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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9 时许，首都
儿研所二楼走廊，内分泌科
主任陈晓波的特需门诊旁，
站满了候诊患儿与家长。人
们手中拎着文件袋、影像资
料，甚至还有家长拖着行李
箱赶来。诊室内，陈晓波边
和家长沟通交流，边检查患
儿身体、翻看报告单据。

“骨龄 10 岁，有点大了
呀……”陈晓波翻开一张骨

龄影像查看，面前的小姑娘
还不到 8 岁，长得很是敦
实。“您看她能长多高？”孩子
母亲满脸急切，“我一米六、
她爸一米七六，都不高。”

“也不矮了。按骨龄预
测身高是 1 米 55 左右。”

“啊？这么矮。”母亲皱眉，
“要是打生长激素呢？”

陈晓波摇摇头，解释孩
子不是生长激素缺乏，身高

在正常范围，没有打生长激
素的适应症，骨龄增大主要
与肥胖相关，建议回去清淡
饮食，减减重，多做跳绳、游
泳、摸高等纵向运动，动态观
察，6月左右复诊，能自己长
就自己长。

前面患者刚走，下一位
母亲抱着 3岁多的儿子赶忙
进入诊室。“体检预测孩子只
能长到 1 米 58，可急死我

了！听说 3岁就应该打针，
过两年效果该不好了。”

“谁说的？孩子这么小，
骨龄预测没有意义。”陈晓波
安抚着对方，指着检查数据
解释，孩子确实瘦小一点，但
也在正常范围内。

记者看到，当日近半家
长是围绕孩子“个不够高”来
就诊的，“生长激素”被家长
高频提及。

海都讯（记者 黄义伟
通讯员 许双萍 文/图）又
是一年春恰好，植树造林
正当时。3 月 13 日上午，
莆田湄洲岛 500多名当地
干部群众与在岛台胞共植
新绿，为保护好湄洲岛献
力。

在沿海沙滩风口黄金
沙滩管护通道和新西环鲂
鼻尾沙滩两处植树点，大家
三五成群，分工合作，有的
挖坑，有的培土，有的种树，
经过一个上午的忙碌，共种
植木麻黄、南洋杉、刺桐树、
黄瑾、五彩黄瑾等约 3000
株，种植面积达10多亩。

台胞柳政鸿已经连续
三年参加湄洲岛的植树活
动了，他表示这三年看到湄

洲岛变得越来越好，希望能
用自己的行动为湄洲岛的
生态环境做一份贡献。

此次活动还邀请了北
岸公安分局、秀屿检察院、秀
屿法院的干警们一同参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据了解，2023—2024年
湄洲岛将围绕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和木兰溪全流

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以构
建全岛生态保护屏障为目
标，组织开展实施滨海生态
屏障生态修复、西亭澳红树
林海湾绿碳增汇工程、典型
岛屿森林生态系统修复工
程，建设高颜值东南沿海典
型岛屿典范等，努力打造全
国生态海岛示范样板，为建
设美丽中国提供生动范本。

妈祖搭心桥 两岸同胞共植新绿

“保长高”产品五花八门 靠谱吗？
新版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实施，不少家长陷入娃的“身高焦虑”之中，挤进医院

检查，打生长针吃成长素；专家表示，需科学理性对待孩子身高问题

“年龄范围从5岁以下扩大成了7岁以下，大部分年龄段儿童身高的
‘标准值’与之前版本相比，每个阶段(百分位)数据平均提升了1厘米左
右。”最新版《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3月1日起施行。新标准包含了7岁
以下男、女童身高、体重、头围等5个指标的百分位数和标准差数值，同时
还规定了我国儿童生长水平与营养状况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如何判断孩子是否属于发育迟缓？不少本来就对孩子有“身高焦虑”
的家长，最近又陷入了纠结之中。记者调查发现，线上围绕孩子身高的生
意五花八门；挤进医院相关门诊中的家长也不少。专家表示，面对孩子生
长发育尤其是身高上的问题，家长需科学理性对待。

