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宝宝腿部发育有特点，，，，，，，，，，，，，，，，，，，，，，，，，，，，，，，，，，，，，，，，，，，，，，，，，，，，，，，，，，，，，，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不必陷入““““““““““““““““““““““““““““““““““““““““““““““““““““““““““““““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X/O””””””””””””””””””””””””””””””””””””””””””””””””””””””””””””””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

主编 胡杨 责编 王凯 美编 张影 责校 杨晓彤 2023年7月26日 星期三爱生活周刊 CHINA WOMEN’S NEWS8 医药

潮湿天气，药品存放大有讲究

■ 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 郑青敏

最近，有患者反映自己日常摆在小药盒
中的厄贝沙坦片膨胀变大，还有个别药品变
黏，粘在了一起。经过详细询问，我们了解
到患者平日服用的药品是厄贝沙坦分散片、
硝苯地平控释片、阿托伐他汀钙片、阿司匹
林肠溶片和二甲双胍肠溶片。为了服用方
便，患者将每天的口服药品按照早中晚的顺
序分别摆放在分药小盒中，一共摆出了一周
的药量。此次膨胀变大的药品是厄贝沙坦
分散片。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药品膨大，显示已
经变质，不能继续服用。至于膨大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环境潮湿导致药品受潮，药品吸
湿后发生膨胀。这并非生产质量问题，而是
由于药品保存不当而导致的。

一般药品在环境湿度较低的情况下，吸
湿性比较小，当环境湿度达到一定程度后，
其吸湿性会增加，可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而
使药品潮解，迅速膨胀变形，时间长了甚至
会发霉，导致药品变质。通常，北方地区比

较干燥，药品潮解情况很少见，而在南方潮
湿的地区比较多见。近来北京雨水多、湿度
大，使得药品潮解的概率增加。尤其患者服
用的厄贝沙坦是分散片，分散片是指在水中
能迅速崩解并均匀分散的片剂，遇水极易崩
解，极易受潮，特别在潮湿的地方，很容易吸
湿变形。

因为分散片吸湿性强，所以对其质量和
包装储存要求都很高，一般采取铝塑或铝铝
包装来隔绝环境中湿度的影响。患者将药
片从铝塑包装中取出摆放在小药盒中，药片
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吸湿胀大，导致变质。

在患者服用的药品中，硝苯地平控释
片受潮还会出现“发芽”现象。这种现象曾
被多次报道，患者提前将一周的药品从原
包装中剥出，直接将药片分装在摆药盒中，
结果药品像豆芽一样“发芽”了。这种情况
也是由于药品受潮，药品中的高分子辅料
从激光释放小孔中释出，导致剂型破坏，药
品“发芽”。这样的药品已经变质，也不能
再服用。

除了分散片和缓释片，有些药品本身

容易吸湿，如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中的
克拉维酸钾引湿性强，药品在生产、贮存过
程中极易吸收空气中水分而氧化、分解、变
色，导致药品在短期内就会失效变质，因此
也是采取铝塑或铝铝包装来隔绝环境中湿
度的影响。

大家在分装家庭药品时一定要知道，药
品的保存有严格的规定，除了要考虑温度变
化外，湿度也是有严格的要求。通常，大众
已经比较重视温度对药品的影响，但往往忽
略了湿度对药品的影响。为了避免药品变
质，建议大家尽量只摆一天的用量，这样可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对药品的影响。如
果需要摆出几天或者一周的用量，一定不要
破坏药品原包装，连同包装一起剪下，放在
摆药盒中，吃的时候再打开包装服用。如果
无法原包装保存，建议将药品放在密封小袋
中存放。同时，摆药盒也尽量选用密闭好的
专用药盒，避免药品存放不当而变质。一旦
盒中药品的形状和颜色等发生了变化，切勿
服用，及时咨询药师找出原因，避免药品变
质再次发生。

