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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马良坤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宝爸宝妈或多或少都会有
些“担心事”：担心宝宝吃得少饿肚子，担心宝宝穿少
了会感冒着凉，担心宝宝生长发育会落后于其他孩子
……就连孩子出牙的时间稍微晚一点儿，也会担心是
不是缺钙了，要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查查微量元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微量元素检查成为很
多机构里非常热门的一项检查项目。妈妈们非常重
视宝宝的成长状况。当宝宝总喜欢哭闹、不爱吃饭、
头发变黄时，家长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宝宝是否缺乏
必要的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不应作为常规体检项目

什么是微量元素呢？一般来说，人体内占总重
量万分之一以下的元素，如铁、锌、铜、锰、铬、硒、钼、
钴、氟等，被称为微量元素。

而占总体重万分之一以上的元素，称为宏量元
素，其中包括碳、氢、氧、氮、磷、硫、钙、镁、钠等。

有些微量元素，如铅、镉、汞、砷、铝、锡和锂，被
列为具有潜在毒害的元素。尽管它们在低剂量下可
能也会发挥一定功能。

不可否认的是，人体内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异
常，可能会导致疾病。例如，缺乏铁可能导致贫血；
缺乏锌可能影响食欲；摄入过量的氟元素可能引起
氟斑牙等。现在的宝爸宝妈们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
道获得大量的育儿知识，对于这些微量元素不正常
所导致的疾病症状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拿自己的孩子

“对号入座”，因而不断担心孩子是否缺这缺那，隔段
时间就想去医院测一下才放心。

然而，我要明确告诉你的是，将微量元素检查列
为宝宝常规体检项目并不是必要的。

早在2013年，国家卫健委就发布通知，明确规
定，非诊断治疗需要的情况下，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不
得对儿童进行微量元素检测。此外，微量元素检测
也不宜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特别是对于6个月以
下的婴儿。

文件明确强调，微量元素检测如果不是为了诊
断治疗的需要，不适合作为体检等常规普查项目。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也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
究和论证。他们的结论是，在多数医疗单位中，微量

元素检测结果在诊断微量元素缺乏方面的参考价值
不大。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实际测定中的检测结
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截至目前，大多数医院都遵循了这份通知的规
定。然而，仍有一部分医疗机构没有完全执行。如
果有人再次推荐你花钱进行这项检查，你可以直接
拒绝。

微量元素检测结果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医疗机构通常使用宝宝的头发、指尖血或静脉
血来进行微量元素检测。然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微量元素检测只是一种筛查方法，不能作为宝
宝是否缺乏微量元素的唯一指标，还需要结合其他
检查手段进行综合评估。

2.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准确、统一的标准来衡
量微量元素的检测结果。微量元素检测的结果仅仅
是一个参考值，判断宝宝是否存在健康问题还需要
考虑宝宝的具体症状。

3.微量元素检测的方法包括头发、尿液和指尖血
检测，但这些方法并不十分准确。例如，采集血液进
行微量元素检测时，测得的只是血浆中各种元素的
水平，无法反映全身微量元素的整体状况，也不能作
为判断体内微量元素缺乏的依据。

千万不要盲目给宝宝补微量元素

如果怀疑宝宝存在微量元素缺乏症或营养不
良，应该及时前往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并在医生的协
助下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在临床上，儿科医生会综合考虑宝宝的症状和
日常饮食情况来进行评估和诊断，而不仅仅依赖于
检查报告中的数值。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家长们，日常生活中千万
不要盲目给宝宝服用补充微量元素的保健品！一些
妈妈担心宝宝缺乏微量元素，于是自行给宝宝服用
微量元素保健品，希望能预防问题的发生。然而，这
样做是不可取的，因为人体内的微量元素含量和比
例是相对平衡的，盲目给宝宝服用补充微量元素的
保健品，不仅可能导致机体无法吸收，还可能出现微
量元素之间相互抵消的问题。