首都儿科研究所生
长发育研究室研究员李
辉表示，新《标准》中的
百分位就是一百个同年
龄的孩子从矮到高排
队，排在第 50 位的就叫
平均水平，第 3 个到第
97个之间我们叫做正常
范围。那么低于第 3 个
的，属于身材矮小了，高
于第 97 个的，属于身材
高大了。

究竟什么样的孩子
该去看医生呢？最简单
的，看生长发育量表，身
高位于表中最低限外的
视为异常。从动态数据
来看，每年长高不到 5厘
米，则可怀疑为生长发育
迟缓。

由此，家长应为孩子
做好生长发育监测，熟知
几个阶段指标——婴儿
出生平均50厘米，到1周
岁长到 75 厘米。1 至 3
岁左右，每年约长8至10
厘米。三四岁到青春期
前，每年应长约 5至 6厘
米。青春期，在 3至 5年
期间内，男孩约长 28 厘
米，女孩约长 25 厘米。
家长应 3 个月到半年给

孩子测一次身高，及时发
现生长缓慢或提前发育
迹象（女孩小于 8 岁，男
孩小于 9 岁），要尽早前
往医院诊断治疗。

陈晓波提醒，市面
上五花八门的增高药
物、器械等，她不了解，
不推荐家长贸然尝试。
要警惕短时间内增高，影
响到终身的身高。正规
医疗机构会通过一系列
专业检查寻找病因，“营
养不好就改善营养，经常
生病就改善体质，确实是
生长激素缺乏，要及时
替代治疗”。

对于孩子的身高，应
有“重视但不要过度关
注”的科学态度。“生长激
素是一种药物，不能当作
美容产品。不如用平和
心态给孩子足够的时间，
增强体质，多运动，动态
观察更重要。”

专家提示，影响孩子
身高的重要因素除了遗
传基因外，还包括合理膳
食、睡眠和运动，缺一不
可。

（北京日报客户端
央视新闻）

家长对孩子身高的焦
虑，早已被很多企业和商家
瞄上。线下医院的相关门诊
火热，线上“拔高”类产品也
五花八门，宣传天花乱坠，销
量大多都挺不错。

在多家电商平台输入
“孩子长高”，一些针对孩子增
高、长高的产品就满屏“弹”了
出来。记者发现，其中大多数

是钙片类产品，有些是进口
“成长肽”“成长素”，有的则
是“长高贴”“摸高跳器械”。
在广告宣传中，不少商家都
宣传产品对长高的“神奇”功
效，例如“突破遗传”“越吃越
高 ”“ 越 矮 越 管 用 ”“ 成
长噌噌噌”……

尽管多数增高类产品不
是药品，并不能直接宣传治

疗效果，但记者调查发现，与
效果挂钩，几乎是产品宣传
的“标配”，有的还打着擦边
球。“挑战 15 厘米”“必长
185”“8到18岁，保底至少高
20 厘米”等话术层出不穷。
这些产品大多月销量超过
100 单。一款原装进口的

“新一代成长素”，月销量更
是突破了3000单。

产品五花八门，宣传天
花乱坠，是否真的可信或
有 用 呢 ？ 家 长 李 女 士 表
示，身边的确有朋友比较
焦虑，带着孩子去医院测
骨龄、给孩子吃一些各种
品牌的增高保健品，但她
还是给孩子先吃点传统钙
片试试，“观察一下，不行
也会去医院测骨龄”。

“其实现在根本就没那
么多有问题的孩子，都当作
有问题的来了。确实需要干
预的，在我的门诊中遇到的
并不多。”陈晓波说道。

医生的经验如此，但记
者采访发现，不少家长是抱
着“赌一把”的心态，宁愿“更
主动”，也不想耽误了孩子。

“我们当时是去香港打的

‘生长针’。”玲玲妈妈说，女儿7
岁时身高不到1.1米，在同龄人
中算比较矮的了。后来，她带
着孩子去打了“生长针”，那一年
之中，的确长高了3厘米左右。

“家长就是这样，总担心孩
子错过长身体的黄金期，宁愿赌
一下。”玲玲妈妈说，除了熬汤、
补钙，在她老家还流行在孩子
青春期时，喝一些草药来增高。

门诊：指标正常也想打生长激素

心态：怕耽误宁愿一“赌”

市场：不少产品“保长高”

释疑：及时监测切莫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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