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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智慧屋》节目由松江区

融媒体中心与区卫健委、区爱卫办

联合主办，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

11:00—12:00在松江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FM100.9）和“上海松

江”App直播。每期节目邀请来自

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松江区

中心医院、松江区妇幼保健院、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上海市第

五康复医院、松江区方塔中医医

院、松江区泗泾医院、松江区精神

卫生中心、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

医院等松江区内各大医疗机构的

专家，接受市民的问诊咨询。

市民朋友如有任何有关健康

方面的问题，欢迎在直播期间拨打

热线电话021-37683768，或下载

“上海松江”App进入“直播-可视

化直播”收听收看节目直播并参与

留言、互动。

本报讯（记者 李天蔚） 家里小儿有遗尿

或便秘的情况，不妨试试中医药特色疗法。

近期，松江区方塔中医医院开设了区内首个

“儿童遗尿及便秘”专科门诊，采用中药口服、

穴位贴敷、小儿推拿、耳穴埋豆等疗法，为不

同年龄阶段的患儿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目

前，该门诊开诊时间为每周日上午。

遗尿和便秘是儿内科常见疾病，在《素问》

《景岳全书·小儿则》等古代中医文献中也有相

关记载。该病不仅会导致儿童睡眠不足、胃口

不好，长此以往还会引发生长发育迟缓，甚至

造成心理自卑、性格内向等更深层次的影响。

据介绍，一般来说，5岁以上儿童，如果每

周至少 2次在睡眠中发生不自主排尿，且持续

3个月以上，即可能患有小儿遗尿症。如果孩

子每周排便 2次或更少，有排便疼痛或大便干

硬的情况，且排便时间长，则可能患有儿童便

秘。对此，方塔中医医院“儿童遗尿及便秘”专

科门诊医生夏晨萍说：“对于出现遗尿症状的

儿童，我们会进行一些相关辅助检查。在排除

患儿膀胱容量较小、隐形脊柱裂等问题后，给

予中医中药相关治疗。”