但家长们还要注意一点，有些营养素确实需要

常规补充，比如维生素D。
日常生活中，给宝宝补充维生素D要采取以下

措施：
（1）建议尽早带婴幼儿到户外活动，增加户外活

动和阳光照射可以增加皮肤合成维生素D，但要注
意6个月以下的婴儿应当避免在阳光下直晒。

（2）增加含钙丰富的食物，如乳类、奶制品、豆制
品等。

（3）母乳的维生素D含量较低，建议新生儿出生
后尽早开始补充维生素D，每日400～800IU，以预
防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

（4）如果存在其他特殊情况，如早产儿、低出生
体重儿、多胞胎等，建议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进行维
生素D的补充。

妈妈们在给宝宝补充维生素D时，一定要严格
按照产品说明书的用法用量。

母乳喂养+多样饮食可预防宝宝微量元
素缺乏

一般来说，只要日常饮食稍加注意，宝宝就不容
易缺乏微量元素。如果家长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预防：

1.母乳喂养：母乳是迄今为止最适合婴幼儿的
天然营养品，没有任何营养品可以取代。母乳中不
仅含有丰富多样的营养物质和抗体，还含有宝宝最
容易吸收的微量元素。

2.均衡饮食：不同食物中含有不同的微量元
素。只有通过均衡饮食，摄入丰富多样的食物，才能
避免出现包括微量元素在内的营养缺乏。

3.多吃粗粮：孩子的饮食不需要过于精细，因为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可能会造成营养物质的流失，这
其中就包含微量元素。因此，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吃
粗粮，这也能有效预防微量元素的缺乏。

因此，只要科学喂养，按时添加各种辅食，宝宝
基本上不会缺乏微量元素。如果宝宝没有出现什么
不良症状，一般来说是不需要进行微量元素检查
的。那些经常想给孩子进行微量元素检测的家长，
你们很可能是担心过度了。

微量元素在宝宝的生长发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建议家长时刻关注宝宝的生长发育和饮食状
况，如果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及时咨询专业医生。

医药观察观察

红斑狼疮：警惕偏爱女性的“不死癌症”

多西环素治痤疮
容易发生色素沉着

口服四环素类药物通常被用于治
疗痤疮。近期，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和麻省总医院等研究小组在《皮肤病
药物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此类
药物在治疗痤疮时，会增加色素沉着
风险，尤其是在阳光照射的情况下。

研究小组对近30年在布里格姆
妇女医院就诊的 2830 名平均年龄
29.9岁的痤疮患者（女性占83.4%）进
行了回顾性分析，计算了每种药物队
列中新增色素沉着诊断的发生率，同
时还分析了从谷歌趋势中提取的色素
沉着相关术语的搜索量。

结果显示：在使用多西环素（第
二代四环素类药物）治疗的痤疮患者
中，不仅色素沉着诊断明显增加，且
4月份发病率最高，在从未接受过四
环素类药物治疗的对照组患者中，诊
断在 5 月份达到高峰。而在使用米
诺环素（第二代四环素类药物）治疗
的患者中，则未发现上述明显的季节
性差异。此外，与秋季和冬季相比，
春季和夏季色素沉着相关术语的搜
索量更大。

研究人员指出，上述研究提示，痤
疮相关色素沉着具有季节周期性，所
以痤疮患者应注意防晒。此外，鉴于
多西环素可能与较早出现的色素沉着
有关，因此可考虑使用米诺环素或其
他多西环素的药物进行替代。

（夏普）

医疗前沿前沿

医药热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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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某知名女演员的突然离世，“红斑狼
疮”相关词条频繁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

数据显示，我国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平
均发病年龄为30.7岁，男女比例为1∶12，女性
患者占绝对多数。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5年生
存率94%，10年生存率降低至89%。更为残酷
的是，发病年龄在30岁左右的患者，在55~60
岁时，超过一半死亡。

实际上，红斑狼疮是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
题，据美国红斑狼疮基金会的数据，美国有超过
150万人受到此病的影响，全球患者数至少为
500万。在中国，红斑狼疮患者超过100万，患
病率全球第二，它实际的普遍性远比人们想象
得高。

