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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口腔保健要点
□卢淑青

口腔健康是人体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儿童来说，良好的
口腔卫生习惯不仅可以预防龋齿、
牙周病等常见口腔疾病，还可以促
进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因此，家
长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
习惯非常重要。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儿童的牙齿在发育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如龋齿、畸形
牙等。因此，家长应带儿童定期到
医院进行口腔检查，及时发现并解
决问题。儿童应每半年到一年进
行一次口腔检查，具体时间可以根
据牙齿状况和医生建议来定。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选择合适的牙刷和牙膏 家长

应根据儿童的年龄和牙齿状况，选
择适合儿童的牙刷和牙膏。3 岁
以下的儿童，可以选择软毛牙刷；3
岁以上的儿童，可以选择中毛牙
刷。在选择牙膏方面，儿童应使用
含氟量适中的专用牙膏。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家长应
教育儿童按照“上下刷、内外刷、咀
嚼面刷”的方法进行刷牙；刷牙时，
要注意力度适中，避免过度用力，
导致牙龈受损；同时，要确保每颗
牙齿的表面都得到有效清洁。

养成每天早晚刷牙的习惯 儿
童应养成每天早晚刷牙的习惯，每
次刷牙时间不少于 2 分钟。儿童
晚上刷牙后，尽量不再进食，以免
食物残渣在牙齿上滋生细菌。

合理饮食
控制糖分的摄入量 儿童摄

入过多的糖分，容易导致龋齿。
家长应限制儿童吃糖果、巧克力、
蛋糕等高糖食品，鼓励儿童吃新
鲜的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的
食物。

避免摄入过多酸性食物 酸性
食物容易导致牙齿釉质软化，加重
龋齿的发展。家长应引导儿童适
量食用酸性食物，如柠檬、橙子等。

多喝水 摄入充足的水分有助
于清洁口腔，减少细菌滋生。家长
应鼓励儿童多喝水，尤其是在饭后
喝水，有助于清洁口腔。

纠正不良的口腔习惯
咬指甲、笔帽等异物 这些不

良习惯容易导致儿童牙齿磨损、畸
形。家长应及时发现并纠正儿童
的这些不良习惯。

用舌头舔牙齿 长期用舌头舔
牙齿，会导致儿童牙齿表面磨损，
形成牙齿畸形。

长期用嘴呼吸 长期用嘴呼
吸，容易导致儿童牙齿畸形、面部
发育不良等问题。家长应关注儿
童的呼吸方式，如有异常，应及时
带儿童到医院就诊。

及时治疗口腔疾病
一旦发现儿童有口腔疾病，如

龋齿、牙周病等，家长应及时带儿
童到医院进行治疗。及时治疗不
仅能减轻儿童的痛苦程度，还能防
止病情恶化。

进行口腔健康教育
家长应该定期给儿童进行口

腔健康教育，让儿童了解口腔保健
的重要性，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和
饮食卫生知识。此外，家长还可以
通过观看科普视频、参加口腔健康
讲座等方式，提高自己和儿童对口
腔保健的认识。

总之，口腔保健是一个需要长
期坚持的事情，需要家长和儿童共
同努力。只有从小养成良好的口
腔保健习惯，才能让儿童拥有健康
的牙齿。让我们共同关注儿童口
腔保健，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日照市石
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科）

妇科恶性肿瘤是一种严重威胁女性
健康的疾病。其中，卵巢癌是预后较差
的肿瘤之一，让很多患者闻风丧胆。那
么，妇科恶性肿瘤是否存在遗传风险？
女性又该如何降低这种风险呢？

遗传风险
首先，女性需要明确妇科恶性肿瘤

包括哪些类型。妇科恶性肿瘤主要包括
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其中，
卵巢癌的遗传风险较高。其次，研究人
员发现，20%的卵巢癌患者存在家族遗传
史。BRCA1基因和BRCA2基因是著名
的乳腺肿瘤易感基因，携带这两种基因
突变的女性，不仅卵巢癌的发病率较高，
其他癌症（如乳腺癌等）的发病风险也会
增加。最后，对于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
虽然遗传风险相对较低，但是存在一定
的家族聚集现象。研究人员发现，宫颈
癌发病与 HPV（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有
关。存在宫颈癌或子宫内膜癌家族史的
女性，可能存在遗传易感性。

