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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许多医院的生长发育门诊日接诊量迎来高

峰。其中，不少患儿及家长是来咨询身高问题的。孩

子的长高问题，是很多父母的“心头大事”。趁着暑假，

那些希望孩子能“更高一筹”的家长，便带着娃去就诊，

希望他们可以长得更高。

前不久，12岁的林林被妈妈带去看病，起因也是身

高问题。林林妈妈因担心儿子长不高，便让林林每天

做摸高跳600个。坚持半个多月后，林林腿痛异常，家

长窃喜，认为是“生长痛”，便没将此事放在心上。结

果，林林的关节疼痛加重以致不能下蹲，就医后被诊断

出胫骨结节骨骺炎。

无独有偶，不久前，湖北武汉一儿童经常在夜间喊

脚痛，去医院做足部X光和CT检查，也未发现存在骨

折的情况，家长就以为孩子是生长痛，没太在意。结果

孩子还是经常在夜间被疼醒。直到再次去医院检查才

发现，引起孩子足部疼痛的，并非生长痛而是骨样骨

瘤，必须要经过手术治疗。

那么，什么是生长痛？哪些疾病容易和生长痛相

混淆？我们又该如何将其与生长痛进行区分？

生长痛是身高猛长期出现的现象
“顾名思义，生长痛是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会出

现的一种疼痛现象。”北京儿童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曹

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那么，什么年龄段会出现生长痛呢？曹隽称：“生

长痛主要跟生长速度有关，因此生长痛会出现在两个

生长发育的高峰期：5岁以前和青春期。临床上，5岁

以内的幼儿比较常出现生长痛，青春期的生长速度没

有 5岁以前快，再加上青春期的孩子对疼痛的耐受能

力较好，所以生长痛不是很明显。”

一般来说，生长痛主要表现为下肢疼痛，这是因为

下肢负责负重，而且下肢生长速度较快。在孩子的生

长发育高峰期，生长痛可能反复发作，一般可以持续几

周、几个月甚至几年。

曹隽介绍，生长痛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双侧疼

痛；二是疼痛位置不固定；三是以夜间痛为主。

“与其他一些下肢疼痛不同，生长痛是双侧下肢

疼痛。与一般疾病不同，生长痛并没有特别明确的

疼痛位置。由于下肢的生长发育是以膝关节为中

心，因此生长痛通常集中在膝关节附近，但是如果问

孩子具体是膝盖哪儿疼，孩子很难说清楚具体部

位。至于为什么生长痛发生的时间以夜间为主，可

能是因为白天有很多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到了晚上

这些事相对减少，孩子就容易感觉到身体上不舒

服。”曹隽解释道。

谈及生长痛发生的原因，曹隽表示：“生长痛之所

以发生，是由于孩子骨骼在迅速生长，导致骨骼周围的

软组织（肌肉、神经、皮肤等）受到牵拉，从而引起疼痛

感。确切地说，这种疼痛是一种‘刺激’，因身体发育产

生的刺激，目的是促进原组织继续生长，让孩子下肢长

得更长，这个过程的确会有一些不舒服。”

出现生长痛并不是什么坏事，这种现象意味着孩子

的身体在生长。“所有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都会出现

生长痛，它是身高猛长期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曹隽称。

“虽然生长痛不可避免，但生长痛只是生长发育过

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而且生长痛跟换牙疼一样，是

一种生理性反应，并不是生病，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不会

有任何影响。一旦过了快速生长发育的阶段，随着孩

子的骨骼发育成熟，生长痛便会自然消失。”曹隽表示，

“总体来说，生长痛并不可怕，这种疼痛本身不剧烈，疼

痛部位也没有任何外伤史，局部组织没有红肿、压痛，

也不会影响孩子的正常活动。”

三大类疾病早期症状与生长痛类似
专家表示，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孩子出现生长痛，

一般不需要进行特别处理，因为这种疼痛会自动消失。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家长对此不放心，

