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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黄筱）“医院
门诊量回到1万人次，这是疫情以来的
首次！”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门急诊中心主任汪天林透露，近期感冒
发烧和感染肺炎的孩子明显增多，门诊
量也创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新高。

每到秋冬季节，患感冒发烧、哮
喘、鼻炎的孩子就会增多，今年也不例
外。“最近呼吸内科专家号‘走俏’，内
科门诊挂号量明显上升，秋冬季节呼
吸系统疾病再次进入了高发期。”汪天
林表示，近期天气变化明显、昼夜温差
大，呼吸道黏膜容易受到乍暖乍寒的
刺激，感冒等上呼吸道感染的概率就

会增加。同时随着气温走低，细菌病
毒比较活跃，呼吸系统其他部位也更
容易受到感染，肺炎会趋于高发。

“小儿肺炎连续多年位列我国5岁
以下儿童死因的首位，孩子高烧不退、频
繁咳嗽时，家长要留意孩子是不是得了
肺炎。”浙大儿院儿内科主任唐兰芳说。

专家介绍，近期有不少病例，家长
误把肺炎当作普通感冒，延误了治疗，
以至于送到医院的时候，孩子肺部感
染已经比较严重。唐兰芳表示，感冒
发烧和肺炎，症状相似，都伴有发烧、
咳嗽、呼吸不畅等，如果孩子出现这些
症状，要注意严重程度的区别，如果身

体出现缺氧的状况，呼吸变急促，要及
时到医院排查是否感染肺炎。

据了解，目前收治到浙大儿院呼
吸内科病房的肺炎患儿，多是因为感
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以
及散发性的腺病毒。这类肺部病毒感
染，对于普通孩子而言一般症状都不
会太重，但对于少数儿童则比较凶险。

唐兰芳说，有三类儿童需对肺炎
加强防范，一类是早产儿，一类是患有
心、肺、神经肌肉等基础疾病的，还有
一类是免疫功能低下或先天免疫缺陷
的。这三类儿童感染肺炎后都容易发
展为重症，甚至危及生命。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
产品的普及和更新，在我国乃至全
球，近视发病率呈现出高发、低龄化
趋势。那么对近视群体而言，有哪些
举措可以防止近视恶化呢？

首先是配镜时，要到正规的品牌
门店去检查，然后根据视光师的指示
配戴合适的眼镜。如果是在授权电
商渠道选购镜片，要注意通过镜片完
整的防伪标识、包装袋和验证码来鉴
别。高度近视人群在验光配镜时，除
了规范的主客观验光及视功能检查
之外，还需要做眼科相关的检查，以
便及早发现病理性近视引起的眼部
病变。

同时，在日常用眼时也要注意保
护眼睛，以免视力进一步下降。讲究
卫生、保护视力，是预防和减少疾病
的有效措施。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如读书姿势端正，距离读物33厘米；
乘车及卧床时勿看书；照明亮度适
中；阅读1小时左右可闭目休息或远
眺片刻。

眼睛是人体最宝贵和最脆弱娇
嫩的感觉器官之一，人类90%的信息
由眼睛获得，被称为“心灵的窗户”。
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视
力，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近视不可
逆转，不要让自己追悔莫及。

早发现 早干预

共同守护儿童心理健康
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 林苗苗

本报讯（通讯员 陈必峰）近日，
青海省互助县、民和县和平安区卫生
健康执法人员到重庆市巴南区交流学
习卫生健康执法工作。

巴南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高度重视此次的交流学习，提前做好
调查表，征求青海同行交流学习意愿，
并要求各大队精心准备教学内容，认真

准备各观摩学习基地，让我们的青海同
行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座谈会上，双
方就机构设置、卫生监督管理模式、卫
生监督协管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与
交流。实践操作中，各大队长与青海同
仁就公共场所卫生、医疗机构监督、传
染病防治、学校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
职业卫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

流，学习探讨了快检设备的使用、执法
文书书写，模拟了执法办案过程。本次
活动建立了与青海同行共同交流学习
的平台，巴南区卫生健康执法人以优良
的作风，过硬的专业，谦虚谨慎的态度
广泛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提升了
青渝两地卫生健康执法水平，促进了卫
生健康事业良好发展。

