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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日常喜欢做怪动作？当心小儿抽动症
姻 常素芳

姻 潘 登

肝癌疾病在临床上比较多见，病发早期疾病
症状不是很明显，经常被人们忽略，发现疾病时，
其病情已经发展严重，且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
面对肝癌疾病的发生，早期诊断及其治疗至关重
要，早期患病时，有哪些症状呢？

一、肝癌早期症状有哪些？

1.疲倦乏力。肝癌疾病早期患病时，经常会出
现的一种疾病症状就是疲倦乏力，主要是由于癌
细胞对人体肝脏细胞的存储功能造成一定的损
伤，导致其肝脏内的存储燃料变少，人体缺乏能
量；而且肝癌患者的肿瘤随着时间的推移，肿瘤细
胞发生扩散，影响消化功能的正常运作，人体对营养
物质的吸收出现一定的问题，导致其身体能力不足。

2.莫名消瘦。该种症状也是肝癌患者患病早期
经常出现的一种疾病症状，如患者患病早期经常
体重异常下降，且未刻意减肥时，一定要引起重
视，很可能就是体内存在癌细胞，导致其身体突然
消瘦。癌肿瘤患者患病期间，癌细胞生长时过度消
耗人体营养物质，导致其身体缺乏营养物质，长期
如此，患者就会出现体重下降的情况。

3.消化道异常。肝癌疾病早期，患者可能会出
现消化道异常现象，且多数患者并未引起重视，误
认为就是简单的胃部疾病，最终导致其病情加重。
而肝癌患者患病期间，如出现消化道异常现象时，

其症状主要表现为腹泻、恶心、消化不良、食欲下
降餐后饱胀等症状。

4.发热。患有肝癌疾病早期，患者还会出现发
热等疾病症状，且该种症状在夏天特别明显，主
要是由于患有肝癌疾病后，肿瘤组织坏死后，会
散发出一定的热源，从而引起发热现象，患者出
现发热症状后，其病情一般 3~5 天左右即可痊
愈。除此之外，患者患有肝癌疾病时，部分患者的
身体抵抗力比较弱，导致其出现感染现象，同样
容易引起发热现象。

5.出血倾向。早期患有肝癌疾病时，由于人体
肝功能受到损伤且凝血功能异常，所以部分患者
患病期间，经常会出现牙龈出血等出血倾向。

6.胸闷、咳嗽。早期患有肝癌疾病时，其癌细胞
可能会扩散到胸膜部位，导致患者经常出现咳嗽
症状，且咳嗽症状长时间难治愈，咳嗽症状一直反
复，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胸闷症状。

7.肝区疼痛。该种疾病症状多数发生在患病中
晚期，但是也有少数患者在患病早期也会出现该
症状，患病时，经常会出现右肋部或剑突下部位持
续或间断性疼痛。

二、如何预防肝癌？

1. 注意日常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日常生活
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肝脏注意饮食健康，避免进

食较多脂肪含量、刺激性的食物，多吃新鲜的蔬菜
水果，补充丰富的营养物质。此外，如果有长期吸
烟、饮酒习惯的人，应该尽早戒烟酒，养成良好的
生活行为习惯，做好肝癌疾病的预防措施。

2.定期体检。定期体检对其疾病的预防及其早
期治疗具有重要作用，如有肝病史患者，其患病可
能性比较大，需要特别重视定期体检，做到早发
现、早治疗。

3.谨慎用药。如患有某种疾病时，需要长期服
用药物，而部分药物长期服用，可能会使其患有肝
癌疾病的可能性增大，对此，在药物服用方面，一
定要注意合理、谨慎服用。

4.做好病毒感染的预防措施。导致肝癌疾病发
生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其中还包含乙、丙型肝炎疾
病，对此，一定要提前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做好疾
病发生的预防措施，避免引起肝癌疾病。