医药上新上新

7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题为《新冠
疫情退去后儿童免疫开始复苏》一文。文章表
示：“尽管部分国家的免疫服务能力在新冠疫
情后出现了前景可喜的上升迹象。但与此同
时，也有一些低收入国家的免疫服务覆盖率仍
然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这使得儿童面临疾病暴
发的严重风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公布的数据，2022年，有2050万儿童错过了常
规免疫服务提供的一种或多种疫苗，而2021年
则有2440万儿童，远高于2019年新冠大流行
前的1840万。这突显出各国需要持续发力以
恢复系统免疫。

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疫苗被用作免疫覆
盖面的全球标志。在2022年错过一剂或多剂
百白破疫苗的2050万儿童中，有1430万没有
接受一剂疫苗，即所谓的零剂量儿童。这一数
字高于2019年的1290万。

麻疹是最具传染性的病原体之一，但麻疹
疫苗接种的恢复情况远不如其他疫苗，这使得
约有3520万儿童面临感染麻疹的风险。去年，
有2190万儿童在出生后第一年错过了常规麻
疹疫苗接种——比 2019 年多 270 万。另有
1330万儿童没有接种第二剂疫苗，这使疫苗接
种不足社区的儿童面临麻疹暴发的风险。

“像麻疹这样的病毒是不分国界的。必
须紧急加强努力，赶上错过疫苗接种的儿童，
同时从疫情之前的水平恢复并进一步改善免
疫服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
拉塞尔说。 （王璐）

医药观察观察

孩子从出生后，腿型是变

来变去的，正常情况下，孩子

都会经历 O 型腿→正常腿型

→X 型 腿 → 正 常 腿 型 的 过

程。出现病理性 O 型腿或 X

型腿，家长要警惕。矫形手术

治疗的最佳年龄为8~10岁。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儿童
意外伤害中心正式成立

烧烫伤、跌落伤、溺水、气管异物……这些
意外伤害严重威胁着儿童健康。在我国，意外
伤害是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为推
动全社会共同关注儿童意外伤害，提升儿童
意外伤害防治能力，7月19日，国家儿童医学
中心儿童意外伤害中心正式揭牌。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
院长倪鑫表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儿童意外
伤害中心将整合全院力量，纳入急诊、重症、
烧伤整形、骨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神经外
科、精神心理等多个专业领域，提升整体救治
水平，大力开展预防干预工作，为建设儿童友
好型城市贡献力量。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儿童意外伤害中心特
聘教授、“安全伴我成长 儿童意外伤害预防”
专项基金项目发起人和负责人、北京儿童医
院骨科主任医师王强教授介绍，未来3年，国
家儿童医学中心将成立儿童意外伤害预防专
家团队、设计开发培训课程、开展科普讲座和
宣传等活动，重点针对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
形式多样的儿童意外伤害预防综合干预，积
极开展儿童意外伤害相关临床研究，探索适
合中国的儿童意外伤害预防模式，并向全国
推广。 （医界）

安全用药用药

■ 武汉协和医院骨科 迮仁浩 李进

从初学爬行到蹒跚学步，孩子一点一滴的
成长都让家长们感到欣喜。与此同时，成长的
烦恼也纷至沓来。每到暑期，来医院骨科看病
的孩子也格外多，小儿骨科医生经常会遇到这
样的问题：“医生，我最近发现我家娃有点罗圈
腿，两个膝盖合不拢，这孩子是不是O型腿
呀？”“医生，我们孩子腿型不直，脚并不到一
起，走路内八字怎么办？”“我家孩子的腿咋看
着没别人家的直，会不会是缺钙？”……

面对家长们焦急的询问，我们都会耐心做
上一番解释：其实，这些都是儿童生长发育中
的常见表现，大多数情况属于正常生长发育过
程，家长大可不必过分担心。

家长应了解宝宝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

什么是O型腿与X型腿？这里先跟大家
科普一下。

O型腿/膝内翻：如果两侧脚踝能相碰而两
侧膝盖不能靠拢，则为膝关节内翻，也就是常
说的O型腿或者是罗圈腿。

X型腿/膝外翻：膝盖可以并拢，但双脚却
无法并拢，则为膝关节外翻，俗称X型腿。

O型腿与X型腿，是大家普遍认为不正常
的腿型，但仅针对成年人而言。孩子从出生
后，腿型是变来变去的，正常情况下，孩子都会
经历O型腿→正常腿型→X型腿→正常腿型
的过程。

