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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孩子，犹如天上的星星，
一人一个世界，独自闪烁，他们就是孤独
症儿童，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

每年 4月 2日是世界孤独症日，今年
的宣传主题是“全生涯服务，全方位关
爱”。那么，什么是孤独症，对孩子有哪些
危害，儿童孤独症早期有哪些表现？近
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州妇幼保健院
新生儿疾病筛查分中心主任马晓蓉。

马晓蓉说，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是一
类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
病，它影响着患者的社交互动、沟通以及
行为模式。孤独症起病于婴幼儿期，临
床表现不典型；障碍发生在发育期，通常
在儿童早期，但症状可能要到后来社会
需求超过其有限的能力时才会完全显
现出来。“6岁之前是孤独症儿童的最佳
诊疗期，一定要及早筛查、及早发现、及
早治疗，一旦错过最佳诊疗期，后续治疗

将更加艰难。”
孤独症至今病因未明。流行病学研

究已经筛查出很多可能导致孤独症的危
险因素，但没有一种是导致孤独症发生
的直接因素，比较公认的原因是基因变
异与不良环境的交互作用，特别是新生
突变可能是孤独症发病的主因，但具体
致病因素和机制不明。

马晓蓉说，孤独症儿童的主要症状
是语言、沟通交流障碍，其重要的特点是
优势半球不是左半球（负责语言和思
维），而是右半球（负责形象和创造）。这
可能导致孤独症儿童在处理感觉刺激、
信息处理和行为控制方面出现偏差，可
能导致在感知、思考、表达和行为等方面
出现异常。此外，当儿童可能存在身体
上的不适或疼痛，也会导致情绪和行为
出现问题。当他们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
需求或情感时，可能会出现尖叫、发脾
气、攻击性行为等。

那么，儿童孤独症早期有哪些表现，
家长如何发现孩子的异常呢？马晓蓉
说，孤独症早期行为可以总结为五“不”。

１.不（少）看——指目光接触异常，
孤独症患儿早期便开始表现出对有意义
的社交刺激注视缺乏或减少，对人尤其
是人眼部的注视减少。有些患儿即使可
以对话，但面对面注视仍然不正常。

２.不（少）应——宝宝对父母的呼唤

声充耳不闻，叫名字反应不敏感，不能用
眼神和他人共同关注手指指向的其他物
体或事件。

３.不（少）指——缺乏恰当的肢体动
作，无法对感兴趣的东西提出请求。患儿
可能早在12月龄时就有表现，肢体动作使
用频率下降，如不会点头表示需要、摇头表
示不要、有目的的指向、手势比划等。

４.不（少）语——多数患儿存在语言
出现延迟，家长最多关注的也往往是语
言问题。尽管语言发育延迟并不是孤独
症诊断的必要条件，但对于语言发育延
迟儿童要考虑孤独症可能。

５.不当——患儿从 12月龄起可能
会出现对物品的不恰当使用，包括旋转、
排列以及对物品的持续视觉探索。比如
将小汽车排成一排，旋转物品并持续注
视等。言语的不当则表现为正常语言出
现后言语的倒退，难以听懂、重复、无意
义的语言。

“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临床识别
孤独症婴儿的能力，并开展了8个月龄开
始的超早期干预，效果很好。”马晓蓉说，
孤独症儿童需要在早期接受每周至少
20～25小时的干预，包括机构干预和家
庭干预，且应持续高强度干预至少 2年，
并进行终生干预和随访。

如果孩子确诊儿童孤独症，日常生
活中父母该怎么做？马晓蓉说，对于孩

子来说，问题行为是达到目的的途径，所
以，家长可以通过了解他们来帮助孩子。

了解行为原因：在应对孤独症儿童的
问题行为之前，需要深入了解这些行为产
生的原因。孩子问题行为出现，家长不要
着急批评，先注意观察，后综合分析才能
更好地帮助孤独症儿童解决问题。

建立正向奖励机制：正向奖励是一
种有效的行为矫正方法，可以帮助孤独
症儿童逐渐减少问题行为，增加适应行
为。要注意孩子的个性化需求，根据他
们的特点调整奖励方案，以确保奖励机
制的有效性。

