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旭主任所在科室曾经接诊了
一名出生刚几天的小患者。“婴儿的
外貌有点奇怪，皮肤发黑，一看就是
肾上腺素异常的典型，再一看孩子
的‘鸡鸡’，其实是天生阴蒂肥大突
起，再一查染色体，果然是女孩。”这
是一个“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的病
例，病情重时可能会出现呕吐、喂养

困难等，危重时危及生命。长期不
规则治疗，孩子以后的智力、身高等
都会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病例，看身材外貌是
个清秀女孩，成绩也很优异，但迟迟
不出现发育后的第二性征，检查后
发现染色体是XY,属于染色体出
现异常。这种情况下，家长需要找

伦理委员会申请，通过专科医生再
进行性别选择和有关治疗。

此类涉及隐秘隐私的诊疗过程
中，对患者以及家庭的心理干预同
样迫切，而让孩子学会面对真实的
自己、有尊严地生存是医者需要心
理关怀的长期课题。
（晚报记者 陶洁/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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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经常翻倍加号

“热门专科”成锡医品牌

上周，我们发
起的“了不起的无
锡儿科医生”话
题，今天继续第三
期，关注一位专家
号非常抢手、在沪
宁线知名度很高
的名医和她所在
的科室。

在剧中，设定的剧情聚焦点
是童馨儿童医院普外科，手

术多且繁忙。
现实中，在无锡市儿童医院
挂内分泌科主任徐旭的专

家号需“秒杀”。

人物对照

聊天记录

徐旭主任团队工作繁忙，
不可能像我们一样有时间闲暇
看几十集的电视剧，因此提问
观剧感受就免了。

无锡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是沪
宁线上的“热门专科”，外地家长们带
着孩子慕名而来，住院部有不少小患
者来自安徽、福建、四川、山东等地。
徐旭主任的专家号在周三全天、周六
上午，周五下午还有特需门诊，一般
来说，医院半天的放号数是25个，后

来因为需求实在太多，增加到40个，
但实际上，她要加号看60余人。

“2020年1月至11月，除去普通
门诊数量，我们的专科门诊量已超2
万例。特别是疫情复学后，门诊节
假日持续爆满，一直要加号！科室
里11个医生，忙、忙、忙是常态。”一

说起现在儿童内分泌类病症的患者
需求激增，徐旭主任比家长还急，

“很多孩子代谢异常、迅速变胖，严
重的发展为II型糖尿病患者，家长
一来医院就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
这样’，殊不知孩子得病和家长疏于
引导有直接关系！”

徐旭主任介绍，上世纪90年代我
国儿童的内分泌类疾病不多，医生的
工作重心在于接受家长咨询，大部分
是由疾病导致的继发性内分泌疾病，
如营养不良、感染、肿瘤等导致的。
现在，无疾病导致的病例数量明显持
续上升，医生还要花更多精力给家长
做大量解释分析甚至是心理辅导。

“不要再无节制地给孩子塞食物
了！过量肉类等高蛋白摄入、含糖饮
料和奶茶一杯接一杯，孩子的代谢怎
能不紊乱？看电视、玩手机没时间限

制，小小年纪也长期熬夜，孩子的视
力、生长发育状况怎能不出问题？”徐
旭主任说，不能简单以为孩子吃得
多、吃得好就可以长更快、长更高。

不管什么年纪，健康真理都是
“管住嘴、迈出腿”，尤其是孩子，挑食
和作息规律不科学，对身体影响更
坏。给家长的建议是，蛋白质占比
2-3成就够了，多吃当季蔬菜和水
果，口渴以白开水为主。之前接诊过
的一个极端儿童肥胖病例是一个不
到10岁的女孩子，体重超过了117

公斤，BMI指数超过40，三高、黑棘
皮、痛风都有，询诊发现，孩子的父母
都特别忙没有时间陪伴，一有空给孩
子零花钱，孩子在家无聊就自己点外
卖，尤其喜欢麻辣烫类重口味的香锅
啊串串啊火锅啊，她说重辣可以舒缓
孤独和增加安慰，长此以往竟然“成
瘾”，一空下来就吃，几乎天天进食这
类大量高油高热高蛋白的食物，年纪
小小就得了一连串的病，个子也不
高，活动也比正常孩子迟缓，真的太
不应该了。

不久前的新闻说，我国19岁青
年平均身高升至东亚第一，可实际
上矮小症发病率也在增加。

徐旭主任介绍，要提醒家长的
是，平时加强对孩子成长情况观察，
及时发现异常，才不至于错失最好
的治疗时机。

“其实0到3岁就要留意观察孩
子的身高、肤色。”徐旭主任介绍“除
了一些遗传因素问题外，孩子如果

比同龄孩子平均身高明显低时，就
可能是矮小症，需要排查是某些疾
病的病变还是脑垂体功能的紊乱，
及早发现和干预，对症治疗，矮小症
是完全可以扭转的。如果家长不重
视，以为孩子只是暂时长得慢，以为
拖到青春期再来，那么疗程漫长且
效果难尽人意，甚至有人骨龄闭合
了、身高不长再来，那就没有办法再
长高了。”

就拿门诊近期接到的一个病例
来说，男孩上了初中后身材矮小、迟
迟不见发育，家长此前一直没重视。
经检查发现，孩子体型比例不正常，
确实无发育迹象，原因是脑垂体某个
促性激素功能失常。经复杂调理，精
准补充针对脑垂体性腺轴“开关”的
激素，男孩总算是实现了发育，但此
时距骨骼闭合年龄16周岁已近，成
年时个子肯定是受影响了。

情绪也会影响孩子的身高！这
是采访徐旭主任时，让记者最吃惊
的新知识点。

徐旭主任回忆，遇到的那个病
例是个小女生，身形漂亮，已经出现
发育，但近两年个子一直不怎么
长。和孩子聊了聊，凭经验，她觉得
影响孩子长个的主要原因不是基

因，也不是性激素异常，再和孩子母
亲单独详聊后，判断是因父母离婚
导致孩子青春期内心更加敏感。她
引导孩子母亲多给予孩子关心，并
和孩子多参加跳绳等弹跳运动，正
常吃饭，好好睡觉，孩子目前初二已
经长到理想身高1.68米，青春期发
育也正常。

“是的，接诊那个孩子后，我什
么药都没开，也没做什么特殊检查，
就是通过和孩子聊天找出问题。”徐
旭主任解释说，“儿科医生就是这
样，社会责任大于经济责任，孩子内
分泌类的问题很多都不需要额外检
查，凭的是医生的经验和眼力，这是
最特殊的一个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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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解释

徐旭在查房

复学后科室“病号爆满”——为儿童们的健康水平担忧

如果可以，主任想咆哮式警告——爱孩子，就不要再乱塞食物！

提醒家长莫忽视观察孩子身高——矮小症发现得早是可逆转的

让记者知识点又增加了——情绪好坏也会影响孩子长个

儿科最隐秘、涉及伦理的难题——眼前所见男女不是最终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