1岁半以前：O型腿。狭小的子宫让宝宝
腿骨发生轻微弯曲，所以刚出生时，宝宝都是
O型腿。这种状态，可以持续到宝宝1岁左右。

2岁左右：直腿。当宝宝开始学步时，为了
维持平衡会把双腿岔开，这种姿势会导致膝关
节外侧受压增大，导致膝关节内侧的骨骼生长
相对较快。再加上他们关节韧带的力量还比
较弱，无法固定骨骼，所以会引起小腿外旋，O
型腿也逐渐改善，在2岁左右变成了直腿。

3~4岁：X型腿。因为膝关节受力改变导
致小腿慢慢外旋的过程还在继续，所以3~4岁
时，宝宝的双腿又会渐渐变成X型腿。

7~8岁：腿开始变直。在孩子4~7岁时，
腿部发育逐渐稳定起来了，X型弧度逐渐减
小，双腿慢慢变直。7~8岁，双腿基本就和成
人差不多了。

当然，每个孩子会有个体差异，家长不必
过于担忧，静待成长就好。

孩子出现这些情况家长要警惕

虽说大多数O型腿和X型腿，是孩子生长
发育过程中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临床中也
有许多是疾病导致的，比如软骨发育不良、关
节炎、佝偻病等。如果孩子出现以下问题，请
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腿型与年龄段不一致。O型腿超过3岁，
X型腿超过7岁，症状不仅没有缓解，甚至更加
严重，都可能为病理性畸形。

左右腿型不对称。正常的下肢发育均为

对称性进行的，如果O型腿或X型腿只出现在
一条腿上，或双腿不对称，也可能意味着存在
疾病。

双腿内外翻程度比较严重。家长可以通
过髁间距和踝间距来粗略评估孩子腿部弯曲
程度是否正常。让孩子躺在硬板床上，膝盖朝
上，慢慢并拢双腿，测量一下两个脚踝或者膝
盖之间的距离。一般情况下，间距小于3厘
米，基本正常；间距在3~6厘米之间，可能是个
体差异，需要继续观察；如果间距超过了6厘
米甚至更多，则需要带孩子去医院就诊，请专
科医生进一步判断。

其他异常表现。如果孩子身材矮小、面容
异常，或者经常诉说腿部疼痛或行走困难等，
则应该提高警惕，及时就诊。

矫形手术治疗的最佳年龄为8~10岁

病理性O型腿或X型腿，先要找准病因对
症治疗。比如，常见的普通型佝偻病，在药物
和支具等保守治疗后，多数腿型都可以恢复。

而对于其他原因导致的，如软骨发育不
全、Blount病（特发性、非生理性的膝内翻畸
形）、骨骺早闭等情况，保守治疗很难治好。这
个时候，严密观察并选择恰当的时机进行干预
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对于保守治疗无效的严重的膝内、外翻
（O/X型腿），只能手术治疗。手术方式有多
种，选择治疗时机也不一样。手术要选择恰当
时机，既不能过早盲目手术，又不能放任畸形
肆意进展，这需要由专科医生根据病情判断，

生长控制技术的手术年龄尽量选择在8到10
岁左右。

多数情况下，创伤小、疤痕小、康复快的经
典微创手术——“临时性骨骺阻滞术”，就可以
让孩子的腿型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不知不觉间
变直。而对一些严重的、生长潜力出现明显偏
差的畸形，采用Ilizarov技术等方式进行截骨
矫正则是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手术能否一次就解决畸形，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一般经过这些主要的手术可以获
得不错的矫形效果。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患
者即使在腿型变直后，也要定期复查，因为是
畸形就有可能复发，及时发现和干预是防治
的首要条件。

