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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记者面前的小玲，正在宁海县桃源中学读
初二。乍一看，小玲的身材和别的女孩没啥区别。直
到李成业掀起她的衣服，记者才看到她的身上穿着厚
厚的“盔甲”。摘下这个医院量身定制、用于矫正脊柱
的“盔甲”，记者看到小玲背部一高一低，这个盔甲把她
的背部、腰部勒出了一圈圈红印，有的地方还磨破了皮。

记者问她疼不疼，女孩眼角泛起了泪花，边揉腰
边点头，说：“疼，像紧箍咒一样……”

李成业告诉记者，这个“盔甲”是采用3D打印技
术按照孩子身材量身定制的，又硬又紧，腰不能弯，
连蹲下去系鞋带都很困难。孩子持续穿戴已经三个
多月了，除了洗澡时取下来之外，天天都这么穿着。

小玲的病是2018年10月5日发现的。
那天晚上，小玲洗澡时，小玲妈妈无意中发现小

玲背部一高一低。她之前恰巧在手机上看到一个有
关脊柱侧弯的新闻，联想到孩子的情况，心里一紧，
第二天一早就和李成业带着女儿赶往宁海县第一医
院骨科检查。医生说孩子是脊柱侧弯，比较严重，但

本地医疗条件有限，建议他们去上海检查治疗。
几经周折，2018年10月8日上午，他们赶到上

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找到沪上知名骨科专
家蒋雷生主任。蒋医生通过检查诊断，发现小玲是
胸腰椎侧弯，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判定小玲属于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弯，侧弯度数32度。

据蒋医生介绍，脊柱侧弯病人中，以青少年特发性
脊柱侧弯居多，大约占到80%。20度以下属于轻度侧
弯，侧弯在20度至40度之间的患者，必须日夜穿戴矫
正器进行治疗，超过40度，就必须做手术，手术费用在
25万元左右。否则将来会影响心肺功能，对女孩怀孕
生产都有影响，严重者还会造成瘫痪。

医生的话让夫妻俩的心沉入了谷底。一想到孩
子如果做手术，脊柱将打进永久性的钢钉固定，术后
不能提重物，不能弯腰，不能剧烈运动，学习、生活和
工作将受到极大限制，他们心里就发怵。

思来想去，夫妻俩还是决定采取保守疗法，花了
13000元给孩子定做矫正器先进行治疗。

学校体检“脊柱正常”，

孩子发病已好几年，
还有学生因发现过晚不得不手术，

脊柱侧弯真的很难查出来？
学生体检不能“走过场”

据专家介绍，目前，我国约有500多万青少年脊柱侧
弯患者，广东、上海都曾在中小学生中做过筛查，发病率高
达5.4%。它已成为继近视眼、心理健康之后，威胁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第三大问题。

那么，脊柱侧弯是不是不容易检查出来？
记者联系了上海新华医院康复医疗科和宁波市第一

医院的骨科专家进行咨询。他们明确告诉记者，有经验的
骨科医生一般通过手触就可以进行初步判断，要明确脊柱
侧弯的准确度数则需要依靠全脊柱的X光片检查。

新华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在上海校园体检里，20度
以下的脊柱侧弯基本都能筛查出来，很多孩子通过保守治
疗就可以康复，免受手术带来的终身痛苦。

医生提醒，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医院找专业的骨科医生
检查，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由于认知不足，无论是相关医
院、学校，还是各个家庭，对脊柱侧弯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而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体检表上的“脊柱”检查形同虚
设，家长也不关注。据记者了解，目前上海、广州、深圳、天
津、西安、杭州等地都开展了面对当地中小学生的脊柱侧
弯筛查，有的是医疗和教育部门联手筛查和进行相关健康
知识的宣教，有的是公益基金支持的爱心活动。我们对此
进行深度调查旨在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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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业夫妻随即来到相关主管部
门反映情况。

在宁海县教育局，接待他们的基教
科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体检医院的事，
和教育局没关系，让他们直接找医院。

接着，他们又找到当时的卫计局
（即目前的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也让
他们找负责体检的医院。