“儿童遗尿及便秘”专科门诊开诊当日，

就有不少前来就诊的患儿。据介绍，该门诊

多采用中医内外兼治的方法。内治疗法是

医生通过辨证分型，采用中药口服疗法。遗

尿患儿分为肾阳不足、脾肺气虚、肝阴不足

等证型，功能性便秘患儿分为乳食积滞、燥

热内结、气机郁滞证等证型，不同分型均有

相应的中医治疗方法。外治疗法则包括小

儿推拿、穴位贴敷、耳穴埋豆等。其中，小儿

推拿疗法是儿科常用外治法之一，通过中医

辨证取穴，运用手法作用于患儿体表，刺激

经络、穴位；而耳穴埋豆常用穴位有大肠、

肝、脾、肺、三焦、便秘点等，操作简便，易为

患儿所接受。“临床上对服药有恐惧心理或

依从性差的患儿，可以通过这些外治疗法减

轻患儿心理负担，达到治疗效果。”夏晨萍介

绍说。

中医内外兼治 周日上午开放

松江首个儿童遗尿及便秘专科门诊开诊

肿瘤标志物升高了，就是得了

癌症？“这可不一定。”松江区中心医

院检验科副主任医师彭亮日前走进

《健康智慧屋》直播间，给大家科普

肿瘤标志物。

那么，什么是肿瘤标志物？彭

亮说，肿瘤标志物也称肿瘤标记物，

是指特征性存在于恶性肿瘤细胞之

中，或由恶性肿瘤细胞异常产生的

物质，抑或是宿主对肿瘤的刺激反

应而产生的物质，其能够反映肿瘤

的发生和发展，并且可以监测肿瘤

对治疗的反应。

彭亮介绍，医院常规开展的肿

瘤标志物检测有十多种，根据其化

学性质可以分为癌胚抗原类、糖蛋

白抗原类、蛋白质抗原类、酶类、激

素类等。肿瘤标志物是存在于肿瘤

患者的血液、其他体液及组织中的

物质，当它达到一定水平时，即可反

映肿瘤的存在和一定的生物特性。

例如，癌胚抗原是一种高度糖化的

分子，健康成人血液中仅可见到极

低水平的癌胚抗原，但结肠腺癌患

者的癌胚抗原水平通常很高。在非

恶性肠道、胰腺、肝脏和肺部疾患

中，也可见到癌胚抗原水平有轻至

中度的升高。而糖类抗原 15-3 目

前主要是乳腺癌的肿瘤标志物，可

与癌胚抗原联合诊断乳腺癌。

单纯肿瘤标志物升高，并不一定

代表得了肿瘤。如甲胎蛋白虽然是

肝癌的重要肿瘤标志物，但是女性在

妊娠时，甲胎蛋白也可升高。对于癌

胚抗原，除癌症可能引起其升高外，

感染、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时，也可

出现升高现象。此外，由于检测标准

不同，也可能出现肿瘤标志物假性增

高的情况。所以仅存在肿瘤标志物

升高，并不能作为诊断肿瘤的依据，

必须结合病人的临床症状、影像学、

病理结果等其他检查结果进行综合

判断。但肿瘤标志物高于正常值，应

当引起重视，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特

别是当某一指标出现进行性升高时。

当确认肿瘤标志物异常后，在日

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彭

亮建议：定期复查肿瘤标志物，根据

专科医生的建议做好各项检查，并配

合医生进行长期的复查及跟踪随访；

去除可能引起部分肿瘤标志物异常

的诱因；调整心态，减轻压力，锻炼身

体，规律生活，提高免疫力。另外，肿

瘤标志物异常说明身体可能存在潜

在疾病，并不意味“身体虚”，所以不

要在发现肿瘤标志物异常后服用补

药或保健品，

有些保健品中

的成分可能对

潜在的疾病有

负面作用。

(本期主播

胡健尧

编导 李莉娅)