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以为红斑狼疮就是
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实际上，红斑狼疮是一种
自身免疫性疾病。

一般情况下，免疫系统会保护我们不被病
原体伤害，但红斑狼疮患者的免疫系统出现混
乱，弄错目标，转向攻击自己的身体，导致各种
伤害，首当其冲的就是皮肤、关节、血液、肾脏和
大脑。这些器官和组织，在自身免疫系统的攻

击下，会发生各种炎症和组织损害。这也是红
斑狼疮症状复杂多变的原因。而肾脏是最常受
累的器官之一，

据统计，约40%~60%的红斑狼疮患者在疾
病初期就会出现肾脏损害，其中17%~25%的狼
疮性肾炎患者可能发展为终末期肾病，即尿毒
症。

为什么红斑狼疮会偏爱女性？对于这个问
题，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确凿的
结论。科学家猜测可能与雌激素有关，虽然还没
有证据证明，雌激素或任何其他激素与狼疮之间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许多女性患者在月经前期
或怀孕期间，当雌激素水平较高时，红斑狼疮症
状更为严重。这表明激素可能在调节红斑狼疮
活动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目前科学家已发现了50多种与红斑狼疮有
关的基因。除了基因和激素，环境因素也可能是
触发红斑狼疮的原因之一。比如太阳的紫外线、
某些感染，或者服用某些药物，都可能是让这个
病发作的外部原因。

此外，近年来儿童红斑狼疮的发病率呈现上
升趋势，18岁前发病的红斑狼疮约占所有病例的
15%~20%。与成人相比，儿童的病情进展更快，
预后更差。

女性出现持续疲劳、发热、关节疼痛
等情况要警惕

由于我们不知道当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时
候，先攻击哪个器官，或者哪个器官最容易表现
出症状，因此提醒女性朋友特别注意，出现以下
多种症状可能需要考虑红斑狼疮。

疲劳和发热：患者可能会经历持续的疲乏和
不断的低烧。这些症状是由于免疫系统异常活
跃造成的全身性炎症。

关节疼痛、僵硬和肿胀：这些症状通常出现
在手腕、手指和膝盖等关节部位，影响日常活动
和生活质量。

面部蝴蝶状皮疹：这是红斑狼疮最典型的标
志之一，通常出现在两颊和鼻梁上，形状像蝴蝶
的翅膀。

日光敏感：红斑狼疮患者的皮肤可能对阳光
过敏，阳光暴露可能会引发或加剧皮肤病变。

手指和脚趾在寒冷或压力下变色：这是“雷
诺现象”，患者的手指或脚趾可能在寒冷或应激
情况下变为白色或蓝色。

气短和胸痛：这些症状可能表明红斑狼疮影
响到了肺部或心脏。

眼干燥症和视力问题：狼疮可能导致眼睛干

涩和视力问题。
头痛、意识模糊和记忆丧失：当狼疮影响大

脑时，可能会出现这些神经系统症状。
《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发展报告2020》建

议：当育龄女性出现反复发烧的情况，需要关注
自己会不会常出现口腔溃疡、关节是否肿疼，结
合症状要想到可能是免疫力的问题。同时除了
对症找医生，还可以考虑向免疫科医生求助，追
加血液检查，是有可能早期发现红斑狼疮的。

此外，红斑狼疮可能引起多种并发症，如肾
脏疾病、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问题、血液和血管
疾病、肺炎症和心脏问题等。其中，血小板降低
是红斑狼疮患者的典型症状之一。

遗憾的是，红斑狼疮迄今为止并不能治愈，且
易复发。研究显示，患者4年内总体疾病的复发风
险达到60%，疾病复发次数增加，导致器官的损害
及预后不良的因素也不断增加。大部分复发是因
停药导致，患者必须长期用药，重视慢病管理。疾
病管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从短期到长期的
持续“双达标”治疗，且更强调长期达标。