如何应对
遗传咨询 家族中有多人患有妇科

肿瘤者，应到医院进行遗传咨询，了解个
人和家族的遗传风险。遗传咨询可以帮
助女性了解肿瘤遗传的规律，制定合适
的筛查和预防方案。

定 期 检 查 对 于 携 带 BRCA1 和
BRCA2基因突变的女性，应定期进行乳
腺、卵巢等部位的检查。对于有家族史
的女性，也应定期进行妇科检查，以便及
时发现异常，尽早进行治疗。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如合理饮食、适度运动，以及
不吸烟，避免过度饮酒等，有助于降低妇
科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

接种疫苗 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
效预防宫颈癌，降低遗传的风险。

基因检测的作用
风险评估 基因检测可以帮助女性

评估患妇科恶性肿瘤的风险，为提前预
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早期筛查 基因检测可以在肿瘤早
期发现异常细胞，实现早期筛查和诊断。

个性化治疗 基因检测可以帮助医
生了解肿瘤的基因突变情况，为患者定
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

预后评估 基因检测可以预测肿瘤
的复发和转移风险，为患者的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基因检测的流程
采集样本 通常采用宫颈脱落细胞、卵巢肿瘤组织或子

宫内膜组织进行基因检测。
基因检测 对样本进行高通量测序，发现肿瘤相关的基

因突变。
数据分析 将检测到的基因突变与已知妇科恶性肿瘤相

关基因突变进行比对，分析结果。
报告解读 根据结果，医生会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报告，包

括风险评估、早期筛查、治疗方案建议等。
注意事项

选择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基因检测 进行基因检测
时，患者应选择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了解检测范围 不同基因检测项目的检测范围和准确性
不同，患者应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检测项
目。

关注结果解读 基因检测结果需要专业医生进行解读。
患者在了解结果时应咨询专业医生，避免误读。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妇科）

正确认识妊娠期糖尿病
□迟 培

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期间出
现的一种代谢紊乱疾病，它可能对
母婴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当孕妇
的血糖水平在妊娠期超出正常范
围，达到妊娠合并糖尿病的程度
时，就会被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还容易发生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

妊娠期糖尿病不仅容易导致
胎儿早产，还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极
其不利，容易出现先天性畸形、缺
氧等情况，严重的会导致流产。妊
娠期糖尿病容易导致新生儿发生
呼吸窘迫综合征、低血糖、黄疸等
情况。

发病原因
胰岛素抵抗 随着妊娠时间的

增加，孕妇体内胰岛素抵抗逐渐加
重，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进而引
起血糖升高。

遗传因素 如果孕妇存在糖尿
病家族史、肥胖、高血压病等遗传

因素，患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就会
增加。

饮食不当 孕妇摄入过多高
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会导致
血糖升高。

缺乏运动 缺乏运动，可导致胰
岛素抵抗加重，引发妊娠期糖尿病。

怎样诊断
筛查 孕妇应在孕24周~28周

时进行糖耐量试验。糖耐量试验
是在空腹状态下，让孕妇饮用含有
一定量葡萄糖的水，分别在1小时
和 2 小时后抽血检测血糖。如果
孕妇的血糖超过正常范围，即可诊
断为妊娠期糖尿病。

临床症状 医生会了解孕妇的
临床症状，包括过度饥饿、口干、多
尿、体重下降等，再结合糖耐量试
验结果，诊断妊娠期糖尿病。

高危人群识别 对于存在糖尿
病家族史、孕前肥胖、高龄等高危
因素的孕妇，医生会重点关注其血
糖水平，并进行定期检测。

预防与治疗
预防和治疗妊娠期糖尿病的

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合理饮食 合理饮食是预防妊
娠期糖尿病的重要措施之一。在
日常生活中，孕妇的饮食应以低脂

肪、高纤维、高蛋白的食物为主，减
少高糖、高脂肪、高盐食物的摄入
量；应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以
及全谷类食品、瘦肉、鱼类等。孕
妇每日需要摄入的总热量，应根据
妊娠前体重和妊娠期体重增长速
度而定。少食多餐有助于降低孕
妇的餐后血糖，避免低血糖，维持
血糖平稳。

