开发了一套学生心理健康自
助系统，注意力训练、反应力训练等趣味训
练内容广受学生欢迎，也成为全面提升学
生心理素质的另一大助力。
在延安初中，今年开始试点使用的智

慧录课分析平台系统能自动识别课堂中的

师生互动频次、学生专注度曲线等二十余
项指标，生成多维度的教学评估报告，正在
协助教师更全面、细致地“观察”每个学生
的上课状态。“过去评课依赖主观感受，现
在数据让课堂细节纤毫毕现。”现场展示的
青年教师还为记者展示了系统提供的一张
“课堂热力图”，图中不同色块清晰标注了
各时段的学生参与强度。“别小看这张课堂

热力图，为什么孩子不愿意回答问题，是因
为害羞，还是因为不懂？这有助于教师为
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辅导方案。”
“技术终须服务于人的成长。”上海市教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展出的AI教育应用
既保持了科技的前瞻性，又始终以人文关怀
为内核。据悉，除了为期三天的线下展览，
本届教博会线上展将一直持续到6月底。

第22届上海教育博览会今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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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持续三天的上腹痛伴呕吐，10岁女孩
园园（化名）被紧急送往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影像学检查显示，她的胃部存在巨大的
团块状阴影，初步怀疑为异物堵塞。经腹腔
镜微创手术，医生从女孩体内取出大量缠绕
成团的头发，女孩被确诊为“长发公主综合
征”，是一种罕见的疾病。这一被《格林童话》
故事赋予名字的疾病究竟有怎样的特点？到
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胃里形成大毛团

园园妈妈回忆，女儿从一年前开始就有
偷偷吃头发的习惯，吃下去的头发量不多，但
家人并未重视，直到这次腹痛难忍，家长才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医生决定为园园实施腹
腔镜微创手术，主刀专家陈杰主任医师介绍，
园园的情况较为复杂，胃内的头发团块体积
庞大，占据大部分胃腔，严重影响食物摄入。

更棘手的是，部分毛发已进入小肠，引发消化
道梗阻。单纯通过胃镜或传统的开放手术难
以同时解决两个部位的异物问题，因此选择
腹腔镜微创手术，力求在最小创伤下彻底清
除异物。手术中，医生成功取出缠绕成团的
头发，解除了对消化道的压迫。目前，园园已
脱离危险，医院还为她制定了全面的后续治
疗计划，包括行为干预、营养补充和家庭心理
支持。
经医生取出的毛团，看起来就像《格林童

话》里的莴苣公主（音译“拉庞泽尔”）的大辫
子，因此“长发公主综合征”又称“拉庞泽尔氏
综合征”。除了吃毛发，这类患者还会吃纸
张、墙皮、泥土甚至垃圾袋等。比如西安某医
院曾接诊了一位腹痛难忍的18岁女孩，发现
她从12岁就开始吃塑料袋；苏州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接诊6岁女孩欣欣，胃里藏着一个直
径8厘米、重6两的“长发球”。吞食的异物不
同，产生的并发症也不同。如吞食头发、石
头、布料等物品可能会造成肠梗阻；吞食大量
泥灰和金属制品会产生重金属中毒，严重的
会危及生命……一般吃下异物的患儿会出现

食欲减退、疲乏、腹痛、呕吐、营养不良等症
状，以及焦虑或厌恶等心理问题。

古怪行为因何而起

“有些患儿因羞耻感或家长疏忽而延误就
医，但病情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理科专家马希权介绍，园
园患上的“长发公主综合征”是严重的行为障
碍。尽管她表现为异食癖，但马希权更倾向于
将她诊断为由强迫症引起的“食毛癖”。
他告诉记者，“长发公主综合征”的医学

名叫“食毛癖”，容易被误认为是异食癖，二者
是不同的临床问题，非常容易混淆，存在一定
争议，需要临床上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仔细甄
别。食毛癖是“拔毛癖”的一个临床特例，拔
毛癖（也叫拔毛障碍）在精神疾病诊断手册里
被纳入“强迫及相关障碍谱系”（OCD）或者
“习惯与冲动控制障碍”，而异食癖则被划分
入“进食障碍”章节。作为强迫障碍的一个亚
型，拔毛癖往往与个性自卑、社交焦虑以及不
愿放松为特征的完美主义有关。患者在拔毛
之前通常有紧张感增加，拔完之后有如释重

负感或满足感。所以，拔毛的过程可以调节
并缓解沮丧、痛苦、烦躁、无聊等不愉快的情
绪或有压力的紧张情绪，拔毛的行为则通过
负面强化来得以维持。拔毛的过程可能会伴
随其他重复的仪式，比如手指卷绕头发、在牙
齿间拉扯发缕、咬头发、咀嚼头发，甚至吞下
头发，长期吞食毛发就形成了食毛癖。

异食癖是进食障碍的一个亚型，以进食非
营养性、非食用性的物质为主要特征。异食癖
容易发生在伴有强烈的感觉偏好的个体中，小
年龄儿童经常有语言发育迟缓、智力发育障碍
以及孤独症谱系障碍；青少年则存在抑郁情
绪、被动依赖型和边缘型人格障碍；许多青少
年还会有其他形式的行为，如吸吮大拇指和咬
指甲、异常的饮食习惯、吸烟、酗酒等。此外，
部分研究证实了缺铁、锌和异食癖之间的关
系，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与患儿味觉的紊乱有
关，然后出现异食癖症状。

不论定义为哪种疾病，都需要患儿接受包
括心理治疗在内的综合干预。马希权说，这类
孩子的治疗需要耐心和长期关注，家庭的理解
与陪伴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