专业人士指出，为了防止全身器官并发症，
狼疮应早诊断，早治疗。达标治疗是重要的治疗
理念，即控制病情活动度、改善临床症状和长期
预后。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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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智能角膜也
可以具有感觉能力

近日，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
工程学院教授徐文涛团队设计并概
念验证了一种具有感觉的人造智能
角膜，让人造角膜距离人类原生角膜
更近了一步。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

角膜是眼睛的“镜头”，据统计，
全球约有上千万人因角膜疾病失明，
而角膜移植是治疗这类疾病的有效
方法。但由于角膜供体有限，许多需
要角膜移植的患者只能在黑暗里等
待。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发的Boston
型和MICOF型等多种类型的人造角膜
已经应用于临床治疗，这些人造角膜
可以承担人类原生角膜的保护和光
折射等功能，但不具备触觉感知能
力，无法实现角膜反射。因此，开发
具有感觉的人造智能角膜，对解决角
膜供体紧缺、治疗角膜疾病具有重要
意义。

徐文涛教授介绍，其团队已经将
人造智能角膜装备于机器人进行概
念验证，它不仅可以模仿眼轮匝肌的
收缩，像人类原生角膜一样具有保
护、触觉感知和光折射功能，并且拓
展了光感知和环境交互能力，为眼睛
在光强度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提供了
额外的自适应保护，比传统人造角膜
更加智能。

（医界）
《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发展报告2020》建议：当育龄女性出现反复发烧的情况，需要关注自己会不会常出现口腔溃疡、关节

是否肿疼，结合症状要想到可能是免疫力的问题。同时除了对症找医生，还可以考虑向免疫科医生求助，追加血液检查。

磁驱纳米机器人集群
可用于体内溶栓

近日，武汉科技大学张耀宇等联
合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复合新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官建国教授和牟方志
研究员团队，探索新的溶栓方法，将
一种通过在磁性粒子表面修饰类肝
素分子刷的磁性纳米粒子静脉注射
进入血管，通过血液循环输送、磁富
集到血栓位置前端，然后在交变磁场
作用下组装成纳米机器人集群，导航
运动到血栓位置，通过运动靶向药物
溶解和机械力的协同作用实现安全
高效溶栓。

该研究证明，纳米机器人集群可
以快速向血栓部位输送溶栓药物，并
深入血栓，通过机械破坏和靶向药物
输送的协同效应有效溶栓，且具有生
物安全性——为生物医用纳米机器
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类肝素聚合物
分子刷界面设计策略，并为生物医用
纳米机器人的药物递送和靶向治疗
提供了一个通用平台。此外，该纳米
机器人集群也可望用于治疗更具有
挑战性的血栓性疾病，如脑卒中和肺
栓塞。

（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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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元素可加快细
胞的分裂速度，提高细
胞的新陈代谢水平，有
效促进儿童生长发育；
还可以促进脑细胞的
发育，提高儿童智力发
育的水平。

孩子如果有以下
六种表现，说明可能跟
缺锌有关，及时就医诊
断，及时干预。

1.生长发育较为
缓慢。如果孩子的身
高低于同龄人平均水
平，体重也较低，则考
虑是否缺锌。

2.孩子多动、智能
发育落后。锌元素不
足会导致孩子大脑细
胞中的DNA和蛋白合
成出现障碍，带来的后
果就是孩子智能发育
慢，注意力不集中、多
动好动等。

3.易生病。孩子缺锌，免
疫能力会降低，抗病能力变
弱。

4.经常出现口腔溃疡。
如果孩子嘴里时不时的口腔
溃疡，也是缺锌的一种表现。

5.孩子手指甲有白斑、
倒刺。指甲附近会长倒刺，有
时候孩子会反复抠倒刺。

6. 食欲不振，挑食、异
食。明显的表现就是孩子不
爱吃饭，食欲不振，挑食，有的
甚至会出现异食癖，爱啃食乱
七八糟的东西，例如咬手指
甲、咬扣子、吃头发等不太正
常的行为。 （欣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