总之，日常生活中，人们一定要重视自身健
康，对其疾病症状多加了解，定期检查身体，做好
疾病的预防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日常应该注意保护好肝
脏，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使其肝癌疾病的患
病风险降低。如出现以上相关疾病的症状，一定要
引起重视，及时到医院就医。

（作者单位：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肝癌来时“静悄悄”？早期肝癌有哪些症状？

我们都知道，孩子是每个爸爸妈妈的“心头
肉”，当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出一些与同龄
人不符的行为，家长就会紧张不安、手足无措。那
么，当遇到小儿抽动症要怎么办？你知道孩子在日
常生活中出现哪些行为属于小儿抽动症？今天我
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一、什么是小儿抽动症？

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小儿抽动症并不遥远，
它是一种常见于 10 岁以下儿童的疾病。在临床
中，小儿抽动症还有许许多多的名字，如习惯性痉
挛综合征、抽动综合征、短暂性抽动障碍等，它是
一种运动性或发声性的肌肉抽动性疾病。简单来
说，小儿抽动症就是指儿童肢体不自主地出现抽
动或伴有语言性抽动等情况的一种精神性、神经
性方面的疾病。

据相关医学资料显示，小儿肢体性抽动与语
言性抽动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同时出现，对儿童
生理、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常说的运动
性抽动主要是指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会做出眨眼、
点头、耸肩等不受控制的异常动作，而发声性抽动
主要是指儿童会发出吸鼻、清嗓子、怪叫等异常声
音。当儿童突然出现耸肩、转头、扭动身体，爆发
性、不自主发声等症状时，家长必须引起重视，及
时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治疗，避免疾病不断进展对
孩子长远发展带来影响。

二、引发小儿抽动症的因素有哪些？有何临床

表现？

（一）病因
一是遗传因素。也就是说，如果家族中有人曾

经患过这类疾病，那么，子女后代的发病概率就会
大大地增加。二是神经生化因素。如果儿童神经长
时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如受到惊吓、长期焦虑
不安、学习压力大等，都可能导致中枢神经递质多
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功能出现调节失衡的情况，
从而引发小儿抽动症。三是免疫因素。免疫系统是
保护我们身体健康的“护盾”，当免疫系统对病原
菌如 A 型链球菌的免疫应答过度活跃，也会诱发
该类疾病。四是微量元素失衡因素。如果儿童血铅
浓度升高或者血锌浓度降低的话，就会对大脑、骨
髓、肺部或神经细胞造成影响，导致神经末梢发育
不良，诱发小儿抽动症。五是妊娠期异常因素。如
果孕妈妈在妊娠期内受到刺激或情绪长期不稳
定，或者分娩时新生儿出现窒息、羊水吸入、难产
等情况，就会增加发病率。六是心理和环境因素。
如果儿童长期处于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中，且出现
强烈抵抗情绪或模仿别人动作等情况，久而久之，
也会形成一种病态的习惯性抽动。

（二）临床表现
小儿抽动症并不是“悄无声息”的，而是会伴

随相应的临床表现。常见的有两种，即运动性抽动
症状、语言运动障碍症状，其中运动性抽动症状主
要包含反复眨眼、挤眉、做怪相，耸肩、转头、扭动
身体等肢体异常动作。一般情况下，语言运动障碍
比运动性抽动症发生的要晚，儿童常常以反复清

嗓子、喷鼻、吼叫或发出犬吠声等爆发性异样声音
为主，部分儿童还会说脏话、骂人。

三、遇到小儿抽动症要怎么办？

有的人说：“孩子是天使，是治愈一切的良
药”，那么，当我们的小天使遇到小儿抽动症要怎
么办？其实，针对短期、单纯性面部抽动，如眨眼、
挤眉等动作，且儿童没有出现不适和加重的情况，
可以通过排除诱因、调整情绪、改善生活方式等基
础性治疗为主，缓解儿童的临床症状。当然，如果
病情较为严重，对儿童生活、学习造成严重的影
响，就需要寻找病因，并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采取

