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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阑尾炎，人们都不陌生，但一说
起孩子得了阑尾炎，家长们总是很惊讶
——小孩也会得急性阑尾炎吗？其实，
阑尾炎是不分年龄的。无论是刚出生的
新生儿，还是儿童青少年，其腹腔器官结
构和成人是一样的，只要有阑尾这个器
官，就有发生阑尾炎的可能。

小儿阑尾炎更难鉴别

小儿急性阑尾炎是导致儿童急性腹
痛的第一外科疾病，约占小儿外科急性
腹痛总数的25%。急性阑尾炎从刚出生
的婴儿到青少年均有发病，其发病率随
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升高，6—10
岁的学龄儿童最为常见，5岁以下儿童发
病明显减少，3岁以下特别是1岁以内的
阑尾炎较为少见。小儿阑尾炎容易发生
阑尾穿孔、阑尾坏死、弥漫性腹膜炎，若诊
断治疗不及时，会带来严重的并发症，甚
至导致死亡，因此家长一定要加以重视。

小儿为什么会得阑尾炎？目前认为
主要有以下原因：阑尾管腔发生梗阻，阑
尾的管腔狭小而细长，远端又封闭呈一
首端，管腔发生阻塞是诱发急性阑尾炎
的基础；细菌感染，大肠杆菌、肠球菌等
细菌入侵阑尾管腔，诱发阑尾炎症形成；
各种原因的胃和肠道功能紊乱，可反射
性引起阑尾环形肌和阑尾动脉的痉挛性
收缩，导致阑尾管腔梗阻或血液循环障
碍，引起阑尾急性炎症。

很多时候，医生在切除的阑尾里会
发现有花生粒形状大小的“粪石”，这是
一些食物残渣长期聚集形成的结石，有
人认为这是导致阑尾炎发生的原因之
一。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吃完饭后跑跳或
剧烈运动会导致食物残渣掉到阑尾里，
因此限制孩子饭后运动。目前，这个观
点并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家长们不必
由于惧怕孩子阑尾发炎而限制其运动，
当然，不建议孩子吃完饭后立即进行剧
烈运动，饭后1—2个小时再进行运动更
有利于健康。

阑尾发炎有哪些表现？小儿阑尾炎
的症状主要包括腹痛、发热、呕吐、饮食
减少等。其中，腹痛为最常见、最早出现
的症状，通常开始于脐周，数小时后转移
到右下腹，可能出现发热，但热度可能不
高。体格检查时，可能发现患儿右下腹
压痛、反跳痛和腹肌紧张等。如果孩子
出现了上述症状，需要警惕急性阑尾炎
的发生。儿童阑尾炎较成人而言更不容
易鉴别诊断，患儿年龄越小，其临床表现
越不典型，再加上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
查体不配合等因素，更会增加诊断的难
度。因此，如果孩子发生了急性腹痛，建
议及时去儿童专科医院就诊，争取尽早
明确诊断、及早治疗。

预防重在饮食习惯

孩子得了阑尾炎，该怎么办？原则

上，凡是发病在72小时内，无论阑尾炎
属于何种类型，如患儿无明确禁忌，均应
进行阑尾切除术。对阑尾脓肿形成或发
病超过72小时、病情较重的患儿，可给
予抗生素治疗。阑尾脓肿保守治疗时，
如果脓肿持续增加或吸收效果差，可在
超声引导下，进行穿刺抽脓或放置引流
管排脓，从而加速恢复、减少抗生素使用
时间。对失去手术时机的阑尾炎，可在
保守治疗后2—3个月进行手术治疗。
随着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发展，临床上腹
腔镜阑尾切除术治疗儿童急性阑尾炎已
经比较成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
仅创伤小，恢复周期也更快。

如何预防小儿阑尾炎？关键在于让
孩子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急性阑尾炎的高发季节为夏季，这与夏
天的生冷饮食、不注意饮食卫生有一定