增强社交互动：让孤独症儿童与其他
孩子一起进行玩耍，通过增强儿童的社交
互动，帮助他们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
从而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家长和儿童
要建立日常的互动时间，和孩子玩游戏、
讲故事或者一起做家务等，要注意在社交
互动时间鼓励儿童使用语言来沟通。

家庭参与：家庭生活环境的不适也
可能是引发孤独症儿童问题行为的一个
重要因素，家庭成员的参与和支持对孤
独症儿童的康复和治疗至关重要。

寻求专业医疗帮助：父母要和医生
保持密切沟通联系，分工对功能训练做
好明确的规划，最好能落实到具体的训
练计划，包括每周的次数、强度及家庭干
预训练。

早筛早诊早干预早筛早诊早干预 让让““星星星星””不孤独不孤独
本报记者 刘刚林

为认真贯彻落实《传染病防治法》

《健康促进法》《医师法》等法律法规，

督促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规范管理，近

日，州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对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进行抽查，重点从院感

防控、医废处理、消毒等方面开展监督

检查，共检查医疗机构33家次，对发现

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

本报记者 刘刚林 摄

为小檗科植物类叶牡丹的根茎及根。
类叶牡丹性味苦、辛，温，有小毒。具有

祛风通络，活血调经的功效。主治风湿筋骨
疼痛，跌打损伤，妇女月经不调等。

用法：内服：煎服，9-15g；或浸酒。
宜忌：孕妇忌服。
选方：
1.治扁桃体炎：红毛七 10g，八爪龙 3g。

水煎，口含，亦可咽下。
2.治经血不调：红毛七、白芍、川芎、茯苓

各10g。黄酒和水煎服。
3.治经期少腹结痛：红毛七 10g，小茴香

15g，秦当归10g，川芎6g。水煎服，煎酒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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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肿瘤医院乳腺专家将到临夏市医院义诊

和政县医院开展健康知识进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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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刚林）为
关爱广大妇女同胞乳腺健康，更好
满足群众优质医疗服务需求，让群
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专家医疗资
源，临夏市人民医院将邀请甘肃省
肿瘤医院乳腺一科副主任医师包
蔚郁到该院坐诊、查房、手术，有就
诊需求的患者可预约就诊。

坐诊时间：4月13日
咨询电话：15120516788
就诊地址：临夏市人民医院

门诊2楼甲状腺乳腺科

专家介绍

包蔚郁，副主任医师，甘肃省
肿瘤医院乳腺一科副主任，中国
临床肿瘤学会（CSCO）青年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乳腺癌多学
科诊疗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
乳房再造科普教育基地甘肃基地
执行人，甘肃省第二层次领军人
才等。从事乳腺外科工作 20余
年，擅长乳腺常见疾病及肿瘤的
诊治、乳腺癌根治术、乳腺癌保
乳+前哨淋巴结、乳房再造术。

本报讯 （记者 刘刚林）近
日，和政县人民医院组织口腔科、
眼科医务人员走进该县希望幼儿
园，开展健康知识进校园活动，进
一步推进儿童口腔保健和视力健
康工作。

活动中，医务人员向小朋友们
讲述了科学饮食、预防牙外伤、合
理使用儿童含氟牙膏、戒除口腔不
良习惯、及时治疗乳牙龋病等方面
口腔保健知识，与小朋友们积极互
动，以生动形象、浅显直观的方式
展示了正确的刷牙方法。眼科医
生还为孩子们讲解了眼睛的结构
以及远视、近视等疾病的病因和典
型症状，介绍了科学用眼小技巧，
向师生和家长普及了如何科学保
护眼睛，预防近视发生。

爱眼护齿小知识

爱眼：坚持充足的白天户外
活动，养成正确的阅读书写姿势，
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保证
充足的睡眠和合理的营养，坚持
定期眼部检查。

护齿：养成早晚刷牙、饭后
漱口好习惯；鼓励孩子选择健康
食品，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
减少吃糖次数；尽早戒除吮指、
口呼吸、夜磨牙和偏侧咀嚼等常
见口腔不良习惯；适龄儿童进行
窝沟封闭、定期涂氟；学龄前儿
童每6个月接受一次口腔健康检
查，做到口腔疾病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