适度运动 适度运动有助于孕
妇控制体重和血糖，预防妊娠期糖
尿病。孕妇每天应进行适度有氧
运动，如散步、游泳、做瑜伽等，可
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将血糖维
持在正常范围内，但要避免过度劳

累和剧烈运动。
合理管理体重 孕妇在妊娠期

间，体重不宜增加过多。孕妇应根
据医生的指导，合理控制体重增
长。

定期检测血糖 对孕妇来说，
及早进行妊娠期糖尿病筛查是非
常重要的，特别是具有糖尿病家族
史的孕妇。孕妇应学会自我监测
血糖，以便及时了解血糖变化，调
整饮食和运动方案。定期检测血
糖，可以使孕妇尽早发现问题，及
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作者供职于河北省青县人民
医院）

科学防控青少年近视
□王庆强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
学习压力的增大，青少年近视问
题日益严重。统计结果显示，我
国青少年近视率已经超过 50%，
并且年轻化趋势明显，防控形势
严峻。近视不仅影响青少年的视
力健康，还会对他们的学习、生活
和心理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因
此，科学防控近视，已经成为人们
关注的问题。

近视的危害
视力下降 近视会导致青少年

的视力下降。高度近视可能引发
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青光眼
等，严重时甚至会失明。视力下降
会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学习、生活和
社交。

影响身体发育 近视会影响青
少年的骨骼发育，导致颈椎、腰椎
等部位出现疾病。此外，近视还会
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导致抑
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生活质量降低 近视会降低青
少年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在运动等
方面受到限制。此外，近视还会影
响青少年的升学、择业，使他们无
法从事一些需要良好视力的工作。

形成原因
遗传因素 近视具有一定的遗

传性。如果父母都近视，孩子患近
视的概率较大。

不良用眼习惯 长时间看书、
玩手机、看电视等，都会增加眼睛
的负担，导致近视发生。

缺乏户外活动 研究结果证
实，坚持户外活动可以预防近视。
户外活动时间不足，会增加近视的

风险。
学习压力大 长时间学习，会

使眼睛疲劳，增加近视的风险。
防控方法

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学习
时，青少年应保持正确的坐姿，眼
睛离书本 1 尺（1 尺=0.333 米），胸
部离课桌1拳，笔尖离书本1寸（1
尺=0.333米）；近距离用眼超过20
分钟后，要远眺景物至少20秒。

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每天进行
2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有效预防
近视。户外活动可以使青少年的
眼睛接触自然光，锻炼眼睛的调节
能力。

合理安排学习时间 青少年应
避免长时间学习，并在每次学习
30分钟~45分钟后，休息10分钟~
15分钟，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

定期进行视力检查 青少年应
每 3 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视力检
查；如果发现近视，应及时采取防
控措施。

饮食营养均衡 青少年应适量
摄入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
生素E的食物，如胡萝卜、西红柿、
绿叶蔬菜等，少吃甜食。

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家庭责任 家长要关注青少年

的视力健康，教育青少年养成良好

的用眼习惯，合理安排学习时间，
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学校责任 学校要加强视力健
康教育，定期组织学生进行视力检
查，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社会责任 政府要大力普及视
力健康知识，提高群众对近视防控
的重视程度。

科学防控近视，让青少年健
康成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关注青少年的眼睛健康，和近视说

“不”，光明赢未来！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东营市胜

利油田中心医院眼科）

慢性咳嗽是指持续时间超过
8周的咳嗽。对于儿童来说，慢性
咳嗽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和学习。因此，家长应积极采取措
施，帮助患儿缓解症状，提高患儿
的生活质量。

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家长应及时带患儿到医院就

诊，尽早明确咳嗽的原因。慢性咳
嗽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如哮
喘、过敏性鼻炎、肺炎等。只有明
确了病因，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
疗。此外，医生还可以根据患儿的
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患儿的治疗方
案，如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

改善家庭环境
家长应改善患儿的生活环境，

避免让患儿接触容易引起过敏的
物质，如烟雾、灰尘、花粉等。这些
物质可能会加重患儿的咳嗽症
状。此外，家长还应保持室内空气
流通，避免空气过于干燥或潮湿，

可以使用加湿器或空气净化器，改
善室内的空气质量。

合理饮食
合理饮食对于缓解慢性咳嗽

非常重要。家长应为患儿提供营
养丰富、易消化的食物，避免让患
儿摄入油腻、辛辣、刺激性食物。
患儿可以适量增加新鲜水果、蔬菜
的摄入量，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
质。此外，家长还应帮助患儿养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
偏食等不良习惯。

