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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临近，“舌尖上的中国”自然
少不了丰盛可口的饕餮大餐以及各种各样
的年货小吃。而活泼可爱的小宝贝无疑是
走亲访友、家庭聚会中的焦点，不少亲友往
往以喂食、逗乐等方式与孩子互动，面对五
颜六色的糖果、种类繁多的零食、餐桌上的
鸡鸭鱼肉……孩子们在节日期间大饱口福
的同时，也隐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据市妇儿医院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罗
芳介绍，“每年的除夕夜10点过后，到第二
天凌晨2点左右，都会接诊到一波因为吃撑
或饮食不当，而造成小儿急性肠胃炎的病
例。整个春节期间，因烟花爆竹烧伤、吃瓜
子、花生卡住气管等的急诊病例也并不罕
见。”因此，专家提醒，过年了，家长要特别
留意孩子的饮食问题，注意预防儿童家庭
意外伤害，愉快平安地度过假期。

坚果是各家过年的必备零食，亲戚朋友们围
坐一起，磕瓜子、剥核桃、吃开心果，聊着一年到
头的家长里短。但这些年货中，有不少却常是儿
童误吸入气管的“危险食物”。

数据显示，儿童中有97.4%的气管异物是由
于进食误吸入气管引起，其中81.4%的儿童是因
为进食瓜子仁、花生米等坚果类食物。此外，市
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顾美告诉记者，表面光滑
有弹性的果冻和颗粒较小、不易融化的糖果等都
是危险系数较高的食物。

市妇儿医院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罗芳分析，
异物卡喉多发生于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由于磨
牙尚未萌出，咀嚼功能不完善，他们在吃花生、吸
果冻、咽汤圆等食物时，很可能因为一时疏忽，呛
入喉内，堵塞气管。尤其是过年期间往往人多嘈
杂，幼儿或因兴奋或因紧张而大笑或哭闹时，喂
食食物更会增加气管异物吸入的发生风险。

“我曾经接到过这样一个急诊病例，2岁的
孩子在被喂食饺子的时候，不慎整颗吞入，堵住
了气管，家长急忙用手抠孩子的嘴巴，造成了局
部抓伤破损，但并未将饺子抠出，随即送往社区
医院，等再送到妇儿医院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40多分钟，当时孩子已经窒息了，真的非常令人
痛惜……”因此，罗医生建议，3岁以下的孩子不
主张吃整粒的硬坚果类的食物，当喂食果冻、汤
圆等食物时，一定要在平静的状态下，弄成小块
给宝宝吃。

一旦发生异物吸入气管的情况，孩子可能会
立即出现呛咳、气急、面色青紫、气喘等状况，较
大颗粒的异物还会引起呼吸困难、缺氧，甚至窒
息死亡。有经验的家长可以在第一时间采用“海
氏急救法”做急救处理，然后急送医院。

过年了
别让孩子
吃出病

专家提醒：
春节饮食把好关
孩子健康过新年

“临近过年，我又想起了去年的情景……”贝
贝妈仍心有余悸地说道，“去年的除夕夜，我们刚
回到家，女儿就开始嚷着肚子痛，起初我也没太注
意，可孩子一直哭闹到半夜，直到凌晨把吃的东西
都吐了出来才慢慢睡去，结果第二天早晨又开始
腹泻，我们一家人的大年初一是在医院里过的！
真的担心今年，都不知道该让孩子怎么吃才好。”

春节期间，餐桌上喷香浓郁的菜品较多，大鱼
大肉更是顿顿不离，宝宝往往会得到所有人的关
爱，你一勺，我一口，一顿“胡吃海塞”之下，饮食健
康问题就成了家家户户的“常客”。

“亲戚的喂食行为本无恶意，但家长倘若不注
意控制，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市第二医院儿科
主任医师顾美表示，食物的种类多种多样，所含营
养成分各不相同，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比如，
谷类含有糖和一定量的蛋白质，肉类中含有蛋白

质和脂肪，蔬菜、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
质，只有这些食物相互搭配，均衡饮食才能满足宝
宝生长发育的需要。

“如果过年期间，一味让孩子吃高脂肪、高蛋白
质的鱼肉，不仅会打乱宝宝胃肠消化的正常规律，
还会使脾胃功能失调，消化能力减弱。”顾医生强
调，即使是过节，也要控制甜食、碳酸饮料和油炸类
垃圾食品的摄入，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如果宝宝不慎吃坏了肚子，也不要慌张。顾
医生建议，在进食上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以
粥、面等食物来补充必须的碳水化合物。当孩子
的胃肠道负担减轻后，可以口服补液盐水或胃肠
粘膜保护剂，例如双歧杆菌、蒙脱石散等。