非去医院检查。这时，我们医生一般会建议家长给孩

子适当补钙，在孩子出现疼痛时，让孩子多休息，对孩

子加以安慰或对疼痛部位进行按摩、热敷。”曹隽介绍。

“要注意的是，生长痛不会影响孩子的正常活动。

所以，在出现生长痛时，没必要限制孩子的日常活动。

当然，如果孩子不是生长痛，而是由外伤或其他一些疾

病引起的疼痛，孩子自己肯定也不愿意走或跑跳。”曹

隽称。

还有不少家长听到孩子夜间喊腿脚疼，就默认孩

子出现了生长痛，认为休息就能好转。

对此，曹隽提醒家长多一个心眼。“孩子的下肢疼

并非都是生长痛，实际上，其他很多疾病的早期症状跟

生长痛的症状比较类似。”他说。

那么，有哪些疾病的早期症状和生长痛的症状类

似呢？

曹隽介绍称，第一类是创伤类疾病。这包括软组

织、肌肉、韧带创伤，以及骨骼创伤（骨折、骨损伤）等。

“这类比较好区分，因为创伤一般会有明确的外伤病

史，比如摔倒过或磕碰过。”他说。

第二类是感染类疾病。这指的是细菌或病原菌进

入人体后造成的局部疼痛，这类病一般会有红肿热痛、

发烧之类的表现。

第三类是骨头良性或恶性病变。“一些良性或恶性

肿瘤在早期也会表现为局部疼痛，比如骨样骨瘤、骨纤

维皮质缺损等良性肿瘤可能会导致疼痛。还有一些恶

性肿瘤也会导致类似生长痛的疼

痛，比如尤文氏肉瘤、骨肉瘤等。不过，恶性肿瘤

进展较快，相对而言容易鉴别。”曹隽说。

除此之外，孩子在发育过程中出现的其他一些异

常也会引起局部疼痛，比如儿童股骨头坏死、先天性畸

形异常、膝关节半月板异常等。

曹隽告诉记者，临床医生一般可以通过询问病史、

给孩子查体或结合X光片、B超等一些影像检查结果

发现这些疾病，如果通过临床诊断排除了这些疾病，会

再考虑孩子是不是出现生长痛。“也就是说，对生长痛

没有专门的检查方法，只能把一些常见的疾病排除之

后，再考虑生长痛。”他说。

对下肢不明原因疼痛家长可进行初步判断
不过，对普通家长而言，要进行上述的排除工作并

非易事。那么，面对孩子下肢不明原因疼痛，家长应该

怎么做呢？

曹隽表示：“家长可以先问问孩子，近期有没有摔

过、磕过、被撞过。如果有明确的外伤病史，当然就比

较容易判断；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病史，家长可以根据

孩子的疼痛程度、疼痛发生的频率以及相关伴随症状

进行简单判断。”

“从疼痛程度上看，如果疼痛影响到了孩子正常的

活动、跑跳，那就比较严重，大概率不是生长痛；从疼痛

发生频率上看，如果疼痛剧烈且频繁，最好带孩子去医

院做检查；从伴随症状上看，如果孩子下肢疼且伴有发

烧、关节肿胀、皮疹、跛行等症状，最好请医生诊断。”曹

隽解释道。

所以，如果疼痛程度较轻、发生频率低而且没有伴

随症状，并且满足疼痛位置不固定、双侧下肢疼痛，且

以夜间疼为主，基本上可以判断为生长痛，一般不需要

去医院。但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超过一两个月，最好带

孩子去医院进行检查。

“当然，除了小儿骨科疾病，其他一些疾病也会有

类似下肢疼痛的表现，比如风湿免疫类疾病、幼年性特

发性关节炎，或是神经性疾病、脊髓异常等。为此，建

议家长首先带孩子看小儿骨科，有时候很可能需要风

湿免疫科、血液科、神经科等科室进行协助诊断。”曹隽

称，“发现异常后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如果不做判断就

想当然地把下肢疼痛归结为生长痛，可能会导致孩子

的疾病被延误诊断。”

另外，曹隽补充道：“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儿童

最独特的生理特点就是处于生长发育期，而且在生长

发育过程中他们的身体变化幅度非常大。无论是从新

生儿到婴儿，还是从儿童到青春期，每个阶段都有显著

的差异。”