最后，他们又回到宁海县第二医
院。接待他们的王姓工作人员称，这的
确是他们的问题，他要向医院领导反映
情况，看看如何协商处理。

然而，一周多过去，医院没有任何
回复。

李成业再次来到第二医院，找到这
位王姓工作人员，对方的态度却有了明
显变化，直接让他们走法律程序。

无奈，李成业只好去找医院领导理
论。谁知，电话里王姓院长称这不是他
们医院的直接责任，可以去打官司起
诉。

院长的态度让李成业感到求助无
门。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他陆续在网上
发帖反映此事，引发不少网友关注。接
着，他又通过浙江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
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2019 年 1月 18 日，宁海县教育局

就此进行回复，称学校领导第一时间查
阅了体检记录表，发现医生对该学生所
填的脊柱检查记录是“正常”。学校立

即将该学生的体检情况反映到宁海县
第二医院，医院认识到了没检查出脊柱
弯曲这个现象，并表示医院今后将加强
体检组织的安排，避免类似情况的发
生。学校方面则要求该生班主任及任
课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尽最大努力对
小玲予以关心和帮助，保护好学生。

就在宁海县教育局回复后的第三
天，1月21日，宁海县第二医院通过桃
源中学领导联系上了李成业。当天下
午，三方在桃源中学会议室进行协商。

参加协商的宁海县第二医院一位
洪姓副院长在会谈时，代表院方向李成
业一家表示了歉意。随后，双方就此事
向县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报案，就申
请理赔相关医疗费用等方面达成了一
致意见。

1月23日，宁海县卫生健康局也给
李成业作了回复。

记者看到，在这份回复函中，针对
李成业提出的学校体检为什么没检查
出脊柱侧弯作出了解释，函中称：“明确
诊断需要依靠病史、症状体征和必要的
影像学检查，单纯腰椎侧弯物理检测发
现有一定难度，常常是由家长或老师无
意中发现。”

不过，对于小玲的情况，函中承认
“（宁海县第二医院）院方在对小玲的体
检中确实出现了漏诊的情况”，并承诺
院方将积极协助李成业向县医疗纠纷
理赔处理中心报案申请理赔，尽可能为
小玲的康复提供帮助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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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少女脊柱侧弯32度，必须日夜穿戴矫正器

然而，记者在宁海调查此事时，发现
与小玲同样遭遇的女孩还不只一个。

在宁海桃源中学，和小玲同年级的
女生小羽（化名），脊柱侧弯45度，2018
年 8月1日在上海长海医院做了手术。
脊柱上打了18颗钢钉，花了25万元。

在宁海跃龙中学，也有一名初二的
女生小丽（化名），脊柱侧弯达到55度，
2018 年 6 月 16 日在长海医院做了手
术。脊柱上打了21颗钢钉，花了30多万
元。

小羽、小丽的母亲告诉记者，他们的
女儿手术后，腰两边会经常发生刺痛，阴
雨天气会疼，上课、写作业坐久了腰也会
酸疼，甚至弯腰系鞋带也要由父母代
劳。重的东西不能拿，书包也不能背，每
天都是父母到教室门口接送孩子。体育
课不能上，不能参加剧烈运动，只能参加

游泳、慢跑等恢复性训练。
最让两个妈妈难过的是，两个孩子

手术后，都会时不时地从镜子里照照手
术后背部留下的疤痕，“哪个女孩不爱美
呀，接下来还要考虑给她们做疤痕修复
术，给她们生活下去的信心……”

发稿前夕，记者获悉：1月28日，穿
戴矫正“盔甲”3个月的小玲到上海新华
医院复查后，显示目前脊柱侧弯是31.1
度，基本和三个月前持平，没有继续恶
化。医生除了让她继续穿戴“盔甲”外，
还给她拟定了一系列的康复训练方案。

回到宁海后，李成业向宁海第二医
院咨询了相关康复训练事宜。第二医院
积极配合，让小玲去他们医院的康复中
心做康复训练。寒假期间，小玲去了五
六次，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做康复操，正在
积极康复中。

部门回复

余波未了

快评

“靠物理检测发现脊柱侧弯有难度”
但承认“院方体检中确实出现漏诊”

尚有学生因发现过晚不得不手术

14岁女孩小玲（化名）在学校
体检“脊柱正常”，半个月后母亲
偶然发现她背部一高一低，到
上海新华医院检查，显示脊柱
侧弯已达32度。医生说这
样发展下去，将严重影响
到心肺功能，可能累及脊
髓并造成瘫痪，除非做手
术，花20多万元打钢钉矫
正脊柱。