骨质疏松是一种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健康

问题。那么，骨质疏松的成因是什么？骨质疏

松就是缺钙吗？骨质疏松会带来哪些严重后

果？日前，松江区泗泾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钱

军走进《健康智慧屋》，以“骨质疏松性骨折的

危害与防治”为主题，与大家作交流和分享。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微结

构破坏，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

的全身性骨病。那么，骨质疏松就是缺钙

吗？形成骨骼的因素及骨质疏松的成因又是

什么呢？钱军表示，其实，人体骨骼好比一栋

建筑物，从婴幼儿到成人，就是一个用“钙”盖

房子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把“钙”理解成盖

房子的原材料。有了原材料（钙）和建筑工人

（成骨细胞），我们还需要“搬运工”，“搬运

工”是谁呢？是我们体内的某些激素。原材

料、建筑工人、搬运工都有了，就可以盖房子

了吗？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体内还有另一

部分细胞是专门和建筑工人“掐架”的，他们

就是——“拆房人”（破骨细胞）。

所以，我们体内的钙、成骨细胞、激素以及

破骨细胞是影响骨质的最重要的四大因素。由

此得出导致骨质疏松的原因有：“原材料”不足，

“钙”的摄入、吸收不足，简单说就是——缺钙；

“搬运工”偷懒，原材料搬运途中不通畅，体内某

些激素减少了，这是绝经后女性容易发生骨质

疏松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筑工人”罢工，成骨细

胞活性减弱，骨的重建减少；“拆房人”太嚣张，

破骨细胞活动增强，骨的破坏增多。以上四个

原因，没有主次之分，可见“缺钙”不是骨质疏松

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此外，骨质疏松症的严重后果是发生骨

质疏松性骨折。这是由于骨强度下降，患者

在受到轻微创伤时或在日常活动中即可发生

的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因其高致死率和

致残率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新加坡

一项最新回顾性研究显示：在 280例 60岁以

上患者发生髋部骨折后1年内，有26%的患者

死亡；在剩余 74%的患者中，卧床的患者占

9%，使用轮椅的患者占24%，需在帮助下行走

的患者占39%，可独立行走的患者只有28%。

据了解，大部分骨质疏松性骨折需要进行

手术治疗，且要在骨折发生后的72小时内进行

手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治疗目标是：减少并发

症、降低病死率、提高康复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那么，如何预防骨质

疏松性骨折呢？钱军表

示，要牢记六点要素：补

钙、补充维生素D、适量

运动、预防跌倒、保持适

宜的体重、停止吸烟。

（本期编导、主持

胡婉媛）

保护肾脏健康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问

题。腰疼、脱发、腿抽筋等，这些是否都是肾脏

不好的表现？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不良习惯

会让肾脏受伤？《健康智慧屋》日前邀请了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包瑾芳和王莉君，

为大家科普如何保护肾脏。

包瑾芳介绍，肾脏位于腰部脊柱两侧，日

常担负着排泄体内代谢产物和进入体内的有

害物质，维持水平衡、体内电解质和酸碱平衡

及内分泌的功能，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之

一。由于肾脏也被戏称为“腰子”，有人认为多

吃腰子能补肾，其实不然，长期吃还容易诱发

高脂血症和高尿酸血症。

“肾内科医生从临床角度考虑，尿常规发

现蛋白尿、血尿，生化检查提示血肌酐、尿素氮

升高等提示就可能存在‘肾脏不好’。”王莉君

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更关注于自己“肾

脏不好”会有哪些症状。王莉君介绍，很多人

早期症状通常只是脸部浮肿和四肢水肿，随后

会出现短期内难以控制的高血压。如果仔细

观察，会发现尿液存在异常，如尿色发黄，有时

会有血尿、茶色尿或者酱油色尿；有些人的尿

液可能还会出现比较浑浊，且伴随着泡沫久置

不散的现象，这是因为肾脏蛋白漏出造成的；

有些人会出现夜尿增多，这是因为肾脏的浓缩

功能受损；有些人还可能会表现为尿量减少。

当疾病逐渐加重，还会出现贫血，一般会有头

晕乏力、面色苍白，没有精神等症状。

据了解，目前中国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高

达 10.8%，但知晓率只有 12.5%，很多患者在进

入肾脏病中晚期时，生活质量都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因此，预防肾脏疾病的发生，延缓

疾病进展至关重要。两位医生提醒广大市民

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持乐观向上的情

绪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适当运动以提高身体免

疫力，同时要戒烟戒酒。如果市民朋友患有糖

尿病、高血压、肥胖、家族遗传史等“高危因

素”，则要做到定期检查。对于已明确慢性肾

脏病的患者，需低优蛋白饮食，蛋白质摄入量

保持在 0.6～0.8g/kg/d，以优质蛋白质为主，包

括蛋、奶、瘦肉等；豆制品

应加以限制。日常生活

中尽量避免感冒、发热；

务必定期复诊，规律用

药，不要擅自停药或更改

药物剂量。

(本期主播 胡健尧

编导 胡畔)