增强免疫力
增强免疫力是预防和治疗慢

性咳嗽的关键环节之一。家长应
鼓励患儿进行适度的运动，如散
步、游泳、跑步等，以增强体质。保
证充足的睡眠，有助于提高患儿的
免疫力。此外，家长还可以为患儿
补充适量的营养素，如维生素 C、
锌等，以提高免疫力。

心理疏导
慢性咳嗽可能会给患儿带来

心理压力，导致焦虑、抑郁等情绪
问题。家长应关注患儿的心理健
康，及时与患儿沟通，了解他们的
想法和感受。家长可以帮助患儿
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如绘画、音乐、

舞蹈等，以转移注意力，减轻心理
压力。

规范用药
在医生的指导下，患儿可以使

用一些药物来缓解咳嗽症状，如止
咳药、祛痰药、抗过敏药等。在使
用药物时，家长应该注意以下几
点：一是遵循医嘱，不要擅自增减
药物剂量；二是注意药物的副作
用，如果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带
患儿到医院就诊；三是避免长期使
用药物，以免对药物产生依赖。

定期复查
在治疗过程中，家长应定期带

患儿去医院复查，以便医生及时了
解患儿的病情变化和治疗效果。
如果病情没有明显好转或者出现
其他不适症状，家长应该及时与医
生沟通，调整治疗方案。

预防为主
预防慢性咳嗽非常重要。家

长应帮助患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如勤洗手、不吸烟、不喝酒、不
熬夜、不随地吐痰等。此外，家长
还应了解患儿的过敏史，尽量让患
儿远离过敏原。在季节交替时，家
长应及时带患儿接种相关疫苗，预
防呼吸道疾病。

总之，面对儿童慢性咳嗽，家
长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从多个方面
入手，帮助患儿缓解症状，提高生
活质量。同时，家长还应该关注患
儿的心理健康，给予充分的关爱和
支持。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滕州市滨
湖镇卫生院儿科）

如何应对慢性咳嗽
□谷 庸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儿童肥胖
症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
城市儿童肥胖症发病率高于农村
儿童。

儿童肥胖症不仅影响患儿的
身心健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
症，如糖尿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
等。儿童肥胖症分为单纯性肥胖
和病理性肥胖。单纯性肥胖约占
儿童肥胖症的 95%，主要由遗传、
环境、饮食习惯、运动量等因素共
同作用导致；病理性肥胖约占儿童
肥胖症的5%，通常与内分泌、遗传
代谢疾病等相关。

儿童肥胖症有哪些危害
儿童肥胖症不仅对患儿的外

观造成影响，还对他们的身心健康
带来严重威胁。肥胖症患儿面临
着多种健康风险，包括心血管疾
病，如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和动脉
粥样硬化等；糖尿病，尤其是 2 型

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升高；呼吸系统
疾病，如睡眠呼吸暂停和哮喘等；
骨骼问题，如骨折、骨龄提前等；消
化系统疾病，如脂肪肝、胆结石等；
心理健康问题，如自卑和抑郁等。
这些并发症不仅影响患儿的生活
质量，还可能影响他们的生长发
育。

如何帮助儿童健康成长
内分泌遗传代谢科是专门研

究和治疗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的
科室。对于儿童肥胖症，内分泌遗
传代谢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
患儿健康成长：

病因诊断 利用询问病史、体
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手段，找出
儿童肥胖症的具体病因，为后续治
疗提供依据。

遗传咨询 存在家族病史的患
儿，遗传咨询可以帮助家长更深入
地了解遗传因素，评估家族遗传风
险。

药物治疗 对于因内分泌、遗
传代谢问题导致的病理性肥胖患
儿，进行药物治疗非常关键。医生
会针对具体病因（如甲状腺功能异
常或皮质醇增多症等），制定适合
患儿的药物治疗方案（如甲状腺激

素替代治疗或糖皮质激素治疗）。
药物治疗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并定期检测、调整，以确保安全
有效。

饮食管理 饮食管理对于肥胖
症患儿非常重要。家长应帮助患
儿养生良好的饮食习惯，合理膳
食，减少高热量、高脂肪和高糖食
物的摄入量。患儿可以选择新鲜
的蔬菜和水果，养成定时、定量进
餐的习惯，保证营养均衡。