巴南与青海执法人员
交流卫生健康执法工作

秋冬季谨防儿童肺炎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人类生长发
育和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与此同
时，儿童青少年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
响，也属于心理最脆弱的人群之一。

11月 20日是世界儿童日。多位
心理卫生专家呼吁，家庭是守护儿童
心理健康的关键，要早发现、早干预，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精神心理问题，共
同守护儿童心理健康。

“疫后”心理健康受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生活带来
明显影响。多位学校心理教师反映，
持续数月的延期开学，学业压力、家
庭亲子冲突等情况对一些儿童青少
年心理带来影响。今年秋季开学后，
学生发生心理危机的概率高于往年。

“以前觉得少年不知愁滋味，现
在看了作品才知道。孩子深邃的思
考、痛感与压力，还有不快乐的感
受。”不久前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的

“穿过能面巷”——断层艺术展上，一
位参观的家长说。

高中生郝苏里的参展作品《苏里
蛾》是一幅绘有两个女孩面孔的黑白
作品。“我将自己投射成画里的两个
女孩，她们互相观望，很多只手在抓
挠、缠绕、撷取或是遮挡，不知哪个真
正属于自己。”她说。

主创团队包括一位曾受抑郁症

困扰的在校学生。她介绍，希望通过
绘画、雕塑、影片等不同形式的艺术
作品带领观众走进青少年的心理世
界。让大家更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
态，促进沟通、关爱与成长。

“疫情以来，我们搭建了面向全
市师生的在线心理咨询服务平台，100
余名专业人士参与解答。”北京教育
学院教育管理与心理学院教师林雅
芳说，学院还组织心理专家编写了系
列手册，帮助中小学校引领学生走出
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

学业期望等压力
困扰儿童青少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
组织2019年联合发布报告显示，目前
全球12亿10岁至19岁青少年群体中，
10%至20%受到心理健康问题困扰。
同时提出，其中许多问题来源于童年
期相关引导的缺失。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助理
温斌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儿童关注的问题从“衣食住行”的
现实层面，转移到对兴趣爱好乃至人
生意义的思索，心理活动比上一代孩
子更加丰富。与此同时，儿童青少年
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
病率逐渐上升。

“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
情绪方面、人际交往、学业压力等。”
北京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与心理学院
曹新美教授表示，其中学业带来的压
力较为突出。一些父母对孩子的期
望很高，但又不表达具体的要求。孩
子认为很难达到父母的期望，可能会
产生焦虑、过度紧张等问题。

受访专家提出，随着各项机制逐
渐完善，教师、家庭心理健康意识的
更强，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得到
了更多关注。2019年多部门联合制
定《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
提出到2022年底各级各类学校要建
立心理服务平台或依托校医等人员
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学前教育、
特殊教育机构要配备专兼职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

家庭是守护儿童
心理健康的关键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陆林等专家提出，约有一半
的成人精神心理问题起始于儿童青
少年阶段，如能早发现、早干预，将极
大减少精神疾病的发生。

陆林建议，家长教育孩子需从自
身做起，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多的
焦虑与不安。同时多与孩子进行交
流，注意观察孩子的饮食、睡眠、学习
等方面生活习惯改变。对于孩子的
情绪状态变化，既不过分担忧也不视
而不见，出现心理问题及时寻求专业
帮助。

受访专家认为，要以科学的态度
对待精神心理问题。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具有发展性、成长性，完
全可以及时干预、积极改善，对有心
理问题的患者不要有“病耻感”或“标
签化”。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院长办
公室副主任孙思伟表示，医院和学校
双方可联合申请青少年心理问题预
防、干预机制、预警体系建设等项
目。针对有可能存在严重心理障碍、
心理危机的学生，安排专业人员到学
校进行评估。

此外，对教师、辅导员等从事学
生工作的人员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培训，充分了解抑郁、失眠、焦虑
等各种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对学
生开展危机教育，提高其应对压力和
心理问题的能力。

近视群体
该怎么“亡羊补牢”？

■ 乐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