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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态度态度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宝宝不睡觉是不是缺微量元素？长得
慢是不是缺微量元素？头发黄是不是缺微量
元素？不爱吃饭是不是缺微量元素……”一
提到“微量元素检测”，许多宝妈们并不陌生，
很多家长还带着孩子查过。前几天，36岁的
舒晴因为担心2岁的二宝不爱吃饭缺营养，
想带孩子去医院做微量元素检测，却被告知
这项检测现在已不能随便做了。国家卫健委
于近期发布的《关于加强儿童微量元素检测
监督执法工作的通知》要求，非诊断治疗需要
不得针对儿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不得将微
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针对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儿童微量元素检测不规范的
情况，早在2013年底，原国家卫计委曾印发
的《关于规范儿童微量元素临床检测的通知》
就要求，非诊断治疗需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不得针对儿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不宜将微
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尤其是对
6个月以下的婴儿。

相隔8年的前后两份通知都是针对同一
件事——“儿童微量元素检测”，通知要求的
措辞也从“不宜”改为“不得”。那么，儿童微
量元素检测能查什么？为何在非诊断治疗需
要时被叫停？微量元素需要额外补吗？如果
孩子缺锌、缺铁了怎么办？

微量元素量小作用大，正常饮食
喂养的儿童一般不会缺乏微量元素

“人们常说的微量元素是指人体必需的
微量元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研究员杨晓光在解读此次“叫停”时说，

“必需”是指营养素的必需性，是一类为机体
存活、正常生长和功能所必需但不能由机体
自身合成或合成不足而必须从食物中获得的
营养素。目前人体内可检出的元素有70种
以上，通常将人体内含量大于体重万分之一
的元素称为常量元素，如钙、镁、钾、钠等；将
小于体重万分之一的元素称为微量元素，公
认的人体必需微量元素有碘、锌、硒、铜、钼、
铬、钴和铁等8种，铁实际在人体的含量大于
万分之一，但仍将铁定义为微量元素。

广东省中医院大儿科主任许尤佳教授在
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指出，可
将微量元素比喻为机器里面的微小零部件，
虽小但意义重大。“以往有些医院儿保科或营
养科，常规都会查微量元素，一般都是查钙、
铁、锌、锰、铬、硒、镁、铅等6-8项。严格讲，
钙不属于微量元素，但常在查微量元素中都
会查血清钙。”

“我记得20多年前，当时很多医院都会
用孩子的头发检测微量元素。”许尤佳告诉记
者，曾经儿童微量元素检测过多过滥，许多医
疗机构把微量元素检测当成常规检查项目，
并且作为评价儿童体内营养素状况的依据和
标准。“其实只要正常的喂养和生长发育，不
出现一些先天性缺陷或先天性遗传问题，也
没有后期明显的特别疾病损伤，孩子的微量
元素一般是不会轻易缺乏或是不足。”许尤佳
说。

杨晓光表示，对于母乳喂养或用婴儿配
方食品喂养的6个月内正常婴儿，不用补充

微量元素；6个月后，能够合理

添加辅食且生长发育正常的婴幼儿也无须补
充微量元素。因为3岁内是人脑发育关键
期，除了高碘地区，孕妇、乳母及有5岁以下
儿童的家庭需食用加碘盐，以避免可能出现
的碘缺乏对胎儿及婴幼儿脑发育的损害。对
于1-3岁儿童来说，每日铁的膳食推荐摄入
量是9毫克，因此在婴幼儿膳食指南中推荐
食用铁营养强化的谷类食物。

微量元素检测易受外界环境影
响，是否缺微量元素还需结合病史症
状等综合判断

微量元素的检测方式除了早期的通过头
发检测，还有通过尿液、末梢血、静脉血的检
测，近年比较常见的是末梢血检测。中华医
学会儿科学分会曾对微量元素检查专门进行
的论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的微量元素检测结
果，在诊断微量元素缺乏方面参考意义不
大。临床上诊断某种微量元素缺乏，需要儿
科医生根据孩子的病史和体格检查结果，结

合微量元素检查才可确定，不能只根据微量
元素的化验结果而确定。

“对于儿童微量元素检查我一直是不主
张的，因为意义不大。”许尤佳对记者说，比如
剪头发测微量元素就非常不可信，因为微量
元素很多都是金属类的，它们除了存在于人
体里，空气中的烟雾或灰尘等也都带有这些
微量元素，而头发沾染到烟雾灰尘等的机会
很大，所以从头发的检查来判断是不可信
的。扎手指取末梢血的检查稍微准确一些，
但无论是扎手指还是抽静脉血，查出来的结
果也不足以证明这个人的微量元素超标或不
足。比如钙在血清里只占1%的量，但整个
人体里的钙不单纯以血清钙作为代表，即使
血清钙查出来是正常的，并不等于这个人体
内的钙是足量的。而且，6个月以下宝宝本
身血液量较少，通过抽血做检查会使孩子更
痛苦。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儿科主任陈英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一些常规使用的微量
元素检测方法如头发、末梢血检测等，很容易