另外，若宝宝出现腹泻次数明显增加、大便伴
有粘液或血丝，甚至不能正常进食或发热超过
38℃，应立即就医。

急性肠胃炎：年菜虽好，切勿胡吃海塞

异物卡喉：
坚果、果冻和汤圆是“元凶”

“公公天天嚷着要给宝宝喂酒，说是酒量要从
娃娃抓起，锻炼交际能力”、“家人聚会的时候，老
人总爱用筷子蘸酒逗宝宝”……这样的场景，大多
数人都经历过。

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免不了要喝上一口。席
间，长辈们常用筷子蘸上杯子里的酒，让宝宝伸出
舌头舔一舔，看他们龇牙咧嘴的滑稽表情，逗得全
家欢笑不停，一些喜欢喝酒的家长甚至会给孩子
也倒上一杯啤酒，或者干脆弄一小口白酒来活跃
气氛。年轻的父母往往自顾不暇，有时也碍于面
子放任这些亲戚所为，无形中埋下了隐患。

查阅新闻不难发现，这两年因逗孩子喝酒危
及孩子生命的案例屡见报端。《2岁小孩喝酒，一死
一痴呆》、《6岁男童喝半瓶白酒身亡》、《8岁女童

喝酒喝进重症监护室》……市妇儿医院小儿内科
副主任医师罗芳表示，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时期，肝
脏的发育和代谢功能还不完善，对酒精的耐受力
和分解力较差。同时，她提醒家长自身也不宜过
度饮酒，“几年前的一个急诊病例让人形象深刻，
大人喝醉后抱着孩子睡觉，结果，近距离呼出的大
量酒气被孩子吸入，间接导致了孩子酒精中毒。”

罗医生补充道，酒精中毒的程度分为很多种，
轻微的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情况，严重的可
能致使大脑中枢神经受抑制，甚至对控制智力、语
言、运动等区域的大脑皮层造成不可逆性重度损
伤。“所以说，春节期间大家还是要文明过节，酒席
上尽量少劝酒，尤其不要让宝宝喝酒，否则一旦发
生酒精中毒，悔之晚矣。”

酒精中毒：“酒量要从娃娃抓起”不可取

市妇儿医院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罗芳告诉记
者，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生活环境的不
断变化，儿童食物过敏发生几率有所上升，特别是
婴幼儿。这其中，主要是异种蛋白的排斥。

“常见的容易造成过敏的食物包括，牛奶、大
豆、鸡蛋、花生、小麦、鱼、虾、蟹、坚果等等”，罗医
生介绍，“有过敏家族史的儿童发生食物过敏的几
率相对较高，食物过敏出现的临床症状主要有荨
麻疹、嘴巴发肿、腹泻、呕吐等。”春节期间各类菜
品可能较平时更为丰富，因此在婴幼儿的食物选
择上要更为谨慎，避免误食。

“对于小年龄段的宝宝而言，最明显的过敏表
现就是湿疹”，市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顾美补充
说道，尤其是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小宝宝可能要选
用深度水解奶粉。记者了解到，母乳喂养能够满
足6个月以内婴儿的全部营养，而且可以大大降
低过敏的发生率。因此，对有过敏体质的婴儿，医
生建议应将哺乳时间坚持到婴儿对食物过敏的自
发消失期，即10-12个月。

针对6个月后开始添加辅食的宝宝，西门卫

生院的儿保医生提醒家长，要科学添加辅食，注意
辅食添加的顺序，连续3-4天添加同一种新的食
物，并观察宝宝是否有过敏现象，而同一食物一次
不应喂得太多，过量进食单一食物也是诱发食物
过敏的原因之一。

80%的牛奶、鸡蛋过敏儿童在3岁前都能自
行消退，对坚果、花生等食物过敏的儿童持续时间
可能要长一些。

另外，罗医生表示，要对过敏做出有效的治
疗，首先要正确诊断过敏原。一般来说，通过饮食
调整，回避过敏食物，宝宝的过敏症状即可得到缓
解，不会影响生长发育。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的免疫系统也在逐渐成熟，“有的孩子在1岁
的时候吃草莓过敏，可能到了7、8岁，过敏症状就
自然消失了。”

因此，孩子对于某种或者多种食物过敏，家长
不必过于紧张，只要将医生指定的特定食物从孩
子的过年食谱中排除，并告知亲友以防误食误喂
即可。 记者 鲍玲玲 实习生 王卉

摄影 杨辉

食物过敏：缘于婴幼儿对异种蛋白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