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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患儿的年龄、病情，使
用的生长激素剂型也不同，此
外，不同的厂家，工艺也不一样，
价格也就不一样。一般来说，生
长激素治疗的月费用在 1500 元
至 15000 元之间，需每日（或 7
天）注射一次，一直达到理想身
高为止。过程中需定期复查，确
保效果。

2010年，刘晖主任团队开始
运用生长激素治疗矮小症，10年
共治疗了约700位病人。在适应
症范围内，病人基本都能实现身
高的追赶。

如果家长认为孩子生长发

育没达到标准，最好向正规医院
的内分泌门诊或矮小症专病门
诊咨询。对于不符合生长激素
使用指征的患儿，家长们切不可
拔苗助长。

“家长们普遍希望孩子长得
比自己高，更多是对自我缺失的
弥补。如果不符合指征，却一味
地寄希望于生长激素，并不符合
科学。”刘晖主任说，对那些身高
处于标准范围，但仍未达到家长
理想身高的孩子，家长不如尽早
利用非医学手段干预——多运
动，好好吃，好好睡，放下焦虑，给
孩子一个轻松愉悦的成长环境。

□本报记者 张帅
夏天过去了，但天气还是结

结实实地热。
对有些人来说，不仅天气热

很难“熬”，还因为皮肤上那些磨
人的“小妖精”又来折腾了——

近日，福州 10 岁男孩李立
（化名），走在路上，看到别人的皮
肤都是肉眼可见的细嫩光滑，而
低头看自己的皮肤，手臂、面颊有
着密密麻麻的小凸起，还会泛红，
像一层消不掉的“鸡皮肤”。

这么多凸起“小疙瘩”，更是
让有密集恐惧症的妈妈，头皮发
麻……

于是，他们走上了祛“鸡皮”
的不归路，涂生姜、涂去角质膏，
甚至用搓澡巾玩命地搓，但效果
不尽如人意。

妈妈带着李立来到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福州儿童医院皮肤科就
诊。

皮肤科主任蔡京京诊断后，
确认李立得的是民间俗称的“鸡
皮肤”，实际上是毛周角化症，秋
冬季会比较明显，有遗传倾向。

鸡皮肤是什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儿童

医院皮肤科主任蔡京京解释，“鸡
皮肤”，是一种毛囊漏斗角化异常
性皮肤病。

这种体质的人，毛囊周围的
角质会增厚，导致毛囊口被过厚
的角质堵塞，毛发不能穿过表皮，
向内生长，就会形成一粒一粒的
小凸起“疙瘩”。

一般常见于青少年，青春期
时皮损明显，一般随年龄增长而

改善。通常会出现在
上臂及大腿伸侧，也
会在耳前面颊、臀部、
肩胛等部位出现，呈
对称分布，部分患者
可累及范围更广泛，受累部位的
皮肤有特殊的粗糙感，所以很多
人会有种“鸡皮肤”的感觉。

皮损特点（如图）所示，针尖
至粟粒大小的毛囊性丘疹，肤色，
不融合。

“鸡皮肤”通常无自觉症状，
有时轻度瘙痒，皮损冬重夏轻，一
般不会完全缓解。而如果真要治
好，也挺困难……

这种皮肤病可以有效改善
蔡京京提醒，本病一般无需

治疗，可局部外用0.05%~0.1%维
A 酸软膏、3%~5%水杨酸软膏、

10%~20%尿素霜等软化或溶解角
质。

比较严重的，可口服维生素
A、维生素E或维A酸治疗缓解症
状，具体用药需咨询医生。

通常医生会建议患儿经常使
用润肤霜，对皮损亦有一定缓解，
主要是因为部分患儿可能存在皮
肤干燥或有特应性皮炎病史，或
者有寻常型鱼鳞病史等。

切忌用手挤、抓、抠，这样会
使毛孔周围组织水肿，毛孔开口
变得更小，更容易堵塞，造成发炎
和色素沉淀。

消不下去的“鸡皮肤”，能好吗？
提醒：此症状秋冬季会比较明显

□本报记者 陈坤
暑期，什么门诊最火

爆？肯定少不了有关儿
童生长发育的门诊。

来自福建省儿童医
院的门诊数据，矮小症专
病门诊量日均上百人。
医生们通常要加班1~2个
小时才能把病人看完。

专家提醒，家长们无
需过分焦虑，真正符合矮
小症的只有三分之一。

根据《0~18岁儿童青少年
身高、体重标准单位数值表》，
表格将孩子的身高发育分成
了4个等级。中位数，表示同
龄人平均水平，-2 标准差表
示低于平均水平2个等级的身
高。

根据《数值表》，18岁男女
身高中位数分别为 172.7 厘
米、160.6 厘米，-2 标准差为
160.5厘米、149.8厘米。

福建省儿童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医师刘晖说，只要是不
低于-2 标准差的身高，都是
合格的。

家长们似乎并不满足于
此，他们四处打听偏方良药，
高于中位数的还想再高一些，
低于中位数的则更加焦虑。

再长高一点，形象好一
点，是家长们的一致诉求。

“我儿子才1米7，我觉得
不够。现在男孩子普遍都要1
米8。”一位爸爸说。

“长高一点，以后找工作
也更方便。”另一位妈妈说。

刘晖研究矮小症近20年，
非常理解这些家长的诉求，但
她也认为家长们“太过焦虑”
了。更重要的是，家长们认为
的“矮小”与医学意义上的矮
小并不一致。

矮小症，指的是儿童的身
高低于同性别、同年龄、同种
族儿童平均身高的 2 个标准
差，每年生长速度低于5厘米
者。

以下情况提示患儿生长
缓慢：生长速度①3岁前小于7
厘米/年；②3岁到青春期小于
5厘米/年；③青春期小于6厘
米/年。

而对被诊断为矮小症的患
儿来说，生长激素是治疗的有力
武器。正因为家长的过分焦虑，
近年来，出现生长激素被滥用的
苗头。

8月4日晚间，新华社发文，
直指当下生长激素有被滥用的
苗头，可能带给使用者内分泌紊
乱、股骨头滑脱、脊柱侧弯等健
康风险。

有数据显示，我国儿童矮小
症发病率约为3%。但并不是所有
的身材矮小，都需要打生长激素。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对523例身材矮小的病因分析

报告显示，只有21.99%的孩子是
生长激素缺乏。

只有生长激素缺乏症、慢性肾
功能不全肾移植前、小于胎龄儿、
特发性矮身材等引发的身材矮小
问题，可用注射生长激素来治疗。

刘晖主任提醒，身材矮小有
很多种成因，需要对患儿做详细
检查，比如骨密度测试、核磁共振
脑垂体检测、X光查骨龄、B超、抽
血化验血糖、胰岛素、微量元素测
定、生长激素兴奋试验等，综合评
估后，才能定出治疗方案。前来
就诊的青少年中，只有三分之一
真正需要补充生长激素。

病情不同，花费不同
月费用在1500元至15000元间

我国儿童矮小症发病率约为3%
滥用生长激素或致内分泌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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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长陷入儿童身高“内卷”
是否生长缓慢看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