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而微量元素检测本来
就很微量，得到准确的检测值并不容易。临
床上，检测微量元素用于诊断疾病，一般是重
度营养不良、过度偏食等症状需要做，目的是
发现微量元素的吸收代谢发生异常或蓄积中
毒症。所以，此次国家卫健委的通知是要进
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儿童微量元
素检测不是一定不能做，而是非诊断治疗需
要不得开展。

杨晓光建议，儿童是否要进行微量元素
检测，要用什么方法检测，要检测哪种微量元
素，检测目的是了解人群营养状况还是个体
营养状况，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通
过检测静脉血的血浆或血清中锌、铜、硒的含
量水平，可以了解人群锌、铜、硒的营养状况，
但只凭血浆或血清检测结果还不能对个体营
养状况进行诊断，还需要结合特定敏感指标
和临床症状来综合判断。”

孩子若缺乏某种元素会有特定症
状，纠正不合理饮食行为才是“治本”
良策

平常生活中，家长的饮食喂养方法不合
理，可能会导致孩子钙铁锌等某种元素的缺
乏，那么儿童缺钙铁锌会有哪些症状呢？

“缺钙的孩子骨骼发育会受影响，孩子长
高还有走路会比较软，到了一定年龄比同龄
孩子双下肢不够硬朗，可能会缺头发，整个人
的抵抗力也会弱一点，比较容易出汗、生病
等，这些都是缺钙较常见的表现。”许尤佳告
诉记者说，因为缺铁涉及孩子的全蛋白代谢
问题，缺铁的孩子可能气色差，也会出现免疫
力差、胃口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头发
也不是太好。

陈英介绍说，儿童临床有无缺锌表现
包括：有没有味觉障碍，有没有异食癖，是
不是受损伤口不易愈合，是不是多汗，是否
容易反复感染等。“这些症状有些也不是缺
锌所特有的，如果考虑缺锌可适当补锌，若
补锌后症状得到改善，也可反过来说明孩
子是缺锌。”

如今微量元素常规检测已被“叫停”，如
果家长还担心孩子缺微量元素该怎么办？
许尤佳建议，家长可带孩子去看儿科医生，
由专业医生根据孩子具体症状来评估，再视
情况进行相应检查。“比如一个孩子来找我
看病，我觉得这孩子脸色不好，眼睛里面睑
结膜充血很淡，或者末梢循环也比较差，孩
子注意力不好，出汗多，有比较明显的贫血
症状，我会考虑这孩子有可能是铁不足，才
会建议进行微量元素检测。并不是说家长
自己随便怀疑，总把微量元素当成常规体检
去查。”

许尤佳表示，即使给孩子查微量元素，检
测结果充其量对医生只能作为参考。医生的
诊断一般是依据四个方面，即病史、症状、体
征和辅助性检查，辅助性检查包括抽血查血
清、CT、B超等补充性检查，医生如果可通过
病史、症状、体征就可对这个病做出明确诊
断，就没必要再做辅助性检查了。

许尤佳提醒，有的家长因为孩子缺铁，总
给孩子补铁剂，短期内孩子的血清铁水平
可能提高了，但不合理的饮食喂养方法如
果没有纠正，过一段时间孩子还是会缺
铁。“医生对孩子进行综合评估后应提出一
个合理的治本方法，告诉家长如何根据孩
子不同年龄段的生长发育需求，结合孩子
的衣食住行情志来进行合理的饮食喂养，
这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孩子的微量元素缺
乏。”许尤佳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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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应做孩子最好的家庭医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在多年的儿童门诊和科普讲座经历中，
广东省中医院大儿科主任许尤佳教授深感儿
童许多常见病都跟家庭喂养方式不正确有
关。比如孩子怎么会营养不良和缺微量元素
呢？许尤佳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
访时指出，这是衣、食、住、行、情志和医疗6方

面行为不合理
造成的。

“孩子有
点小毛病就住
院、打吊针、用
消炎药，动不

动就吃补品或喝凉茶等，这些都是伤孩子脾
胃的，孩子脾胃伤了就什么病都来了。古代
很多中医都有经验之谈，如‘欲得小儿安，三
分饥与寒’，不能穿太多，也不能吃得太多，
要吃得合理，孩子身体才能没毛病。”许尤
佳对记者说，人体自我调节能力很强，不见
得补多少就能吸收多少，一些家长整天给孩
子补鱼肝油、补钙，结果孩子还是缺钙，“其
实不是说这些东西你要给孩子查，查了以后
缺了你就要补，关键是需要一个综合调护。”

