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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是第18个全国爱耳日，今年全国爱耳日活动主
题为“防聋治聋，精准服务”。长时间使用耳机会不会导致突
发性耳聋？如何远离神经性耳聋？药物致聋又是怎么一回
事？老年性耳聋该如何应对？下周五（2月24日）上午9:30
至10:30，市场星报健康热线0551-62623752，将邀请安徽
省立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家强与读者交流。

孙家强，擅长耳聋的外科治疗，如：人工耳蜗植入治疗耳
聋，中耳疾病如中耳炎、中耳畸形、耳硬化症等疾病的外科治
疗与听力重建手术，周围性面瘫外科手术治疗，眩晕外科手
术治疗，侧颅底肿瘤等手术。

□下期预告

锻炼孩子咀嚼能力 远离汤泡饭
读者：孩子六岁了，不爱吃肉和菜，喜

欢吃软的东西，吃饭也总喜欢用汤泡着吃，

现在有明显的贫血症状该怎么办？

李婷：在婴幼儿时期，家长往往会提
供给孩子过于精细化的食物，从而忽视了
孩子咀嚼功能的锻炼。一般来说，在孩子
八个月左右的口腔敏感期中，即可给孩子
提供略带颗粒状的食物，再大些则可喂养
一些丝状、条状、块状的食物，之后逐渐给
孩子喂食正常硬度的食物，帮助完善其咀
嚼功能。这位家长所提到的问题应该就
是孩子幼年时没有注意锻炼咀嚼功能所
导致的，这名宝宝总爱吃软的东西，对于
偏硬的，需要咀嚼的食物不太愿意尝试。
对待此情况，家长应渐渐培养孩子咀嚼的
习惯，不要放任其不良的的饮食习惯，以
免长期以往造成营养不均衡、贫血，影响孩
子身体各方面发育。

不挑食还需早培养
读者：孩子挑食，爱吃肉，却不吃蔬菜

和水果该怎么办？

李婷：孩子的饮食习惯其实有时是和
家长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的，很多条件都
可造成孩子厌食和挑食。首先，怀孕期间
母亲的饮食习惯会遗传给自己的孩子，在
孩子出生后，家长也会在潜移默化之中造
就了孩子的饮食习惯。在孩子出生后，家
长所提供的食物也会培养出孩子特定的饮
食习惯。这名宝宝十岁了，已经错过了一
到两岁这一培养良好饮食习惯的黄金期，
且一般来说，新的食物、不愿意被接受的食
物，需要经过反复尝试十五次以上才会被
孩子慢慢接受，所以需要家长与孩子的长
期坚持、重复努力才可逐渐纠正。

手脑协调训练 爬行很重要
读者：孩子上五年级，成绩挺好，只有

体育特别差，跳绳一分钟只能跳二十个，是

不是和出生时脑部缺氧有关？该怎么办？

李婷：这种现象为明显的感统失调，
可能与出生时的脑缺氧有一定关系，体
现为运动、身体协调能力较差。对待这
样的孩子，在平时生活中不能责怪和嘲
笑，应积极鼓励，多进行运动练习，如乒
乓球、羽毛球等游戏，训练其身体反应能
力、手脑协调能力，长期坚持应会有所改

善。然而对于正常出生的孩子，家长也
应在成长过程中注意进行感统方面的训
练，应顺应人生长发育运动的规律，逐渐
训练宝宝抬头、翻身、独坐、爬行、手扶站
立到完全站立独立行走的能力，其中爬
行对于手脑四肢协调十分重要，站立也
不能过早。

夏季饮食需注意
读者：孩子到了夏天饭量明显减少是

怎么回事？

李婷：对于正常人来说，在夏季这样高
温的环境下，由于胃液分泌的减少，食欲都
会相对变淡。同时对于孩子，夏季冷饮、冰
棒等甜味零食的诱惑也变得巨大，更会降
低孩子对于正餐的需求欲。所以在夏季，
建议不要给孩子提供冷饮和冰棒；在食用
各类水果，如西瓜时，不要一次食用太多，
从而影响正餐的摄入；对于饭菜的口味，建
议相对清淡，少些油腻的食物。

维生素D：钙质吸收的好帮手
读者：宝宝2个月大，有时嗓子里会发

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要不要紧？

李婷：首先，需排除是否有呼吸道的疾
病，建议前往呼吸内科就诊；在排除呼吸道
疾病后，则要考虑是否有先天性喉喘鸣等
疾病，可适当补充钙。孩子在补充钙质的
同时可以配合含维生素D的鱼肝油一同服
用，以便帮助钙的吸收；在母乳哺乳期中，
妈妈也可适当补钙，从而通过母乳让宝宝
摄入钙质；宝宝的皮肤在直接接触阳光后，
会产生内源性维生素 D，从而促进钙的吸
收，所以适当让宝宝接触阳光也是十分健
康的行为。