开春后，不少女性为了减肥开始控制饮

食，有些人甚至将“管住嘴迈开腿”做到了极

端。稍微多吃，就主动催吐，压力上来又忍不

住吃，吃完接着吐，久而久之不用催吐，稍微多

吃一点就会吐。这种状态不仅让身体非常难

受，还有可能患进食障碍。松江区精神卫生中

心一病区副科主任熊强走进《健康智慧屋》直

播间，介绍厌食症诊断标准，并对如何治疗厌

食症给出科学建议。

厌食症又称神经性厌食，是以患者有意严

格限制进食、使体重明显下降并低于正常水平

而导致身体功能受损为主要特征的一类进食

障碍。因此厌食症是一种心身疾病，不能简单

理解为“减肥”。

医学上以DSM-5（精神障碍）作为厌食症

诊断标准。相对于需求而言，患者在身体健康

的情况下，出现了因限制能量的摄取而导致的

显著低体重（即：低于正常体重的最低值或低

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最低预期值）；即使处于显

著的低体重，仍然强烈害怕体重增加，有持续

地影响体重增加的行为；缺乏对目前低体重严

重性的认识。

同时，厌食症分为限制型和暴食清除型。

限制型是指患者常过度节食、禁食，或过度运

动控制体重、减轻体重；暴食清除型指患者合

并有暴食或清除行为，通过催吐、导泻、灌肠、

利尿等行为实现体重减轻。

对于成年人而言，严重性的最低水平基于

目前的体重指数（BMI）。BMI划分为四级，即

轻度：BMI＞17 千克/平方米；中度：BMI16～
16.99 千克/平方米；重度：BMI 15～15.99 千

克/平方米；极重度：BMI＜15 千克/平方米。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则基于BMI百分比。

那么，如何治疗厌食症？熊强建议全面评

估、多学科协作治疗。厌食症是一种同时并发

躯体和心理损害的疾病，

在治疗方面先要全面评

估躯体情况、精神状况以

及监测进食情况，随后进

行营养治疗、躯体治疗、

精神药物治疗和社会心

理干预。

（本期主播、编导 詹晓珍）

“阳康”后，青少年如何调整运

动强度？如何科学安排体育锻炼？

日前，上海市第五康复医院康复科

医生邓小珍走进《健康智慧屋》，为

大家答疑解惑。

“尽管新冠感染者恢复后会出

现乏力、身体酸痛，以及情绪的变化

等症状，但此时进行科学的体育锻

炼，极少会引发风险。”邓小珍表示，

国内外研究者针对年轻运动员的大

型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这类

人群的心肌炎发病率非常低，且大

多数人可以在感染后 7-14 天内恢

复到感染前的活动水平。

邓小珍同时表示，虽然新冠感

染引发心肌炎等心脏疾病很少见，

但任何心脏方面的症状，无论是在

运动中还是在休息时出现，都应作

为医疗紧急情况来处理，这些症状

包括胸部、手臂、颈部下巴和背部出

现的压力、紧绷、挤压疼痛，以及出

冷汗、呼吸困难或突然头晕等。

此外，有不少家长反映，由于学

生在感染新冠后减少了日常锻炼，

导致开学后跟不上体育课的强度。

对于这一问题，邓小珍也作出了解

答：“临床观察中发现，新冠病毒对

青少年儿童的影响相对较低，只要

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很快就能恢

复运动状态。”

那么，何时才适合恢复运动呢？

邓小珍表示，最简单的判断方式是观

察学生的饭量、食欲、精神等。“阳康”

后可以逐渐增加户外活动的频率、强

度和持续时间，只要没有出现明显的

不适，无需过度限制学生的体育活

动。一般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只

需要两周左右就能找回正常的运动

状态。但是，如果出现了胸痛、心悸、

胸闷、呼吸困难、心跳过速、下肢水肿

等问题，或是乏力、肌肉酸痛症状加

重，失眠、运动后次日静息心率较平

时增快，则需要暂停运动2天左右，给

身体恢复的时间。如果症状仍然没

有好转，需要及时就医。

最后，邓小珍建议青少年儿童

和广大家长，可以在“阳康”后根

据身体和年龄情况适当地、循序

渐 进 地 进 行

体育锻炼，这

不 仅 有 利 于

身体的恢复，

也 利 于 身 心

的发展。

(本期主播、

编导 胡畔)

厌食症危害大 及时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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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升高就是得了癌症吗？
指标异常先别慌 诊断依据需综合

强度调整有标准 科学判断有窍门

青少年“阳康”后恢复运动宜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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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肾脏不好”留心潜在症状
市一医院医生支招如何保护肾脏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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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建筑”要牢固 切记预防“六要素”
——骨科医生谈“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害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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