“药物+心理”联合治疗的方式，以此实现控制病情
的目的。同时，如果“药物+心理”治疗的效果不佳，
可以采取微电流刺激、生物修复等治疗方式，改善
大脑神经功能，促进脑细胞神经再生，以此缓解病
情。此外，对于无法根治的儿童，家长必须在医生
的嘱咐下，进行相对应的治疗，且日常生活中要多
鼓励儿童，不要让悲伤的情绪成为“诱因”。除此之
外，还可通过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等方式来
调节身体功能，如清淡饮食、低盐少油、加强运动
等，增强免疫力，让疾病“绕道而行”。

总的来说，小儿抽动症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精
神或神经障碍性疾病，对儿童生活与学习会造成
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日常生活中发现儿童出现
反复眨眼、耸肩、犬吠声等异常情况时，家长一定
要引起重视，及时带儿童到医院进行就医检查。

（作者单位：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小儿腹泻是一种常见的儿科疾
病，也称为腹泻病。主要表现为大便次
数增多、大便形状改变等。它可由多种
原因引起，包括感染、过敏、乳糖不耐
受等，可能会导致儿童营养不良、生长
发育迟缓等后果。因此对于许多家长
来说，了解如何有效预防小儿腹泻，保
护孩子的身体健康十分重要。下面将
为大家详细介绍小儿腹泻的相关知
识，一起来看看吧。

1.什么是小儿腹泻。小儿腹泻，通
常被称为腹泻病，是一种常见的消化
系统问题，是由感染、过敏、食物不耐
受和肠道疾病等问题引起的。这种疾
病在 2 岁以下的儿童中尤为常见，其
中 6 个月至 1 岁之间的婴儿尤为脆
弱。可能导致患儿严重的并发症，如脱
水、电解质紊乱、营养不良等。因此，家
长们应该密切关注孩子的腹泻情况，
及时就医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以
预防腹泻的发生。

2.小儿腹泻的病因。不同病因引
起的腹泻都有他们各自的特点，因此
家长需要了解孩子的病因才能准确地
进行判断及护理。病毒感染是小儿腹
泻最常见的原因之一，通常会通过不
干净的饮食或接触感染物体传播，如
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同时，有些孩
子可能会对某些食物过敏或不耐受，
如牛奶、鸡蛋、大豆等。这些孩子在吃
完这些食物后会立即发生腹泻，且可
能伴有其他症状，如呕吐、腹痛等。此
外，不恰当地使用抗生素也可能会导
致孩子肠道菌群失衡，引发腹泻。

3.小儿腹泻的症状。小儿腹泻作
为常见的疾病，常见的症状为大便次
数增多、大便形状改变，以及出现水样
便的情况。同时，长时间的腹泻还会导
致患儿脱水、电解质失衡、发烧等症
状。这些症状可能会因幼儿年龄、病情
严重程度和病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对于持续的腹泻症状，家长应及
时带着孩子就医，以便得到适当的诊
断和治疗。

4.预防小儿腹泻的方法。由于小
孩子的免疫力较弱，容易因为外界因

素，如饮食不当、受凉、气候变化等问
题受到影响。因此对于预防小儿腹泻，
最主要的就是注意小儿日常的卫生和
饮食。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指导幼
儿注意个人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
的习惯，注意饮用水卫生，不喝生水，
生吃瓜果要洗净。同时，还要注意饮食
卫生，避免进食生冷食物、变质食物。
给予孩子适量的脂肪和蛋白质，如鱼
肉、鸡肉等，增加蔬菜、水果等富含维
生素的食物。此外在休息日，家长要尽
量减少带孩子到公共场所进行玩耍的
频率，少去人流密集的地方，并在外出
时注意孩子腹部保暖等。如果发现孩
子有腹泻症状，应及时就医治疗。

