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儿童医院妇儿中心
泌尿外科医师 莫志强

生活中，来不孕不育门诊看病的往
往是女性，流产来检查的也是女性，流产
真的只是女人的问题吗？其实，生育一
个健康的孩子，不仅仅是女性的事，流产
真的也和男人有关系。

男性和流产相关的主要指标有哪
些？1.精子DNA碎片率：又叫DFI，这是
目前科学研究确认的和流产相关的指
标。一旦这个指标超过正常范围，流产

概率会上升。如果碎片率达到25%以
上，活产概率就很低了。如果妻子有过
流产病史的男性以及年龄偏大的男性，
应当进行这一检查。这个检查是无创
的，可通过精液分析检测。

2.染色体核型：孩子的染色体来源于
父亲和母亲，男女双方的染色体共同构
成胎儿的染色体。如果父亲染色体存在
异常，就有可能导致胎儿染色体异常，在

“物竞天择”法则的作用下出现流产。如
果出现流产两次或两次以上，则应当检
查染色体核型。

3.其他：比如HPV感染，病毒将可能
随着精子和卵子结合，存在于囊胚之中，
导致流产。

男性生育前需检查什么指标？男性
检查的便捷性和低费用性，应当成为生
育检查优先的对象，而不是一开始就检
查女性。男性首先要做的检查就是检查
精液，仅需数百元，根据精液质量决定进
一步检查方案。而女性的评估相对来说
复杂得多，甚至很多检查是侵入性的。
因此，一般更为推荐男性积极进行生育
评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一直以来，许多女童、少女遇到发育、感
染、肿瘤以及内分泌等相关妇科问题，常常苦
于不知何时、何处就医的烦恼，甚至会遭遇错
诊、漏诊、误诊等。为更好提供给未成年女性
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近日专门成立少儿妇科学组，并于今
年6月25日首次开设了少儿妇科门诊，这也
是北京三甲综合医院首次开设面向小儿和青
少年的妇科门诊。7月2日，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在北大第一医院见证采访了这个特殊
门诊。

少儿妇科门诊，不仅看病也进行
“性教育”科普宣传

15岁的严妍（化名）今年刚参加完中考，
严妍妈妈告诉接诊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
科主任医师尹玲，孩子上初三后因压力大月
经出现不调，“月经初潮一年来，有时一个月
两次，有时两个月一次。同时，孩子还因真菌
感染出现尿频、尿急和尿道灼烧感，急性发作
期24小时内能排尿30次，每次发作都要输
液。”此前，严妍曾辗转多家医院，严妍妈妈告
诉记者：“儿童专科医院建议找妇科，可妇科
有的医生说儿童的病看不了，有的医生则不
知该如何用药。”苦恼中，她们看到了北大医
院公众号上少儿妇科的开诊信息，立刻挂了
号。

通过公众号找上门的，还有9岁的肖筱
（化名）和她妈妈。“一开始发现孩子屁股红，
在某儿童医院查出有真菌感染；医生又说孩
子开始发育了，半年到一年就有可能来月经，
建议打抑制生长发育针干预，但抑制卵巢发
育的同时也会抑制身高，之后还要再打生长
激素。”肖筱妈妈不知所措地说。

经过检查，尹玲发现肖筱并未呈现明显
发育，性早熟特征不明显。她叮嘱肖筱妈妈
别给孩子乱吃药，3个月后再来复查，并同时
科普了女童5级发育的具体表征。

而有些家长给孩子挂号，就是为了给孩
子做一次初步的妇科体检。“有个9岁小女孩
比较胖，家长总觉得孩子是乳房发育了，就来
检查一下，听我说没有发育，家长就放心了。”
尹玲说。

在门诊中，尹玲亲切地称呼所有小患者
为“大宝宝”“小宝宝”，安排小患者上检查床
时，她一边柔声提醒注意安全，一边指导家长
在旁学习女童生理卫生基本知识，并提醒小
患者们如何保护自己。记者注意到，当有的
家长询问时，其他一旁等候的家长也都在仔
细聆听，诊室内就像正在进行一堂“性教育”
科普课。

7月2日是北大第一医院开设少儿妇科
门诊后，尹玲和她的团队第二次出诊。从早
上7点半到12点半，共接诊了26位未成年女
性患者，均给出了专业诊疗方案和建议，让这
些怀着忐忑不安心情而来的家长和孩子们都
吃了一颗“定心丸”。

