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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本报健康大
使、省级机关医院眼科副主任
医师林泰南表示，在去年上半
年的门诊中，儿童近视眼和成
人干眼症明显增加。受疫情影
响，学生课外活动减少，使用电
子产品和线上学习的时间和次
数增加，用眼卫生不良，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面临巨大压力。

疫情改变了门诊疾病谱
□本报记者 邓剑云 陈坤

“受疫情影响，不只呼吸科，各科室
门诊量普遍下降。”在福建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呼吸科诊间，主任医
师陈志斌打开电脑给记者看了他2019
年的门诊工作量是14777人次，而去年
上半年门诊量锐减。

作为福建省新冠肺炎医疗组副组
长，陈志斌分析：

第一，较小的病都在家服药，基本
不到院；第二，人们外出减少，交叉感染
减少；其三，呼吸道疾病少，与戴口罩、
勤洗手有直接关系。

疫情期间，不少人改变了饮食习
惯，由点外卖聚餐，变为日常带餐上班，
甚至更愿意在家下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
内科副主任医师陆岽说：“2020 年，急
性感染胃肠道病人约下降了五成，以肠
胃炎、消化不良等为主。其中，食源性
疾病引起的胃肠道疾病门诊人数更是
下降了约六成。”陆岽分析，原因之一与
人们注意饮食卫生、减少聚餐有关，个
人防护意识的提升，尤其是勤洗手，有
效地切断了病毒细菌的传播途径。

张光林是三明市第二医
院（永安总医院）儿科主任，他
的年门诊量是他们科室最多
的。他告诉记者，经历疫情，
2020 年儿科门诊量普遍有非
常明显的下降。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
民医院的一组数据也说明了
同样的现象：2019年福建中医
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儿科门
诊量为 94504 人次，2020 年
则下降到45145人次。

张光林的直观感受是，
2017—2019 年 ，连 续 三 年 ，
H1N1、H7N9、H3N2等各类流
感患儿，以及病毒性感染，包
括肠道病毒、疱疹、咽炎、手足
口病等患儿，都在逐年增加。
但是，2020年戛然而止。“原因
就在举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人人都懂得勤洗手、戴口罩，
仅这两点就让很多儿童疾病、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发病率明
显下降。”

因为居家多、外出活动少而
衍生的不良生活方式，使得儿童
部分疾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李旭薇告诉记者，除门诊
内分泌病人有增多趋势外，自
闭症、儿童多动症、儿童性攻
击行为等发育障碍类疾病、儿
童精神类疾病的发生率也在
增加。

因疫情防控，2020年春节
放假到 4 月份中旬，丁羽都在
家办公，2 岁的孩子就跟在身
边。她因为工作需要，手机、
电脑时常不离手，在一旁的孩
子也长时间对着电子产品。4
月下旬，她发现，本就羞涩的
孩子更不爱交流、不爱和同龄
孩子玩了。医生评估，考虑孩

子有自闭的倾向。
“家长没有给予孩子有效

的陪伴和足够的关心，孩子过
度使用电子产品，影响孩子身
心健康成长。”张光林建议，平
时不仅要陪孩子，而且要注重
有效的陪伴，和孩子互动，关
心孩子的情绪；少用电子产
品，以免影响孩子的视力和睡
眠；正确教育孩子，不要因为
学业给予孩子过度的压力。

张光林说，近年来，全社
会普及早发现、早治疗的健康
理念，大家对儿童保健的健康
意识提高了。儿童保健，主要
是让各类精神运动发育落后
的疾病能够及时筛查出来，因
而，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心理科主治医师庄子森观察
到，2020年，心理科门诊量全年
同比持平，成年人病例数有所
下降，青少年心理门诊量有所
提升，由原先的一半提升为三
分之二。

“随着复课，青少年就诊量
呈现较大提升。”庄子森解释，
心理健康由运动和社交两大支
柱支撑。“我们的心理承受力就
像一张蜘蛛网，由社交力等织
就。压力就像一块石头，如果
网不够密实，当压力来临，一块
小石头就可能轻易将网捅破。”

不少孩子大夏天来就诊，
却穿着长袖。医生让孩子卷起
袖子，发现手腕上的割痕。但
来就诊的家长通常没有留意到
孩子的自残行为。

50%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是
父母的问题。

庄子森提醒家长，当你觉
得孩子突然减少社交，或学习
成绩明显下降，特别叛逆，或异
常沉默，这种异常超过两周，就
要反思亲子关系。首先，应增
加与孩子的互动，其次，增加孩
子的社交活动，或向心理咨询
室寻求帮助。如果以上办法均
无多大改善，建议家长带孩子
及时前往医院心理专科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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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问题，医生“吹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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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侵袭一年有余，“被迫”防
疫的国人身体状况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疾病谱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呼
吸科主任医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叶玲告诉记者，眼下是流感等
病毒性感染疾病的高发季节，但流感的
发病率也没有往年的高。

传染性疾病有明显减少，但也因为
居家多、外出活动少而衍生的不良生活
方式，使得儿童部分疾病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儿
科主治医师李旭薇告诉记者，门诊内分
泌病人有增多趋势，比如性早熟、矮小
症等。她建议，针对性早熟的孩子，居
家要多锻炼、注意饮食均衡、控制体重，
防止青春期提早来临。

医生门诊见闻、直观感受，医院门
诊量变化，有令人欣喜的改变，也对着
新出现的问题“吹哨”。

食源性胃肠道疾病门诊量
下降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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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儿科门诊量减少近半

5 儿童内分泌、发育障碍类疾病增多

心理科：
青少年病例占三分之二

儿童近视眼和成人干眼症
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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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集中强化防护知识，传
染性疾病有明显减少，但也因
为居家多、外出活动少而助长
了不良生活方式，部分疾病发
病率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全社会普及早发

现、早治疗的健康理念，大家
对儿童保健的健康意识提高
了。儿童保健，主要是让各类
精神运动发育落后的疾病能
够及时筛查出来，因而，不仅

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通过福建多家医院不同

科室的医生门诊见闻、数据对
比，再一次表明，后疫情时代，
医患双方的健康理念都更有
理由从“重治病”向“重防病”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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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人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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