“基于这一特点，医生和家长一定要学会以动态眼

光观察孩子的变化，而不能始终以静态眼光对待孩子

的改变。比如，孩子这段时间出现生长痛，绝对不能说

孩子之后再出现下肢疼痛也是生长痛，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否则，可能会耽误一些疾病的发现和治疗。”

曹隽强调。 摘自《科技日报》

痣中黑素细胞如果频繁受到不良刺激，就会增加

细胞的非正常分裂、增殖、修复的次数，这个过程可能

会诱发致癌基因突变，增加其恶变风险。

绝大多数人身上或者脸上都会有一些痣，有的痣

与人一辈子相安无事，但有的痣却是“危险分子”，不知

不觉中就长成了癌——恶性黑色素瘤。恶性黑色素

瘤，虽然发病率并不高，但恶性程度大、转移发生早、死

亡率高。

近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一届江苏省肉瘤·恶性黑色

素瘤大会中，有专家提醒，长在易受摩擦部位的痣，应

尽早处理；皮肤越白皙，越要注意避免暴晒。

从痣变癌有不少病例
江苏省抗癌协会肉瘤·恶性黑色素瘤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医师宋丹表示，

我国目前恶性黑色素瘤新发病例每年约 2万例，但近

几年增长迅速，过去50年发病率增长了约6倍，软组织

肉瘤也有类似的情况。从临床上来看，发生在躯干或

四肢的黑色素瘤，约 35%—50%与原发痣有关，也与短

波紫外线反复照射密切相关。这也让很多人担心，自

己的痣，会不会偷偷长成癌呢？“从痣变癌的病例其实

不少。”宋丹说。

“如果痣长在比较容易受到摩擦的部位，比如腰

部、足底、背部等，应尽早处理。用针挑、腐蚀药物或不

彻底的冷冻以及激光等方法刺激黑痣，有可能诱发痣

恶变。”宋丹解释，痣中黑素细胞如果频繁受到不良刺

激，就会增加细胞的非正常分裂、增殖、修复的次数，这

个过程可能会诱发致癌基因突变，增加其恶变的风险。

“如果因为美容需要祛痣，应当到正规医院专科门

诊，由专业医师来评估祛除方法，不能随意祛痣，避免

不当刺激致癌。”宋丹建议。

皮肤越白越要避免暴晒
“过度紫外线照射，会诱发恶性黑色素瘤”“皮肤白

皙的人暴晒更容易得恶性黑色素瘤”网络中的这些声

音是否有科学依据？宋丹表示，对于暴晒与恶性黑色

素瘤的关系，要分析人种和具体情况。

宋丹介绍，欧美人群属于白种人，恶性黑色素瘤发

病率较其他人种更高。欧美人群患恶性黑色素瘤的类

型以浅表扩散型及雀斑痣样型为主，这两种类型的恶

性黑色素瘤与日晒有密切关系；而中国人等亚洲人群，

患肢端型、黏膜型的恶性黑色素瘤比较多，这些黑色素

瘤长得深也容易转移，与暴晒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但

也不能完全忽视紫外线的影响。

“这是因为皮肤越白，皮肤中所含的黑色素越少，

对于紫外线的防护力越弱。如果接受不当的阳光照

射，比如频繁进行日光浴、经常性晒伤，或是频繁通过

紫外线灯照射来‘美黑’，会有诱发恶性黑色素瘤的风

险。”宋丹提醒，晒太阳可以补充维生素D，预防缺钙，

但同样要适度。尤其是皮肤越白皙，越要注意避免暴

晒，经常在阳光下工作的人群，也要做好防晒。

另外，身上色素痣总数超过 50颗的“多痣”人群，

要比普通人群更加小心，及时处理可能的“坏分子”。

长期服用某些抗生素、激素或抗抑郁药物的人群，也要

特别小心恶性黑色素瘤的发生。

早发现早治疗可提高生存率
无论是恶性黑色素瘤还是软组织肉瘤，越早发现

越早规范治疗，效果会越好。宋丹以恶性黑色素瘤举

例，Ⅰ期的恶性黑色素瘤患者，规范手术后五年生存

率高达 90%；即便到了Ⅲ期，合理治疗后 5 年生存率

也可达到 30%以上，但如果到了Ⅳ期，五年生存率只

有不到 5%。

他建议，患者应当注意定期体检，身体上的痣出现

边界不明、红肿疼痛、突然变大等异常情况时，一定提

高警惕。对于肉瘤的早期发现要注意的是：当身体出

现一些症状，局部疼痛肿胀或是可以触摸到一些异常