小儿、青少年妇科问题关系到成年
后的妇科健康，需要特别重视和关爱

记者注意到，少儿妇科门诊接诊的患者，
既有不满周岁的女婴，也有正处于学龄前的
幼童，还有正步入青春期的少女以及快要成
年的大姑娘。她们有的长期被真菌感染、炎
症所困扰，有的因月经不调影响生活和学习，
还有的性器官发育出现不同程度的畸形，但
都曾因看病找不对专科门诊而拖延许久，使
得一些患者病情反复、加重，迟迟难以治愈。
这正是尹玲提议在北大第一医院开设少儿妇
科门诊的初衷。

今年2月，北京阜外医院一位心内科医
生8岁的女儿查出右侧卵巢有一个卵巢瘤，
要不要做手术？在哪里做手术？身为医生的

家长也犯了难，最后找到尹玲。
尹玲团队立即为该女孩进行了
腹腔镜手术，完整剥离了5厘米
大的卵巢瘤，并保留了患侧卵
巢，顺利解除了其体内的“定时
炸弹”。“每每回顾女儿的就诊过
程，想到孩子最初发现‘肿物’时
不知该就诊于哪个科室的茫然
和矛盾，我都深切感到‘小儿妇
科’这个亚专业的重要性。”7月
28日，这名医生家长在给尹玲的
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近年来，这样的情况并非孤
例。“我身边很多同事、朋友的女
儿疑似出现妇科疾病，都不知道
该上哪儿去看。”尹玲告诉记者，
以往女童生殖器官肿瘤这类手
术多由小儿外科进行，但由于专
业性受限，难以很好兼顾卵巢功
能的保护，甚至还曾有过某医院
因不认识女童的生殖器官，错把
输卵管当阑尾切除了。

浙江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
研究所所长石一复在《四述我国
必须重视小儿及青少年妇科学
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小儿、青少
年妇科（以下简称PAG）不是成
年妇科的缩微和缩小版，有其特
殊性。

“儿童与青少年仍未成年，
疾病谱、治疗与长期管理方案与
成人迥然不同，需要特别的重视
和关爱。”尹玲介绍，少儿妇科的
诊疗可能涉及小儿内/外科、内
分泌内科、泌尿外科、血液内科、
整形外科、临床营养科等多个跨
学科专业，还与遗传与肿瘤、神
经精神系统，以及社会学、心理
学、人口学、性学和教育学等多
个领域相关联。在尹玲看来，小
儿、青少年的妇科问题关系到成
年后的妇科健康，这一阶段是妇
产科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

“女性自出生后，就应该关注她
们的妇科问题，保护好这些‘未
来的母亲’。”

据介绍，少儿妇科诊治的疾
病可概括为感染相关疾病及外
阴阴道损伤、性发育异常及生殖
器官发育畸形、内分泌疾病、生
殖系统肿瘤和少女妊娠分娩以
及避孕等。北大第一医院少儿
妇科门诊开设一个多月来，前来
问诊的小患者已有260余人。

青少年妇科学关乎青
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应加强
PAG学科建设和科普宣传

石一复在上述文章中写道，
2000年至今，全国仅有浙江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等少数医院能
坚持全天开设PAG门诊。每周有几次PAG
门诊的医院也甚少，也有出现“双流现象”：流
于形式和未能坚持，“流产”告终。而截至目
前，全国仅有20余家医院开设了小儿及（或）
青春期妇科门诊，其发展仍步履维艰。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名誉主任郎景和在《重视和发展青少年妇科
学》一文中指出，“青少年妇科学是一个重要
的医学学科，是儿科与妇科的交叉学科或边
缘学科，一个像其名字一样尚处在‘发育生长
期’的学科，一个需要积极开发和扩展的学术
领域。”他表示，青少年妇科学关乎青少年身
心健康成长，应成为重要的亚学科得到发
展。我国各级卫生行政机构、国内妇产科界、
小儿科界及广大妇儿医务工作者应对加快发

展PAG学科建设引起重视。
“小儿及青少年生殖健康是社会、家庭及

本类人群及个体的大问题。”石一复也建议，
中华医学会应尽快筹建PAG专门学会和杂
志，领导和组织学术活动和交流、培训等，提
高我国PAG水平。

北大第一医院少儿妇科门诊“满月”后，
看到每周六上午的号很快被挂完，尹玲即欣
慰又担心，唯恐自己因专业知识不全面而延
误小患者的诊治。门诊开设之前，尹玲曾遍
寻《小儿与青春期妇科学》《儿童及青少年妇
科学》等学科专著恶补，从事妇产科临床30
多年来，她第一次“抱着书去出门诊”。尹玲
说：“医学院校的教科书里并没有PAG这一
章，进入妇产科后也没有少儿妇科相关知识