孩子语迟考虑多种可能性
读者：孩子2岁了还不说话，很是着急，

该怎么办？

李婷：一般来说，孩子到八月大左右则
会进行简单的发音，一岁以后其话言功能
则会逐渐完善。两岁的孩子不说话，首先
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听力障碍，需前往耳鼻
喉科进行检查；第二，需要考虑是否为自闭
症、智力低下的可能；第三，若长期处于没
有人可以交流的环境下，如长期接触电视、
电脑，孩子缺乏与人交流沟通，也可能会出
现语言发育迟缓的情况。

孩子健康成长没秘诀
不早站 练爬行; 练咀嚼 不挑食

近期气温骤变，冬季也即将过
去，在面对即将而来的天气变化
时，如何科学地锻炼孩子的手脚协
调能力？孩子挑食厌食该怎么
办？如何给孩子补钙？2 月 17
日 ，市 场 星 报 健 康 热 线
0551-62623752，邀请安徽省儿
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专家李婷为大
家解答。

李婷，从事儿科专业12年，现
就职于安徽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
科，主治医师，系安徽省儿保专业
委员会委员，参与编写书籍《育儿
百科》。专业擅长：儿童营养与喂
养，儿童营养性疾病，儿童矮小症，
性早熟，儿童多动症，抽动症，智力
障碍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黄晔 记者 李皖婷/文 倪路/图

忽冷忽热，咽炎来袭
气温变化大咽喉炎患者激增

最近几天昼夜温差大，常常白天还是春光灿烂，夜晚又冷风阵
阵。一时间省城各大医院咽喉感染发炎的患者激增，而且大多都是
年轻人。

20 岁的小赵年轻爱漂亮，前几天天气转暖，气温一路飙升到近
20度，早就想换春装的她按捺不住了，棉袄毛衣全脱了，早早地穿起
了 T 恤、丝袜和短裙，自我感觉轻便时尚。可还没潇洒两天，小赵就
感到咽喉部疼痛，扛了几天还出现了发烧、咳嗽等症状，这才赶到医
院检查，经医生诊断是急性扁桃体炎。

据合肥市二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徐明安介绍：最近几天，患上
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的患者剧增，大多年轻人外面穿件看上去较厚的
衣服，而里面的衣着十分单薄，很容易导致着凉感冒、咽喉发炎。此
外，市民在工作、学习紧张的情况下，自身免疫力就会有所下降，一旦
受凉就极易出现呼吸道感染，部分患者还可伴有发烧咳嗽等。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鉴于早春气温变化大，增减衣物要适时适
度，年轻人要谨记春捂秋冻，冬衣不可脱得太早。此外，要避免过度
劳累，暴饮暴食，过量吸烟喝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发现不
适的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医。 ▋朱沛炎 记者 李皖婷

抢红包太嗨，大妈患上腱鞘炎
医生提醒：预防腱鞘炎最好的办法是劳逸结合

星报讯（费秦茹 记者 李皖婷） 王阿姨今年 56 岁，春节刚过不
久，她就发现自己的手不听使唤了，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很僵硬，不能
弯曲活动，手腕一动就会痛，最严重的时候吃饭连握筷子都很困难。
去医院检查后发现，自己患上了腱鞘炎。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昨日从省城医院获悉，最近腱鞘炎病人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还有不
少人是因为前段时间“抢红包”、干家务引起的。

合肥市一院脊柱骨科主任医师杨怀远告诉记者，腱鞘炎是骨科
门诊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前来就诊的多为中老年女性。“一方面中
老年女性的家务劳动比较多，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女性进入更年期
后随着内分泌的改变会导致全身性的水肿。”

杨怀远表示，腱鞘炎虽然不是大病，但是会感觉手指伸不直，手
指活动时关节处会有响声，严重的时候手指伸直需要借助外力掰
直。他同时提醒市民，预防腱鞘炎最好的办法是劳逸结合，养成劳动
后用温水洗手的习惯，并可自行按摩缓解不适。此外，不论是玩游戏
还是发微信，半小时左右就要休息一下，并经常改变手的姿势。

避免院内感染，你也可以做点什么
医院是病人密集的场所，医院环境最容易被病原微生物污染。

近期，外地发生两起严重的院内感染事件，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医传科
专家表示，患者在就诊时也可以为预防院内感染做一些努力。

专家表示，院内交叉感染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讲话、咳嗽、打喷
嚏时经空气、飞沫、尘埃传播；病人之间相互接触被污染的衣服、被
褥、食具和便器等生活用品；医院内隔离、消毒制度执行不严格；医护
人员接触污染物后不洗手消毒而又去处理其他病人等。

那么，作为患者，就诊时如何避免医院内交叉感染呢？
专家建议，去医院就诊时最好能戴上口罩。不要随便触摸医院

中的物品。有些物品有可能沾有致病细菌，一旦触摸过后，再揉眼
睛、清理鼻子、摸嘴，就有可能被传染上其它疾病。

作为患者，也要了解《消毒管理办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各种用于注射、穿刺、采血等有创操作的医
疗器具必须一人一用一灭菌”，在医生或者护士重复使用一次性采血
针、注射器、压舌板等医疗用品时及时制止，识别不符合规定的相关
医疗操作。 ▋阮晓琳 记者 李皖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