预防宝宝腿部畸形，家长不要陷入
几个误区

1.给宝宝绑腿能治疗O型腿？有些人认
为，给宝宝绑腿，可以缓解O型腿，或使其尽
快恢复。但实际上，绑腿并不能使孩子的腿
更直，无论X型腿还是O型腿，都不是绑腿所
能解决的。另外，强行绑腿可能会影响骨骼、
关节的发育，甚至还可能导致发育性髋关节
脱位。

2.孩子O/X型腿是缺钙“惹的祸”？有些
宝宝在长期缺乏维生素D的情况下，会患有佝
偻症，从而导致腿部骨骼发育不良，呈现X型
腿或O型腿。在日常膳食均衡的情况下，宝宝
一般都不会缺钙。

3.纸尿裤会导致O型腿吗？纸尿裤主要

接触的是宝宝的髋部和大腿根部，并没有接触
到宝宝的膝关节和小腿，说纸尿裤影响宝宝腿
型，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4.X型腿和O型腿一定会遗传吗？在那些
X型腿或者O型腿的宝宝中，由先天性遗传导
致所占的比例非常小。绝大多数X/O型腿都
是由于婴儿时期的养育不当，和后天的行走、
站立、坐姿不良等因素，使得膝关节产生变形
导致的。

但是，如果父母有先天性代谢异常性疾病
或者有遗传性骨发育异常所导致的腿部畸形，
就有很大可能性会遗传给孩子。

预防“X/O”，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正如前文指出，绝大多数腿部畸形都是由
于婴儿时期的养育不当，以及后天的行走、站
立、坐姿不良等因素导致的，因此预防腿畸形，
家长也要从这些方面入手。

1.适时站立、走路。建议父母遵循宝宝站
立和学步的自然规律。外力作用下的站和走，
发力方式不对，可能会影响下肢发育。

2.保证维生素D和钙充足。维生素D可
以促进钙的吸收，如果缺乏容易导致佝偻病，
孩子婴幼儿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
钙剂及维生素D。

3.适当的户外活动。平时要多带孩子去
户外活动，增加阳光照射，也可以促进发育，减
少O型腿、X型腿的发生。

此外，家长也要留心观察孩子的生长发育
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带孩子就医检查。

分散片、缓释片类药品受潮发生膨胀、“发芽”、变形、变色，这显示已
经变质，不能继续服用。药品存放要考虑温度，也不能忽略湿度。

去年全球有2050万
儿童没有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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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世界卫生组织和粮食及
农业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
家委员会就非糖甜味剂阿斯
巴甜对健康的影响发布评估
报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援
引对人类致癌性的“有限证
据”，将阿斯巴甜归为可能对
人类致癌之列，联合专家委
员会重申其每日允许摄入量
为每公斤体重40毫克。

阿斯巴甜是一种人造
（化学）甜味剂，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广泛用于各种食品
和饮料制品，包括无糖饮料、
口香糖、明胶、冰激凌、酸奶
等乳制品、早餐麦片、牙膏，
以及止咳药水和维生素咀嚼
片等药物。

对阿斯巴甜的评估表
明，虽然就通常使用剂量来
说，安全性不是主要问题，但
对已经描述的潜在影响，还
需要通过更多、更好的研究
来调查。经过审查现有的科
学文献，两方面的评估都指出癌症（和其他健
康影响）方面的现有证据存在局限性。

依据评估的数据，未改变以往确定的每公
斤体重 0~40 毫克/每日阿斯巴甜允许摄入
量。委员会重申，人们可在此每日限量内放心
食用。例如，一罐饮料中含有200或300毫克
阿斯巴甜；那么，在没有摄入其他来源食物的
情况下，一位体重7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要饮用
至少9~14罐该饮料，才可能会超过每日允许
摄入量。 （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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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新知新知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