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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过度喂养惹祸端：
小胖墩两次重症紧急住院

本月初，在鄞州妇儿医院，11岁的纤纤（化名）甚至吃出了重
症胰腺炎，一度生命垂危。纤纤的病与奶奶的爱脱不了干系。

该院小儿外科主任医师黄姗见到纤纤的时候都惊了：这不
是去年那女孩吗？原来，纤纤已经是二度入院。去年，她也曾因
重症胰腺炎入院。去年的她，身高不到150厘米，体重却有130
多斤。今年的她，身高增加到155厘米，体重超过了140斤，
BMI指数接近30，属于肥胖。

黄医生回忆，去年，纤纤是在一顿海鲜自助餐后发病的，“虽
然自助餐是诱因，但根本原因却是孩子长期以来的饮食无度、体
重超标。出院前，我还给孩子制定了食谱，要求家长配合执行，
千万不能由着孩子吃下去、胖下去了。”

然而，父母照着做了，爷爷奶奶却没有。多数时候，父母忙
于工作，纤纤是交给爷爷奶奶照顾的。由于纤纤是早产儿，出生
时体重只有4斤，老两口对纤纤宠溺有加。在他们的概念里，胖
就等于壮。暑假以来，纤纤天天可乐鸡翅，几乎没碰过蔬果，也
不运动。

由于病情危重，纤纤入院不久就被转到浙江大学明州医院
普外科接受进一步治疗。该科副主任医师刘轲对纤纤的病情十
分关注：“小女孩刚入院时各项检查指标非常不好，我们几次给
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尿酸、甘油三酯、总胆固醇等全都远超正
常值，淀粉酶更是高到了11021U/L，正常范围是不超过500U/
L。而且CT报告显示，腹腔和胸腔都出现了大量积液，胰腺周边
已有液体渗出，我们抽出来的腹腔积液都是血褐色的。”

好在经过抢救，纤纤的病情得到控制，又经过不间断的护
理，各项指标慢慢好转。目前，她仍在接受药物治疗，要出院起
码还需要半个月。

纤纤这次入院，爷爷奶奶懊悔不已。刘医生嘱咐他们，孩子
自控意识较弱，所以往往容易摄入过多高蛋白、高脂肪、高油脂
的食物，大人不能惯着他们，饮食上要做到荤素搭配，少吃零食，
多吃水果蔬菜，甚至可以保持孩子的饥饿感，而不是每次都喂得
过量。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迈开腿，管住嘴，合理饮食。如果
有家族遗传肥胖基因等情况，还要定期体检，关注孩子各方面的
指标。

有一种饿叫奶奶觉得你饿
有一种冷叫奶奶觉得你冷

隔代抚养屡见“爱心办坏事”

有一种饿叫奶奶觉得你饿，即使孩子已经是众人公认的小胖墩；
有一种冷叫奶奶觉得你冷，哪怕孩子已经捂得小脸发热。

在现代家庭中，年轻父母工作忙，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本是好
事，但是让人尴尬的是，隔代抚养中奶奶们有时爱得过度了。

医生告诉奶奶们如何科学养娃

如何科学养娃？老人带娃容易犯哪些错？记者就此采访了宁
波市妇儿医院主任医师徐莉敏。

徐医生指出，科学养娃，首先要避免填鸭式喂养。许多老人经
历过食不饱腹的年代，加上对幼儿的疼爱，恰恰最容易犯填鸭式喂
养的错，且一个劲地给孩子吃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现在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食物不再是问题，要重视的是营养过剩、营养不均衡等问
题。”徐医生说。

孩子好玩好动，有时就忘了时间。老人容易犯的第二个错就是
放任孩子想玩就玩，玩累了才睡。事实上，充足的睡眠尤其是早睡
对儿童意义重大。徐医生说，人在睡眠时会分泌一种褪黑激素，它
能有效调节人体内分泌系统的工作，增强免疫力，“几点睡，几点起，
一定要‘做规矩’，晚饭后就不要太兴奋了，临睡前还可以给孩子洗
个脚，喝杯热牛奶，帮助睡眠。”

宅在家玩游戏不算运动。但眼下天气热，而孩子们又容易被各
种数码产品吸引，许多老人就默认了孩子的这种行为。由着孩子不
运动、不出汗，是老人带娃容易犯的第三个错。徐医生表示，运动不
仅可以使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还会增加免疫细胞的数量，从而增
强免疫力，而且还可以促进生长激素分泌。因此，一定要鼓励孩子
动起来。

一些老人自己不拘小节，也会导致孩子不拘小节。比如，老人
认为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连饭前便后洗手也未必做到，殊不知孩子
年纪小，抵抗力弱，不讲卫生的话很容易病从口入；碰到流感、手足
口病等疾病高发季节，理应少去人流量大的地方，但一些老人也不
在意，带着孩子照去不误，结果孩子就中招了。为此，徐医生建议，
老人应该给孩子做个讲卫生的表率，同时掌握一些预防常见疾病的
基本知识。

随意给孩子吃补品，也是许多老人易犯的错。有的老人会千方
百计找来一些名贵的食材、补品，加在孩子的膳食中。结果，短期内
确实收到了效果，孩子吃饭香，个子高，身体壮，但一两年后却出现
了性早熟的征兆，有的甚至影响到最终身高，造成终身遗憾。徐医
生强调，孩子需不需要吃补品，能吃哪些补品，必须经过医生把关，
切不可主观臆断，“大部分孩子只要荤素搭配、早睡早起、加强运动
就能长得很好了，并不需要额外进补。”

对于孩子穿衣问题，医生告诉记者，秋冬季孩子感冒发烧近七
成是被“捂狠了”，容易患上“捂热综合征”，穿太多了反而容易导致
孩子生病。一岁以上的孩子已经具备了跟成年人一样的体温调节
能力，因此可以根据大人的穿衣量来给孩子穿衣。三岁以上的孩子
基本具备了表达自己感受的能力，只需要根据孩子的表达增减衣物
就可以了。

记者 李臻 童程红 通讯员 姚璐璐 马蝶翼

宝妈群里吐槽一箩筐：
婆婆总让孩子穿得厚厚的

阳阳妈在宝妈群里说道：“现在的天气真的能把人给热死，
宝宝两个多月了，太热了我就给他穿一件衣服而已。我婆婆总
是趁我去洗头或者洗澡的时候偷偷给孩子再穿上厚衣服，盖薄
被，热得孩子都睡不着。”她的抱怨引来宝妈们一片吐槽，群里顿
时热闹起来。

“有时真的想发火，宝宝现在每天都穿个厚袜子，婆婆还一
天到晚说，摸摸他脚冷不冷。这才啥天就包得厚厚的，冬天咋
过？”天天妈显然已经忍耐不住了。

小猪妈说了句公道话：“她们是关心孩子，出发点是好的。”
但她也很恼火地说：“但是有时真的很无语，宝宝明明穿得手心
都是汗了，还不让换件薄的。”

其实，在降温期间去医院看病的孩子数量激增，大部分都是
穿太多惹的祸。

在医院等候室，24℃~25℃的室温下，小孩子基本都层层裹
裹穿了四五件，只有几个父母带着来的孩子脱了外套。有些爷
爷奶奶带着来的，宁愿在孩子衣服上垫吸汗巾也不愿意给孩子
脱衣服。医生看孩子太热了主动帮孩子减少衣物，没过多久爷
爷奶奶又给穿回去了。

严勇杰 绘

1

故
事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