出现的包块，也建议及时到医院明确原因。

摘自《科技日报》

许多家庭都会储备常见药品，以备不时之

需。但不少家庭有意识备药，却缺少意识定期清

理这些药品，导致一些过期、变质的药品危害健康。

药品同食品一样，会过期也会变质。服用过

期药品，存在不小的危害。过期药品的药效不稳

定，服用后不仅没法发挥药效、治疗疾病，甚至还

会贻误病情，导致病情加剧。有些过期药品还会

发生变质，服用后不仅会引起不良反应，严重时甚

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家中未及时清理的过期药品，很容易被老人、

儿童等误服。记得过年在家时肠胃不舒服，奶奶

便拿出自己之前买的消食片。我看了一眼保质

期，发现竟然已经过期大半年了。年轻人一般还

比较注意药品保质期，但老年人往往没有这个意

识，忽视药品的保质期，一不小心就会服用过期药

品，造成严重后果。为避免过期药品带来的不良

反应，也避免在急需用药时出现短缺，家中一定要

及时清理更新储备的药品。

需要注意的是，清理出来的过期药品不能一

扔了之。药品往往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如果随手

丢弃，很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周围生态。

此外，有些人会将回收的过期药品重新包装

后再次投入市场。因此，清理出来的过期药品应

当通过正规渠道进行回收。现在很多地方都会定

期回收过期药品，有些药店还常年设有回收箱，建

议定期清理更新家中存储的药品，并投放到正规

的回收站点。 摘自《人民日报》

德国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上撰文指出，他们利用黑

腹果蝇的遗传模型系统开展的研究表

明，即使是饮酒一次也会永久性地改变

大脑神经元的形态，且大脑里的“交通要

塞”突触的结构以及为细胞提供能量的

线粒体的动力学也会受到酒精的影响。

在从偶尔饮酒到慢性酒精滥用的

过渡过程中，大脑内发生了哪些变化？

科隆大学亨瑞克·肖尔茨教授及来自曼

海姆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希

望弄清楚这一问题的答案。此前有不

少研究已经证明了长期饮酒对海马体

（大脑控制中心）的影响，但科学家们对

于关键危险因素，例如首次饮酒后神经

元之间的相互作用知之甚少。

该团队通过对果蝇和小鼠模型的

研究来验证其假设，发现了乙醇诱导在

线粒体动力学和神经元突触之间的平衡

这两个方面的变化。线粒体为细胞，尤

其是神经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会移

动，以便更好地向细胞输送能量。研究

发现，用乙醇处理的细胞内线粒体的运

动受到了干扰；而且某些突触之间的化

学平衡也受到干扰。这些变化是永久性

的，动物的行为变化也证实了这一点：在

以后的生活中，小鼠和果蝇的酒精摄入量增加。

研究人员解释说，众所周知，神经元的形态

重塑是学习和记忆的基础。这些所谓的细胞可

塑性机制是学习和记忆的核心，也被认为是药物

相关奖励记忆形成的核心。因此，科学家们观察

到的一些形态学变化可能影响与乙醇相关的记

忆形成。此外，神经元线粒体的迁移对突触传递

和可塑性也很重要。研究人员因此推测，这些乙

醇依赖细胞变化对成瘾行为的发展至关重要。

肖尔茨说：“值得注意的是，促成这种复杂奖

励行为的细胞过程在物种间广泛存在，这表明在

人类中也有类似的作用，这可能是一个对学习和

记忆至关重要的细胞过程。” 摘自《科技日报》

家长注意了，孩子腿疼不一定是生长痛

别让过期药品成为健康隐患

小心！不当刺激可能会让痣变成癌

饮
酒
一
次
就
会
永
久
改
变
大
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