“我从医30多年了，都没给孩子做过微
量元素检查。假如孩子出现明显的胃口不
好、免疫力低、出汗多、脸色不好等缺锌症状，
一定是由于长期不合理的饮食喂养造成的，

只要纠正孩子一些不合理的饮食喂养行为，
让孩子的衣食住行情志得到合理调控，他自
然就不会缺锌了。”许尤佳强调说：“家长要懂
得孩子的体质特点，要懂得孩子脾胃是幼稚
不足的，主食跟辅食需合理搭配，生病和不生
病时哪些保健品和用药是合理的，几方面要
同时做好孩子才会少生病。”

许尤佳对记者感慨道，现在许多家庭
不会正确喂养小孩，家长不懂得根据孩子
整体状态来进行合理饮食喂养，导致很多
孩子一生病都跑到儿科去。“其实中医的重
点就是‘治未病’，也就是‘未病先防’，很多
家长都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先天禀赋不错
的孩子，越养身体越差，就是饮食喂养生活

起居做得不好。”
许尤佳建议，新妈妈学习科学的育儿

喂养知识应在孩子未出生之前，如明代万
全的《育缨家秘》里就提出“育婴四法”，从
父母孕前调理到母亲孕期保健，再到产时
保健，最后到小儿生后的养育，“育婴四法”
处处体现了优生优育的思想。

许尤佳认为，孩子“治未病”从人生初始
意义看更具有价值，孩子的常见病完全可达
到“未病先防”。“都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
师，其实家长更应该是孩子最好的家庭医
生。”许尤佳建议家长们应好好学习科学育
儿知识，让孩子从人生一起步就能得到健康
的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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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想

孩子的身体健康，是每
一个家长都非常重视的头等
大事；而对于“微量元素检
测”，很多家长都不陌生。多
年来，许多医疗或非医疗机
构正是抓住家长们担心孩子
缺某些微量元素影响健康发
育这一“痛点”，以“儿童微量
元素检测”为幌子极力推广
甚至纳入儿童体检常规项
目。近日，国家卫健委印发
通知要求，不得将微量元素
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
非诊断治疗需要不得针对儿
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

其实，我国早在2013年
就印发通知明确指出“不宜
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
普查项目”。时隔8年，卫生
主管部门再次出手且明确将

“不宜”改为“不得”，表明儿
童微量元素检测将更加严格
和规范，一些不良机构违规
以广大儿童健康权益谋求不
当利益的行为将被严肃处
理。

其实，“儿童微量元素检
测”只是一个噱头，不过是诱
骗家长交智商税而已。检测
不仅本身可以赚钱，而且检
测出问题后还可以推销相关
药品、保健品以及提供相应
服务等。而一些医疗机构或
人员的误导性宣传，又制造
并强化了家长对孩子的“身
材焦虑”“智力焦虑”等。因
此，儿童微量元素检测不仅
当禁，还应从根本上消除家
长的“焦虑心魔”和部分机构
的“逐利心魔”，让这项技术
回到规范运用的正轨上。

常言道：过犹不及。但
似乎爱子心切的家长很难看
清现实，就算保健品本身含
有的营养元素对孩子健康发
育无害，但摄入量超标了，也
可能会变成他们的“不可承
受之重”。如过量补锌可能

会导致激素紊乱、生长加速，过量补钙可能会
影响铁锌吸收、增加肾脏负担。专家指出，一
般正常饮食状况下孩子没必要专门检测体内
的微量元素含量，家长们也没必要给孩子补
充单一微量元素等保健品。而微量元素通常
都可在日常饮食中得到补充，如黑木耳、动物
肝脏可以补铁，牛羊肉、蛋类可以补锌，玉米、
菠菜可以补镁等。

想彻底纠正“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市场的
乱象，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检测、宣传、
销售相关保健品等环节的规范监管，另一方
面全社会还得加大对健康营养的科普宣传力
度，指导家长们对孩子进行正确的科学喂
养。都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其实家长
更应该是孩子最好的家庭医生和营养师。俗
话说“药补不如食补”，2岁以上的健康人群，
可遵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中国居民平
衡膳食宝塔》的饮食指导；2 岁以下的婴幼
儿，可按照《中国 7—24 月龄婴幼儿喂养指
南》来喂养。专家指出，在目前生活水平下，
孩子保持均衡饮食即可满足体内微量元素需
求，一般不存在微量元素不足的问题，家长们
无须担心，更不必总让各种盲目的检测去“坑
娃”。像儿童微量元素
检测过滥这种现
象当休矣！

孩子查微量元素，家长不要想当然
养生关注关注

非诊断治疗需要不得针对儿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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