时值四月，春暖花
开的季节，是家长带着
孩子踏青春游的好时
机。赏花虽愉悦，但空
中飞舞的花粉和飞絮，
让不少花粉过敏儿童
苦不堪言。

春季过敏症最常
见的就是过敏性鼻炎，
是鼻子接触外界过敏原所产生的免疫反应，临床症状
包括反复发作的鼻痒、打喷嚏、清水鼻涕、鼻塞等。近
日，州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大家花粉季警惕儿
童过敏性鼻炎。

如何区分过敏性鼻炎与风寒感冒

对于急性发作的鼻塞、流清涕、喷嚏，可以先休
息、居家观察是否继而出现发热、咽痛、咳嗽、呕吐、腹
泻等不适症状，如出现上述表现应及时就医处置；如
仅有鼻塞、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每天出现且超过 1
周，可尝试按过敏性鼻炎处置。

过敏性鼻炎的分类

过敏性鼻炎分为季节性和常年性。季节性过敏性
鼻炎的常见过敏原为花粉，在花粉播散的时间区间内，
患者会有非常明显的症状，晴朗、微风且气温较高时愈
加明显，待花粉期过去后症状则逐渐消失。常年性过
敏性鼻炎的常见过敏原包括尘螨、霉菌、蟑螂、动物皮
屑等，症状的轻重与所处环境中过敏原的浓度相关，也
可能诱发过敏性哮喘等的发生。此外，遗传因素也是
过敏性鼻炎的重要病因之一。

过敏性鼻炎的成因

过敏性鼻炎的成因复杂多样，且经常与其他呼吸道疾病，如支气
管哮喘、过敏性结膜炎、慢性鼻窦炎及睡眠障碍等症状并存。

部分儿童患者因过敏性鼻炎导致鼻塞，家长可考虑采用中医疗法
缓解。过敏性鼻炎在中医中被称为鼻鼽，其发病机制普遍认为与肺经
风寒、肺经伏热、肺脾气虚、肺肾阳虚等因素相关，因此中医药的治疗
多从调理肺部入手，同时兼顾脾、肾。治疗时需根据患者的寒、热、虚、
实等体质状况进行辨证施治。对于虚实夹杂、寒热并存的情况，中医
会采用寒热药并用、补泻兼顾的方法。在发作期，治疗以消风通窍、攻
邪治标为主；在间歇期，则以补虚固表、扶正治本为要。需要强调的
是，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会持续较长时间，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如何预防过敏性鼻炎

找出过敏原、远离过敏原，是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好方法。花粉过
敏患者在花粉大量播散期间，尽量居家并关闭门窗，外出时佩戴防护
口罩和防护眼镜。对于尘螨过敏患者，建议室内温度保持在20至25
摄氏度，相对湿度保持在50%，定期使用除螨设备清理床垫、床单、被
褥和枕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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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成立于2006年，集
临床、教学、科研及代谢病管理为一体，是国
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MMC）临夏
区域中心、中国糖网筛防工程—筛防中心、省
级重点专科、州内分泌（糖尿病）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挂靠单位、州医学会第二届糖尿病专
业委员会挂靠单位和州级重点专科，承担基
层医生进修、助理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医学
专业实习生的教学任务，获得省“优秀护理集
体”“全省优秀护理服务集体”等称号。

现有医护人员24人，主任医师3人，副
主任医师1人，硕士研究生4人，省领军人才1
人，省级医疗卫生重点学科带头人1人，省内
分泌（糖尿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组成员
1人，州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人。

开设床位54张，年收治住院患者1800人
左右，年门诊量2.2万人次。设有糖尿病门诊、
甲状腺门诊、糖尿病护理门诊、骨密度室门诊等
4个门诊。配有Sensiometer数字震动感觉阈
值检查仪等。拥有美敦力公司712型胰岛素
泵34台，美敦力公司722型胰岛素泵及回顾
性血糖监测系统（CGM），SCardiofaxM心电
图机等。开展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甲状腺疾病
等代谢性疾病诊疗。开展的特色技术包括全
院血糖管理、糖尿病健康宣教等。

