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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圣娇 张明霞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拥有理想的身
高，小雨（化名）的父母也不例外。小雨
今年14岁，从小就身材瘦小的她，经过聊
城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李霞近3年的干预，如今身高与同龄人相
差无几。“如果没有进行科学的干预，孩
子现在的身高肯定不理想。”3月17日，小
雨的妈妈说，她很庆幸孩子遇到了负责
任的好医生。

3 年前，小雨就诊时，身高远不及同
龄人，而且已经出现了早期发育症状，这
意味着小雨的身高增长空间有限。李霞
仔细了解小雨的生活习惯后，发现她不
喜欢吃肉、奶，导致营养不足。李霞结合
检查结果，预估小雨的最终身高不到
140cm，遂制定了科学的方案，对小雨的

身高进行干预。
3年中，小雨的妈妈定期带着她到聊

城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儿科复诊。小雨
现在的身高为 160cm 左右，属于正常范
围。看到孩子赶上了同龄人的身高，小
雨的妈妈非常欣慰。

“为什么我的孩子长得不高？是晚
长吗？”“孩子为什么比同龄人矮那么
多？”“对孩子的身高进行干预，需要用生
长激素吗？”这些是来找李霞就诊的孩子
家长经常问的问题。面对焦虑的家长，
李霞会结合孩子的情况评估其生长空
间，制定干预方案。

也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身高有着不
切实际的期待，总觉得“家长长得高，孩
子就不会比别人矮”，但实际上，孩子有
自己的成长规律，其身高不仅受遗传因
素影响，也与环境、营养、运动等因素有

很大关系。家长可以结合国家卫健委发
布的《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进行对比，
更直观、准确地了解孩子在同龄群体中
的身高水平。如果孩子的身高明显低于
标准值，可能是因为其存在不良生活习
惯，如睡眠不足、缺乏运动、熬夜玩手机
等，也有可能是某些病理性因素导致的，
如生长激素缺乏等，需要用药干预。

是否需要注射生长激素也是家长们
关心的话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注
射生长激素，使用生长激素必须在专业
医师的指导下进行。”李霞说，她曾为一
名14岁男孩开了一段时间的生长激素，
但该男孩因为偏胖、活动太少，使用生长
激素过程中，血糖有些波动，便停止使用
了。后来，男孩通过调整饮食、增加运动
量、规律睡眠，也追上了同龄孩子的身
高。

春季是孩子身高增长的黄金季节，
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长高呢？李霞说，
可以从保证睡眠、科学饮食、增加户外运
动三方面入手。在睡眠方面，孩子要早
睡，身体在晚上11点到12点期间生长激
素分泌较旺盛，此时在深度睡眠状态下
更容易促进身体发育。在饮食方面，多
食用牛奶、豆浆、豆腐、鱼、肉、鸡蛋等富
含钙和蛋白质的食物，但不能吃得太多，
因为会导致发胖，太胖也会影响身高。
在运动方面，可以多进行跳跃类运动，如
打篮球、跳绳等，促进血液循环和骨骼的
发育。

“孩子的身高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家长千万不要使用不科学的偏方，否
则可能会给孩子的生长带来危害。”李霞
说。

孩子身高不达标 科学干预助长个儿

□ 魏里

冠 状 动 脉 CT 血 管 造 影
（CTA）是筛查冠心病的重要手
段，但报告中的医学术语常让
患者感到困惑。下面，就 CTA
报告相关知识进行介绍。

冠状动脉的结构：冠状动
脉分为左、右两大系统，左冠状
动脉分为左前降支和左回旋
支，分别负责左心室前壁和侧
壁的供血；右冠状动脉主要负
责右心室及心脏后部的供血。
约 85%的人为“右优势型”，8%
为“左优势型”，7%为“均衡型”。

CTA通过三维重建技术还
原血管形态，报告中常涉及以
下关键术语：VR（容积再现）显
示冠脉整体形态；MIP（最大密
度投影）突出显示血管壁钙化；
CPR（曲面重建）精准测量管腔
狭窄程度。

报告中的关键信息包括：
管腔狭窄程度（轻度狭窄＜50%，提示动
脉粥样硬化，中重度狭窄≥50%，提示可能
需进一步检查或治疗）；钙化评分（钙化程
度越高，动脉硬化风险越大）；血管起源异
常（通常无需干预）。

冠心病的具体治疗方案需由心内科
医生结合患者的症状、病史等制定。若
报告中提示“中重度狭窄”“弥漫性钙化”
等，建议患者及时就诊，切勿自行判断，
以免延误治疗。
（作者单位：聊城市人民医院影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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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医护人员在聊城市人
民医院智慧共享中药房内煎制中药。

聊城市人民医院智慧共享中药
房采用“中医药＋互联网”服务模式，
待患者完成开方、缴费流程后，会在
24小时内将煎制好的中药配送到患
者手中。同时，智慧共享中药房实行
统一采购、审方、煎制、配送、追溯、监
管“六统一”标准化模式，从源头到终
端全方位把控中药质量，确保患者用
药安全。

刘庆功 夏晋瑾 摄

智慧共享中药房
让患者用药安全又便捷

□ 岳耀军

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一些人不能正
确认识精神疾病——有的人羞于谈起，
对其讳莫如深；有的人视其为“洪水猛
兽”，唯恐避之不及。聊城市第四人民医
院精神科主任医师赵海英表示，精神疾
病和身体疾病一样，需要被正视，被科学
地对待。

精神疾病是指在生物学、心理学以
及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
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
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常见
的精神疾病有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
症等。

16岁高中生小林（化名）曾是一名性
格开朗的小伙子，成绩优异，朋友也多。
但在高二下学期，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频繁请假，甚至拒绝上学。父母起初认
为他“叛逆”“偷懒”，但后来情况愈发严
重，他们就带着小林到聊城市第四人民

医院精神科就诊。
经过专业评估，小林被诊断为中度

焦虑症。原来，他因成绩下滑而感到压
力倍增，又与好友闹了矛盾，逐渐出现心
慌、失眠、胸闷、坐立不安等症状。经过
心理咨询和药物干预，小林逐渐学会了管
理情绪，一个多月后重返校园。

日常生活中，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精
神活动是否正常呢？赵海英介绍，在临
床工作中，要判断一个人的精神活动是
正常还是病态，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分析：一是纵向比较，即与其过去的一
贯表现进行比较，看精神活动是否发生
明显改变；二是横向比较，即与大多数正
常人的精神活动相比较，看是否具有明
显差别，某种精神状态的持续时间是否
超出了一般限度；三是结合当事人的心
理背景和当时的环境，对其精神活动进
行具体分析和判断。

“虽然每一种精神症状的表现不同，
但往往具有以下共同特点：症状的出现

不受患者意志的控制；症状一旦出现，难
以通过注意力转移等方法消除；症状的
表现与周围客观环境不相称；症状往往
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痛苦和社会功能
损害。”赵海英说。

那么，精神疾病又该怎样预防和治
疗呢？赵海英认为，首先要做好心理疏
导，这是预防精神疾病的关键。当出现
紧张、不安、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
时，应当及时进行自我心理疏导。自我
心理疏导不能有效缓解不良心理状态
时，可以向专业医师寻求帮助，避免不良
心理状态演变为精神问题。其次，要尽
早进行识别，排查诱因。再次，一旦确诊
后，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接受治疗。和身
体疾病一样，精神疾病也是发现得越早、
治疗得越早，预后就越好。最后，要正确
认识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可防可治，并
不可怕，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和家人都要
有耐心、信心。积极的心态能帮助患者
更快地康复。

精神疾病患者如何走出阴霾

医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