这对于家住宁海
的李成业（化名）一家
无异于晴天霹雳。他
们特别不解：上海医生
诊断说，小玲脊柱侧弯
发病都有好几年了，但
为什么女儿半个月前
的学校体检记录上写
着“脊柱正常”？这又
不是疑难杂症，学校体
检咋就查不出来？

记者前往宁海调
查此事时发现，除了小
玲，还有正在就读的学
生因发现过晚，脊柱侧
弯严重而进行了手术。 李成业告诉记者，在上海新华医院，他碰到许

多上海家长带着孩子来检查脊柱侧弯，但大多数
孩子度数不高，都是轻度的，可以通过康复训练恢
复。大家一交流，李成业才知道，他们都是从学校
体检中发现异常，才到医院复查的。

听大家这么一说，李成业才想起，女儿学校好
像2018年9月底组织过体检。在李成业的印象
中，学校体检就是查查视力、身高、体重等，怎么会
去查脊柱？

可是医生告诉他，脊柱检查是国家规定的体
检项目。像小玲这样的特发性脊柱侧弯起码发病
两三年了，学校的初检应该可以筛查出来。

医生的提醒让李成业疑窦丛生。
回到宁海的第二天，夫妻俩便去学校查询体

检档案。学校老师告诉他们，体检档案不在学校，
存放在负责学校体检的宁海县第二医院。

接着，他们又来到宁海县第二医院，以上海的医
院需要看体检档案为由，找到了女儿的体检档案。

在这份体检表上，记者看到，小玲2017年9月
进入桃源中学就读后，做过两次体检，一次是2017
年11月，一次是2018年9月21日。

体检包括形体机能、内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咽
喉科、外科等6个大项25个小项，“脊柱”一项赫然在
列。但是，这两次体检结果都显示，小玲“脊柱正常”。

看到这样的体检表，李成业认为，自己作为家
长，没有及早发现孩子的病情，确实有责任，但专
业的医生在体检时都没有排查出孩子如此严重的
脊柱侧弯，难道没有责任？

追根溯源

学校两次体检结果都显示“脊柱正常”，为何如此？

小玲的脊柱侧弯已达32度（左），每天都戴着这个
像紧箍咒一样的矫正器（右）。

脊柱侧弯漏诊：
专业精神缺失惹的祸

如果说，有家长因为缺乏医学知识，没有及早发现孩
子脊柱侧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体检医院和医生对这一
在中小学生中发病率高达5.4%的问题掉以轻心，导致不止
一个学生被漏诊，则在较大程度上是专业精神缺失结出的
恶果。

专业精神，是指在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
对本职工作热爱和投入的品质。专业精神意味着：对业务
精益求精、不断学习与创新、执著地追求服务对象的满意
度等。试想，如果一家医院有这样的氛围、一名体检医生
有这样的专业精神，出现学生脊柱侧弯漏诊的概率就会小
得多。外行人也能想象，数千名体检学生中没有发现一例
脊柱侧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漏诊；二是发病率被严重高
估。无论哪种情况，都该引起医院、体检医生和教育等部
门的高度关注，并采取相应的复查、上报等措施。

可就算是在一些医院，还有银行、学校甚至研究机构
等专业性很强的单位之中，本该被优先倡导的专业精神，
却往往受到经营、绩效甚至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一家
单位、一个专业人员，如果其他问题“想得多”，专业精神就
会或多或少受到削弱，漏诊、差错甚至事故等问题，就会隔
三差五地冒出来。这是被不少事实证明了的。

当然，对于脊柱侧弯漏诊现象，教育等部门也并非完
全没有办法。作为学生体检的组织者，如果多一点专业精
神，就会事先对医院和医生多一份嘱托，事中对体检过程
和结果多一份质疑，事后对家长的诉求多一份关注。这种
走心式的关怀与监督，对于减少或避免漏诊等事故的发
生，应该不无正面作用。 胡晓新

严勇杰 绘

半个月后发现脊柱侧弯达32度

学校体检咋就查不出来？
有关部门回应“确实漏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