运动指导 医生需要根据患儿
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等因素，制
定适合患儿的运动方案。增加患

儿的日常运动量，如安排户外活
动、体育课程或家庭运动时间，可
以有效促进能量消耗，加速新陈代
谢，帮助患儿燃烧体内多余的脂
肪。

定期体检 定期体检对于肥胖
症患儿的健康管理非常重要。通
过定期体检，医务人员可以监测患
儿的体重、身高、血压、血糖等关键
指标，以便及时发现异常的生理变
化，有助于早期识别并处理可能出
现的并发症，如糖尿病、高血压病、
睡眠呼吸暂停等。

儿童肥胖症是一种不容忽视
的疾病。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在儿
童肥胖症的治疗和管理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通过综合治疗和干预措
施，可以帮助患儿摆脱肥胖症，健
康成长。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儿童医
院）

儿童肥胖症的隐形危机
□郭 优

怎样预防婴儿腹泻
□刘 鑫

腹泻是指排便次数增多，
大便呈稀糊状或水样，并伴有
腹痛、腹胀等症状。对于婴儿
来说，腹泻是一种常见的疾
病。正确处理婴儿腹泻，对于
婴儿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
本文主要介绍婴儿腹泻的原
因、症状、处理方法及预防措
施，帮助家长正确应对这个问
题。

发病原因
婴儿腹泻的主要原因分

为两种：感染性和非感染性。
感染性腹泻是由病毒、细菌、
寄生虫感染等因素引起的。
这些病原体可以通过空气、食
物或水传播。非感染性腹泻
则是由于饮食问题、过敏反
应、消化不良等因素引起的。

对于婴儿来说，较常见的
原因是感染性腹泻，因为他们
的免疫系统还未发育完全，容
易受到病原体的侵袭。

主要症状
婴儿腹泻的主要症状包

括：排便次数增多（每天的排
便次数不同，如果超过了正
常范围，就可能是腹泻的表
现）；大便呈稀糊状或水样，
有时带有黏液或血丝；腹部
胀痛，患儿表现出哭闹、烦躁
等现象；食欲不振，患儿可能
拒绝进食或吃得很少；体重
下降，由于腹泻导致水分和
营养的丢失，患儿的体重可
能会减轻；脱水，腹泻会导致
患儿的身体失去大量电解
质，从而引起脱水症状，如口
渴、口腔干燥、尿量减少、皮
肤干燥等。

正确的处理方法
首先，要确保患儿摄入充

足的水分。腹泻会导致患儿
体内水分丢失。因此，患儿需
要及时补充水分，以免身体电
解质紊乱。家长可以给患儿

喂水或淡盐水，但要注意不要
喂得过多，以免引起水中毒。

其次，患儿的饮食应清
淡、易消化。家长应给患儿喂
易吸收、消化的食物，如米汤、
面汤、稀饭等；同时，患儿应避
免摄入辛辣、油腻、刺激性食
物，以免加重腹泻症状。

最后，家长还应保持患儿
的屁股清洁与干燥，预防尿布
疹和感染。如果患儿腹泻严
重，家长不要随便给患儿使用
止泻药物，应及时带患儿到医
院就诊。

怎样预防
除了积极治疗腹泻，预防

腹泻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家长要保持个人卫

生。家长在喂食婴儿前后，要
洗净双手，并确保食物卫生，
避免由于饮食原因导致婴儿
感染性腹泻。

其次，要合理喂养婴儿。
母乳喂养是婴儿最好的选择，
因为母乳中含有丰富的抗体，
可以帮助婴儿增强免疫力。
如果无法进行母乳喂养，可以
选择适合婴儿的配方奶粉。
另外，家长应避免给婴儿喂食
过多的糖水或果汁，以免引起
腹泻。

最后，家长应避免婴儿接
触病原体。家长应保持婴儿
居住环境清洁，避免让婴儿接
触病原体。

总之，正确处理婴儿腹
泻，对于婴儿的健康成长非常
重要。家长应了解腹泻的原
因、症状、处理方法，以及预防
措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
婴儿恢复健康。同时，家长还
应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
婴儿居住环境清洁，预防腹
泻。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商丘
市睢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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