关系，家长注意让孩子规律进食，保证营
养均衡，鼓励孩子勤锻炼、增强体质，让
孩子心情愉悦，保持良好心态。若孩子
出现腹泻、便秘、胃肠功能紊乱等情况
时，及时就医。

值得注意的是，急性阑尾炎一般进
展较快，发病12小时内就有穿孔的可
能。腹痛程度因人而异，部分肥胖的孩
子疼痛可能不明显，但大部分患儿都有
典型的右下腹压痛。如果没有明确压痛
点，则考虑肠痉挛可能，可使用开塞露通
便，腹痛一般可在排便排气后缓解。

当然，引起小儿腹痛的病因有很多，
常见的还有急性肠套叠、肠扭转、嵌顿
疝、先天性肠旋转不良、腹内疝、粘连性
肠梗阻等。总而言之，孩子腹痛，找准病
因是关键，家长多了解一些科普知识，能
够更好地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3月20日是世界口腔健康日。不论多大年纪，爱护口腔对身体健康和生活幸
福都至关重要。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马士卿在接受人民网记
者采访时表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5个口腔健康误区，一
定要避开。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万物复苏，不
少人出现红疹、瘙痒难耐等春季过敏症
状，有的甚至会反复发作，严重影响睡
眠，打乱正常生活节奏。对此，中日友好
医院副院长、皮肤科主任崔勇提醒，这有
可能是特应性皮炎在作祟，应对关键在
于落实全年龄段患者长期规范管理。

崔勇介绍，特应性皮炎被称为皮肤
科的“第一大病”，是一种由2型炎症反
应引起的慢性皮肤疾病，以瘙痒反复发
作和皮疹为主要症状。特应性皮炎容易
伴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症状，有共病风
险，累及患者的全生命周期。2023年最
新流行病学调研显示，中国成人和儿童
特应性皮炎患者人数占全球首位，患者
人数在近20年处于持续上升趋势，成为
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

除了患者群体庞大，特应性皮炎“反
复复发”的疾病特性也为患者带来巨大
负担，成为需要长期管理的重要原因。
数据显示，患者每年约有1/3的时间处

于复发期，这意味着患者长期反复遭受
剧烈瘙痒、皮损，以及面临睡眠中断等问
题，对成长发育、学业、事业等造成影响。

“厘清疾病机制对特应性皮炎长期
规范治疗和管理至关重要。”崔勇表示，
实际诊疗过程中，仍存在注重急性症状
控制而忽略长期维持管理的情况。“2型
炎症是特应性皮炎的核心发病机制，针
对 2型炎症的‘对因治疗’尤为关键。
应对‘复发’难题时，无论医生还是患者
都需奉行‘长期主义’，长期规范管理应
以1年起步设定治疗目标，并做到精准
治疗，这样有助于不同年龄段患者回归
正常生活。”

目前，在强化长期管理、提升疾病相
关诊疗水平方面，专诊能力建设愈发关
键。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
员高兴华表示，专诊建设是落实“专病专
治”，帮助患者实现长期管理的重要手段。

“我国现有的特应性皮炎专诊数量
较有限，对于疾病早期阶段的标准和治

疗目标需更加清晰。”高兴华说，希望能
以三级医疗机构和皮肤专科医院、儿童
医院为载体，通过推广使用统一的疾病
评估工具和材料、建立专诊建设示范单

位、建立特应性皮炎专病门诊建设标
准、促进区域专诊和专科医联体建设等
方式，加强专诊建设，推动学科高质量
发展。

18日，记者从中山大学中山眼
科中心获悉，该中心联合多家科研单
位研究发现，肠道中的细菌可通过被
基因突变破坏的肠道屏障和眼部血
视网膜屏障移行至视网膜，从而诱发
遗传性致盲眼病。这一研究颠覆了
传统上认为人类眼内无菌的认知，开
辟了CRB1相关遗传性致盲眼病与
肠道微生物相关的全新研究方向，将
为相关遗传性致盲眼病的治疗带来
新曙光。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
学术期刊《细胞》。

