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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健康 A07

延伸阅读

□洛报融媒记者 崔宏远 通讯员
梁靓 牛然

一周前，8岁女孩琳琳（化名）穿戴好

支具开始了康复训练。在此之前，她练习

舞蹈动作下腰后，双腿失去知觉。就医后，

她被诊断为急性脊髓损伤，要面对可能无

法逆转的后果：瘫痪。

8岁女孩下腰伤到脊髓 10岁以下慎做这个动作

□洛报融媒记者 谷伊珂 通讯员 刘冰

进入秋季，随着空气中的细菌、粉

尘等增多，一些抵抗力弱的孩子易发

作眼部疾病。近日，市妇幼保健院眼

科就接诊了一些长麦粒肿的孩子。

“我家孩子一觉醒来，右眼皮上长

了一个又红又肿的疙瘩，他还忍不住

揉眼睛。”市民胡女士说。后经医生诊

断，她11岁的儿子长了麦粒肿，也就

是人们常说的“针眼”。

类似情况并非少数，国庆假期后，

市妇幼保健院接诊的患过敏性结膜

炎、麦粒肿的儿童有所增多，有的孩子

年年秋天都长麦粒肿。

市妇幼保健院眼科主治医师陈文

潇说，麦粒肿确实容易反复出现，它主

要是由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眼睑腺体

而引起的急性化脓性炎症，以眼睑（俗

称眼皮）局部红肿、热、痛，硬结及黄色

脓点为主要临床表现。

用眼过度、用眼不洁、食物过敏、

高温高湿的环境及过敏原、病毒、细菌

比较活跃时，都可诱发麦粒肿。在医

生指导用药后，可局部热敷患处，促进

血液循环，加快愈合。如果女性朋友

长了麦粒肿，不要化眼妆，停用隐形眼

镜，更不能自行挤压排脓，否则会使炎

症扩散。

想避免反复长麦粒肿，就要合理

用眼、注意饮食、讲究眼卫生。饮食非

常重要，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饮食，会

伤害我们的眼睛，建议多吃一些健眼

食物，如富含胡萝卜素的红色、黄色和

深绿色蔬菜。

年年秋天长麦粒肿
医生支招如何预防

饶耀剑表示，临床中发现，“下腰
瘫”患儿中，有将近一半是本身存在先
天性的脊髓栓系问题，即由脊髓先天性
发育异常导致的临床综合征，琳琳就属
于先天性的脊髓栓系综合征。这类儿
童在发病前临床表现不明显，外观很难
看出异常，可通过核磁共振检查进行筛
查确诊，及时手术治疗可预防日后瘫痪
发生。

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屡有发生？答

案让人揪心：多数家长和孩子对这些动

作的危险性一无所知。

河科大二附院骨关节科主任徐永

申表示，2023年11月，教育部发出提

醒，未满 10岁的儿童慎做下腰等脊

柱、腰部身体训练，避免出现伤害。

不过，这样的提醒并未引起足够重

视。从门诊和住院诊疗情况来看，不

少舞蹈老师并不了解脊髓损伤的严

重性，家长更无从知晓。

“下腰时没有做好充分的热身准

备、练习方式方法不规范等，都有可能

导致孩子的脊柱脱位，从而使脊髓受

损。”徐永申呼吁，家长在选择舞蹈或体

操班时，应充分了解孩子的身体状况，

避免盲目追求难度动作，尤其要确保在

每次练习前充分热身。下腰、劈叉等高

难度动作，应该在孩子身体发育成熟后

循序渐进地练习，避免过度拉伸。家长

应留意孩子在练习后的身体反应，若出

现腰疼、腿麻、无法站立等症状，应立即

就医，不可掉以轻心。

在河科大一附院开元院区康复医学科，琳

琳并不是个例。

“每年都有不少像琳琳一样的孩子，因练

习舞蹈动作导致类似损伤，尤其是下腰，这个

看似平常的舞蹈动作，隐藏着不小的风险。”该

科主任辛玉甫说，这类损伤常见的发病群体是

3岁到10岁的儿童。孩子年龄小，脊柱还没

形成生理弯曲，灵活性更好，但身体的柔软不

代表脊髓的安全。相反，低龄儿童的脊髓更脆

弱，脊柱的柔韧性和力量不足以支撑这些高难

度动作。

辛玉甫直言，这种损伤的可怕之处在于，

外表看不到任何创伤，往往是在孩子站不起来

时，才让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像儿童常见

的急性过度伸展性脊髓损伤，刚开始只有轻微

的下背部疼痛，很多家长即便听到孩子喊疼，

也会以为是下腰拉伤肌肉了，歇一歇或物理治

疗就能好，“殊不知，这类损伤明显症状多在受

伤后4个小时左右出现，错过了救治黄金时间

窗，大概率要面临瘫痪的后果”。

如同影像倒放，噩梦般的场景在琳琳妈妈

的脑海中不断闪现——今年8月中旬，琳琳加

练习下腰，忽然向侧后方倒下，瞬间号啕大哭，

直喊疼。她的身体像是失去了控制，腿软得站

不起来。

紧急送医后，经过核磁共振检查，琳琳被

诊断为急性脊髓损伤。河科大一附院景华院

区骨科（脊柱外科）主任饶耀剑告诉琳琳的父

母，这种损伤可能带来无法逆转的后果：瘫痪。

不幸中的万幸，经过及时脊髓减压及内固

定手术，琳琳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不过，她想再

站起来，后续的康复训练需要长达数年。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平常的动作会让

孩子瘫痪。”琳琳的母亲红着眼眶说。这句话，

她反复对医生、亲戚、朋友讲，仿佛这样能让现

实变得不那么残酷。

下腰后双腿失去知觉
她面临瘫痪

儿童脊髓更脆弱
3岁到10岁是常见发病群体

“下腰瘫”患儿中约半数
有先天性脊髓问题

10岁以下慎做下腰动作
练舞后出现这些症状快就医

绘制 吴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