的培训，靠的都是自己多年来临床经验的积
累，必须从头补课、主动学习。”

尹玲希望，将来能有医学院校把PAG设
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给未来的年轻妇产科医
生们补上这门课。同时，她也在着手准备进
行更多的科普教育。“特别感谢医院、妇产科
的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我们团队已在快
马加鞭地写科普文章，将对家长和年轻医生
进行PAG知识宣讲，也将于近日重启《眉骨
间的青春》公众号，为大家送上专业的生理卫
生、生长发育、防病治病知识和呵护祖国花朵
健康成长的建议。希望将来能有机会走进更
多的医院、学校，让大家都来关注未成年女性
的妇科健康，重视PAG这门新学科的发展。”
尹玲充满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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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近日发表的两项研究对儿童
不明肝炎的病因提供了新线索，即病毒
合并感染和自身遗传问题可能导致儿
童患严重肝炎。据世卫组织统计，目前
已有35个国家报告了至少1010例儿童
不明肝炎病例。

此前研究指出，儿童不明肝炎可能
与41型腺病毒感染有关，但免疫系统
正常的儿童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这
两项研究中，英国研究人员在 25 名
（96%）的患有不明肝炎的儿童血液或肝
细胞样本中寻找到约200种病毒，除1
人外其他患者体内均检测到较高水平
的腺相关病毒 2 型（AAV2）。大多数儿
童在 10 岁前会感染 AAV2，该病毒不能
自己复制、通常不会引起疾病，但其可
潜伏在细胞中直到辅助病毒出现并激
活它。伯明翰大学儿科肝病教授迪尔
德丽·凯利称：“我认为这是对这些病例
的一个合理解释，合并感染似乎起着关
键作用。”

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人员
还发现，部分重症儿童的人类白细胞抗
原遗传基因存在突变，这会影响免疫系
统应对感染的方式，或导致产生过激的
免疫反应。 （胡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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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不明肝炎
或因病毒合并感染

流产和男人也有关系,男性应先做生育评估

少儿妇科不是成人妇科“缩小版”，未成年女性妇科健康亟须重视

防病鲜知道鲜知道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西安
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宗芳教授团队
发现并揭示了碳水化合物对抑郁症的影
响，该论文近日在线发表在《自然·人类
行为》上。

该研究利用40余万人的遗传信息
发现，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占比增加与抑
郁症风险降低存在一定关系，增加日常
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能够降低抑郁
症的发病风险。研究进一步发现，增加
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能够降低身体
质量指数（BMI），而降低身体质量指数进
一步减少抑郁症的发病风险。

李宗芳教授介绍，阐明抑郁症的致
病因素对于降低抑郁症风险至关重要，
这一成果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抑
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增加饮食中
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会降低抑郁症
的患病风险，为利用饮食干预预防抑郁
症提供了理论依据。 （敏稳）

多摄入碳水化合物
可降低抑郁症风险

好孕健康健康

近日美国一项对照顾18个月至2
岁孩子的人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如果宝
宝吃更多的含糖零食和加工食品，他们
更有可能在执行功能的核心部分出现
问题。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研究人
员对近300个家庭进行了研究，研究人
员在孩子大约6周大时开始收集有关
他们的饮食习惯、体重轨迹、社交情绪
技能和家庭关系的数据。数据包括一
份膳食摄入问卷，评估每个儿童食用各
种新鲜和加工食品的频率。看护者还
完成了一份行为量表，测量儿童执行功
能的各个维度。

研究表明，营养不良包括经常食用
各种零食和加工食品，与研究中儿童的
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下降有关。研究
显示，摄入这些食物越多，某些指标的
水平就越低，包括情绪控制、抑制、计划
和组织能力。 （方草）

常吃含糖零食加工食品
或损害婴幼儿认知能力

女性童年孤独
成年后易酗酒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最近采访了300多名大学生，他们参与
了有关童年孤独、压力水平和饮酒行为
的评估。研究表明，12岁之前的童年孤
独与当下感受到的压力有关，并且成年
后更易酗酒。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饮酒，女性饮酒比
男性更容易导致酗酒。研究人员指出，
与童年孤独作斗争应有助于减少对饮酒
的控制力受损，尤其是在女性中。

（方草）

关爱少女健康
关爱少女健康

女性健康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