5.护理小儿腹泻的方法。预防小
儿腹泻的关键在于注意饮食卫生和调
理饮食结构，而护理则需要注意观察
病情、保持水分摄入、调整饮食、臀部
护理和药物治疗等方面。在孩子患上
小儿腹泻后，家长首先需要观察患儿
的腹泻次数、大便形状、颜色、气味等，
同时要注意患儿有无发热、腹痛等症
状。以此帮助医生了解患儿的腹泻原
因，更好地给予治疗。其次，腹泻容易
导致患儿脱水，家长可以适当给予患
儿口服补液盐溶液，帮助患儿补充丢
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保证足够的水分
摄入。对于轻微腹泻的患儿，可以继续
喂养食物，但要减少脂肪和蛋白质的
摄入，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帮助患
儿减轻胃肠道的负担，促进腹泻的好
转。但对于严重腹泻的患儿，应暂时停
止喂养食物，减轻患儿胃肠道的负担，
待病情好转后再逐渐恢复。再者，由于
腹泻会导致肛门周围皮肤潮湿，容易
引发皮肤炎症，家长需要帮助患儿及
时清洁臀部，并涂上防护剂保护皮肤。

总而言之，对于小儿腹泻各位家
长一定要谨慎对待，在日常生活中多
多根据孩子的体质进行有效预防。通
过健康饮食、适量运动、注重卫生等一
系列预防和护理措施，帮助孩子维护
身体健康，让他们快乐成长！

（作者单位：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

院）

小儿腹泻，千万别轻视，
这些重点要知晓

健康之路
jiankangzhi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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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学普

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因此，扎实

提高科学传播的质量，能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

那么，何为高质量的科学传播？笔者认为，高

质量的科学传播，是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将优质

的科学理论知识与成果以专业、准确、易懂的方式

传递给公众，以促进科学文化的普及和科学素质

的提高。因此，高质量的科学传播有以下特点：

科学性和准确性。科学传播是将科学知识传递给

公众，其首要任务是保证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传播者应该具备科学素养和专业知识，以确保传播的

内容不会误导公众，更不应该故意歪曲事实以达到某

种目的。

可读性和易懂性。科学知识的传递需要与受

众的接受能力相匹配，传播者需要将抽象的科学

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避免使用过多的专

业术语和复杂的表达方式，以便公众更好地理解

和接受。

互动性和参与性。科学传播不应该是单向的

信息传递，而应该是与公众进行互动和参与的过

程。传播者应该积极回应公众的问题和疑虑，鼓励

公众参与科学讨论和实践，以促进科学文化的普及

和科技创新的发展。

创新性和多样性。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

会的不断发展，科学传播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不

同受众的需求和兴趣。传播者应该不断尝试新的

传播方式和形式，如科学直播、元宇宙课堂、仿真

实验等，以扩大受众群体，提升科学文化的普及度

和影响力。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

关系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日

新月异的新时代，提高科学传播的质量对新质生

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提高科学传播的质量有助于促进科技创新和

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而高质

量的科学传播能够及时准确地传递前沿科技信息和

技术成果，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

提高科学传播的质量有助于提高公众科学素

质和科技创新意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个

具备科学素质和科技创新意识的社会环境，而高

质量的科学传播能够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科学

知识和科技成果，提高科学素质和科技创新意识。

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助于

提高整个社会的科学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

提高科学传播的质量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和经济转型升级。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在培育

形成新产业。在这个过程中，高质量的科学传播能

够帮助各个产业了解前沿科技信息和市场动态，

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传播工作取得显著成

就，面向社会大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大力弘扬科

学精神、全面传播科学思想、积极倡导科学方法，

有力促进了我国的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新时代

新征程，科学传播应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针对科学传播仍存在一些信息不真实、不准

确，传播渠道单一等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

着手：

加强科学传播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在科学传

播的过程中，必须确保信息准确、权威。我们要建

立健全科学传播体系，加强科学传播人才的培养，

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科学素养，让科学传播人

员具备更加专业、权威的传播能力。

拓展科学传播的渠道和形式。传统的科学传

播形式难以充分满足当前的传播需求，需要拓展

新的传播渠道和形式。比如，通过互联网、社交媒

体等新媒体平台，将科学知识和成果传播到更广

泛的受众中。同时，进一步采用更加生动、形象的

方式进行科学传播，比如加大科普漫画、科学动画

的创作等。

加强科学传播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传统的科

学传播往往是单向的，缺乏受众的互动和参与。为

了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需要加强

科学传播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让受众更加积极地

参与到科学研究中来。比如，可以通过举办科学展
览、科技嘉年华等活动，让受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科