完成省级科研项目2项，获甘肃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1项，现承担省级科研项目2项；州级
科研项目11项，获临夏州科技进步一等奖3
项，临夏州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临夏州科技进
步三等奖3项，已申报州级科研项目1项。在
《中华糖尿病》等国内核心医学期刊及省级医学
期刊发表医学科研论文60余篇。

多年来，秉承“严谨、团结、博学、创新”的
科室管理理念，与上海市第一医院、华西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医科大学一院等多家全
国知名医院建立学术指导；与省内的省人民
医院、兰大一院、二院进行业务协作，建立专
科联盟，提供学术指导、交流；与临夏州县级
医院成立了优势学科联盟，坚持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坚持公益性第一的服务职能、坚持以
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竭诚为广大患者服务。

每年4月9日是国际护胃日。随
着生活节奏加快，胃病越来越成为

“年轻病”，与消化系统相关的癌症及
其他多种疾病也在我国呈高发态势。

胃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如
何做到科学养胃？

胃病正在成为“通病”

生命时报联合环球时报舆情中
心4月9日发布的《公众消化健康调
研报告》显示，高达93.1%的受访者面
临亚健康问题，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
肠胃问题，约占48.7%。

报告称，近两年来，有89.4%的受
访者表示曾出现胃部不适的症状，主
要症状有餐后饱胀、嗳气，比例分别
为40.2%、32.5%。其中，医护、公务
员、外卖快递员、退休、家庭主妇等人
群胃胀发生率较高。

年轻人胃部不适的比例高于
“70后”“60后”，且年轻人面对胃部
不适总是习惯忍一忍，尤其“00后”
忍耐比例最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郝建宇表示，年
轻人生活不规律、压力大、吃刺激性
食物多等特点，导致胃部不适的情况
增加。同时，年轻人往往认为自己身
体较好，可通过调整生活习惯改善胃

部不适。“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忍耐是
不可取的，必须了解胃不舒服的原
因，科学应对。”

胃病怎么来的？

胃不仅是消化器官，也是内分泌
器官、免疫器官。人们通常说的胃病
并不单指整个胃壁受损，还可能涉及
胃的不同层次和部位。当上皮层受
损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出现糜烂和
溃疡。如果胃的损伤进一步加剧，还
可能影响到更深层的胃壁结构，甚至
导致更严重疾病。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胃部肿
瘤科主任医师邓靖宇接受中新社国
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伤胃行为主要
有以下几点：

第一，暴饮暴食，饮食不节，时间
久了就会导致慢性胃炎甚至胃溃疡
和萎缩性胃炎；

第二，服用水杨酸类，阿司匹林
等非甾体抗炎药物也会对胃黏膜造
成一定损伤；

第三，常吃高油高盐、辛辣、冰冷
等刺激类食物也会损伤胃黏膜，常吃
泡菜酸菜等亚硝酸盐含量高的食物
甚至会致癌；

第四，神经产生的压力也会导致
内分泌紊乱，引起胃黏膜的血管收缩

和开放，导致应激性溃疡。
邓靖宇表示，胃癌公认的首要因

素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也是慢性
胃炎、非典型增生等一系列疾病的罪
魁祸首。幽门螺旋杆菌在一部分胃
酸分泌特别多的人群中会导致消化
性溃疡，包括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溃
疡。他提醒，在多人聚餐过程中，要
尽量使用公筷减少传染的可能性。

如何正确养胃？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食为
天，胃为先”。作为重要消化器官，胃
能帮助人体储藏并初步消化食物。

邓靖宇表示，养胃最重要的还是
控制饮食，减少暴饮暴食是最有效的
一种方式。要注意适度饮酒，少吃辛
辣、烟熏或腌制等含有类似亚硝酸盐
物质的食物。“我们的胃喜欢清淡、温
和且不太坚硬的食物。”

他建议，首先要尽量三餐规律饮
食，每顿饭最好只吃六七分饱，不要
给胃壁增加太多负担；其次要尽量补
充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这
样可以起到还原剂、抗氧化作用；此
外，要在医生指导下正确用药，不可
随意用药，同时也要提高防止感染幽
门螺旋杆菌的意识。

（据中国新闻网）

胃病成“年轻病”，教你正确养胃！

州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