遗传性视网膜变性疾病是一类
严重的不可逆致盲疾病，迄今几乎无
药可医。该疾病的产生和250多个
基因相关，其中之一就是 CRB1。

CRB1基因突变是导致先天性黑矇
和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常见病因之一，
但具体致病机制和治疗方法此前尚
不清楚。

为探索该眼病的致病机制，10
年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牵头开
启了科研攻关。传统观点认为，人眼
是无菌的。但在前期研究中，研究团
队发现，“人眼内部完全无菌”的说法
并不准确，他们发现有7种细菌现身
于视网膜变性区域，其中多达5种是
已知的肠道细菌。

细菌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出现在
眼底？研究团队大胆设想，把研究目
标聚焦在菌群丰富的肠道领域。

“要在放大上万倍的非常小的组

织上捕捉到细菌，简直就是大海捞
针。”研究团队成员、中山大学中山眼
科中心博士彭善珍介绍，她在冰冷昏
暗的电镜室，从早到晚盯着屏幕拍
照，在拍了几千张图片后，终于在电
镜下看到了细菌。

这一发现打开了研究团队的思
路。“我们发现CRB1是一种跨膜蛋
白，是细胞间黏附连接复合体中重
要的功能蛋白。通俗地说，它可以
让细胞与细胞‘手拉手’紧密相连，
形成屏障作用。一旦基因突变，它
就无法发挥这种作用。”研究团队负
责人、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客座
教授魏来说。

团队经过深入研究发现，CRB1
基因突变会打破肠道和视网膜之间
的屏障，从而使肠道中的细菌进入眼
睛，最终诱发视网膜炎症和色素变性
样损伤。

在发现致病机制的基础上，研究
团队还对相应的治疗方法开展了研
究。“实验显示，通过广谱抗生素进行
全身治疗，或在下消化道重新引入功
能性CRB1表达，可以成功预防眼部
疾病的发生和进展。”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研究员张峰说。

“但不能直接理解为抗生素可以
治疗遗传性视网膜变性疾病。肠道
菌群对人体功能维护起到重要作用，
不建议遗传性视网膜疾病患者盲目
使用抗生素治疗。”魏来强调，“这次
研究发现距离临床应用，仍有很长的
路要走。”

世界口腔健康日：
这5个口腔健康误区 你知道吗?孩子腹痛莫轻视，当心急性阑尾炎

春季特应性皮炎来袭 专家提醒治疗要落实长期管理

今年的3月20日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春分。春分是一年中
昼夜平分、阴阳各半的时间。天
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主
任医师韩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春分时节养生要顺应此时阴阳
平衡的节气特点，讲求“平和”，
以和为贵，以平为期。

起居宜平

春分时节，作息宜适当晚卧
早起，但不宜超过夜晚11点，因
为熬夜会耗伤人体正气，并影响
次日阳气升发。为缓解春困，可
适当午睡，时间不宜超过30分
钟。此外，春分穿衣也讲求

“平”，要根据寒热适时增减，以
“下厚上薄”为宜，做到“勿寒极，
勿太热”，且衣服应当宽松柔软。

饮食宜平

春分时节，在饮食上应力求中和，保持寒
热均衡，切忌大寒大热。如在烹调鱼、蟹等寒
性食物时，佐以葱、姜、酒、醋类温性调料，以
防菜肴性寒偏凉；又如在食用韭菜、大蒜等助
阳类食物时，配以蛋类滋阴之品，以达到阴阳
平衡之目的。同时，饮食还应以清淡为主，宜
甘少酸，并根据个人体质情况进行饮食调整。

情绪宜平

春分时节，脏腑功能逐渐活跃，加之气候
多变，人体内环境也随之变化，影响肝气的条
达舒畅，易引起情绪波动。因此，要注意关注
自己的情绪，找到合理的宣泄方式、抒发情
感，及时调整心态，调神养气。例如，可与好
友结伴郊游，接触大自然，保持身心平衡。也
可适当喝些玫瑰花或菊花茶，以疏肝解郁，提
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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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细菌可诱发遗传性致盲眼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