学进展和成果。

健全科学传播的评价和监督机制。科学传播

的质量评价和监督机制不仅能够促进科学传播的

规范化和科学性，还能够提高科学传播的可信度

和公信力。应建立科学传播的评价和监督机制，加

强对科学传播的监督和管理，确保科学传播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权威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时代全

面提高科学传播质量、将提高科学传播的质量打造

成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抓手，任重而道远！

姻 王大鹏

科普述评
kepushupingK

科普必须“靠谱”

近日，试开放不久的陕历博秦汉

馆遭遇到一些质疑的声音，有观众发

现其中存在不少错误。随后陕历博秦

汉馆发文邀请观众前来“挑错”，有媒

体发文对陕历博秦汉馆的主动作为

点赞。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刚刚开展

就被大量举证错误，确实有必要作出

反思。科普场馆应如何把好科学知识

关的话题引发思考。

虽然科技类场馆不是传播科学

的唯一场所，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场所

之一，它营造了某种传播的空间，通

过展品和现象演示来激发公众与展

品、与他人之间的对话，进而传播科

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观点。

因而，科技类场馆在对科学进行

传播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内容的科

学性。科学性是科普的灵魂，同时正

如克里斯多芬·道南所言，“科学传播

的任务，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精确

性的前提下，传递尽量多的信息”。如

果科技类场馆的科学性或者精确性

出了问题，那么传递的信息越多，所

产生的负面效果则越明显，这与科普

的目的背道而驰。

应该说，当前的科普模式已经发

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上以单纯地传

播知识为主导的“缺失模型”已经日

渐式微。现在社会越来越倡导参与式

的传播，也就是从过去居高临下的教

化式灌输转变为人文情怀的融入式

服务，从中心化转向去中心化模式，

从“以组织为中心”变成“以个人为中

心”。观众在陕历博秦汉馆中主动发

现错误的情形就印证了上述模式的

变迁。同时，科普的场景化与场景的

科普化也成为需要关注的一个趋势。

比如，在科技类场馆这类场景之中，

科普内容需要与建筑以及展陈的设

置等进行有机融合，同时这类场景也

是科普的重要维度之一，也就是实现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但是无论采用什么形式，首先要

保证内容权威、可信。只有基于精确

性的内容才能实现“以形式丰富内

容，以内容拓展形式”。如果内容本身

出了问题，那么再好的形式也不过是

“皇帝的新衣”。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错误的

科普与不去科普，哪个更好？科普的

终极目的就是通过对科学知识的传

播、科学精神的弘扬、科学方法的梳

理、科学思想的培育等来提升公民的

科学素质。但是，如果知识本身存在

着错误或者瑕疵，那么所谓的科学精

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等就失去了

其存在的根基。

因此，科普必须“靠谱”，这应该

成为科普的一种品质、一种坚守和一

种底气。首先，科普的“靠谱”需要保

证科学知识的精确性，避免存在硬伤

和模棱两可的状况。科学知识是人类

智慧的结晶，应该是确定的。虽然在

爱因斯坦看来，想象力比知识更重

要，但是如果知识本身出现了错误，

那么科普就会导致“以讹传讹”。其

次，科普的“靠谱”也要保证科普场

景的适应性，避免出现“错配”的情

形，也就是要结合具体场景针对不同

的目标人群定制内容，做到科普的“量

体裁衣”和“因人制宜”“因地制宜”。

再次，科普的“靠谱”还要保持开放的

心态，积极吸纳各方意见，及时发现

科普过程中存在的瑕疵和错误，做到

有错必改，推动科普工作的高质量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