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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自己都听到‘咔嚓’一
声，帮我看看是不是骨折了？”上周，
大一男生小周一瘸一拐地来到奉化
区人民医院就诊。原来，平时喜欢
跳舞拍短视频的他，在短视频媒体
上有不少的粉丝，当天他正和同学
们一起跳“科目三”拍短视频，没想
到刚开拍没多久，小周就在做一个
动作时把脚给崴了。当时他自己都
听到脚上有“咔嚓”的声音，接着感
觉到一阵剧烈疼痛，之后就发现自
己的脚踝和脚掌都肿了。

到医院后，医生为他做了X线
检查，果然提示右足骨折。“这位同
学骨折的部位，医学上叫做第5跖
骨骨基底部骨折，常因走路时踏空
或下楼梯没踩准等原因引起，是临
床上常见的骨折类型。不过因为跳

‘科目三’而骨折的，之前还没有遇

到过。”奉化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骨
科主任陈凯介绍，医学上将第5跖
骨基底部短短的数厘米长度范围内
分为3个区域，每个区域内骨折的
受伤机制不尽相同，处理上也完全
不同。

这位同学的骨折属于 1 区骨
折、位置良好，不需要手术，用石膏
固定并定期随诊就可以了，固定时
间在1-2个月。如果是另外两个区
的骨折，骨折较容易移位和产生血
运的问题，就必须接受手术治疗。
医生还提醒这位小伙子：近期一定
要好好休息，即使骨折愈合了，也不
建议再尝试类似的舞蹈动作。

“最近‘科目三’这个舞蹈比较
流行，许多年轻人喜欢跳，但是这个
舞蹈脚下的动作非常激烈，在扭动
过程中需要膝关节和踝关节快速内

外翻，因此韧带以及关节软骨承受
的张力会比较大，容易引起踝部和
膝盖部位的损伤。”陈凯介绍，在寒
冷的季节，我们的四肢关节都会比
较僵硬，建议在进行舞蹈、跑步等体
育锻炼时，务必提前进行充分的热
身，活动好关节之后再进行，一定要
量力而行。对于存在骨质疏松、既
往有踝关节、膝关节损伤史或发育
异常的人群，建议不要轻易尝试这
类动作幅度比较大的舞蹈。

如果一定要跳“科目三”，专家
建议在活动量比较大的关节部位，
如膝、踝等佩戴护具。此外，如发生
扭伤等事件，要立刻到医院就诊，及
时发现韧带、骨折等损伤，进行早期
处理，避免预后出现创伤性关节炎
等严重后果。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马碧幸

几天前，宁波市眼科医院为一名仅6
个月大的双眼永存瞳孔膜患儿，施行了全
麻下的残膜切除。这是该院目前实施的
最小龄患儿全麻下手术。

据该院白内障专科副主任姚红艳医
师介绍，该患儿出生后6个月，到当地妇幼
保健院进行常规体检时，发现双眼红光反
射异常。考虑到宝宝出生后这段时间是
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妇幼保健院医生建议
到宁波市妇儿医院复查，结果诊断是双眼
永存瞳孔膜，又称瞳孔残膜，遂转院到他
们专科医院就诊。

姚医生说，入院检查发现，患儿双眼
中央的瞳孔被残膜完全遮住，在平时瞳孔
自然大小情况下，残膜面积几乎占满了瞳
孔，而且中央区非常贴近晶状体前囊膜，
几乎完全遮挡了孩子瞳孔区的视线，在瞳
孔散大时，可以看到周边残膜网状样改
变。这个孩子确诊是双眼永存瞳孔膜。

据介绍，我们正常人的眼睛，用手电
筒一照，中间可以看到一个黑黑的眼珠
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瞳孔。正常情况
下，瞳孔大约2毫米到4毫米，有的人因先
天发育异常，本来那个黑色瞳孔需要显露
出来的地方，在妊娠早期形成的原始瞳孔
膜，在出生后这些瞳孔膜应该退化掉，但
有的人瞳孔膜却没有退化掉，还是附着在
那个地方，这样就把瞳孔挡住了，光线进
去受阻，这就是我们说的瞳孔残留。

姚医生说，如果残膜不多，只是遮挡
了小部分，光线还是能进去，不影响看东
西，也能够刺激眼底视功能的发育，这种
情况就不一定要做手术，定期随访即可。
但有的人虹膜退化得太少了，还有一大片
留着，遮盖了瞳孔区，也就是我们说的黑
眼珠子全部被挡住了，光线进不去，时间
长了就会变成剥夺性弱视，也就是说视功
能不发育了。这种情况就需要及时手术，
把残膜去掉。这位患儿虽然还很小，才6
个月大，但残膜遮挡得比较严重，正好挡
在瞳孔区，而且两只眼睛都有，所以需要
干预。

据介绍，因为患儿年龄太小，麻醉和
感染风险都比较大，所以他们采取了两只
眼睛分期手术的方案。在该院麻醉科的
密切配合下，他们用时半个小时，在全麻
下对患儿一只眼睛的残膜进行了切除，过
段时间再对另一只眼睛进行手术。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陈怡 文/摄

经过连续3天的6000跳，小夏
胸部出现隐隐闷痛的感觉。刚开始
他并没太在意，想着休息一晚就会
缓解。没想到第二天起床后胸口的
不适感反而加剧，胸口就像被压着
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

于是，小夏在家人的陪伴下来
到了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鄞州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
诊。接诊的彭卫东主任医师询问情
况并安排胸部CT检查，诊断为纵膈
气肿。入院后给予氧疗、药物止痛
等治疗后，小夏现已康复出院。

“我儿子才高三，之前身体都挺
好的，怎么就突然发生纵隔气肿了
呢？”小夏的妈妈很不解。

彭卫东介绍，纵隔气肿俗称为
气胸，临床上将气胸分为人工气胸、
创伤性气胸和自发性气胸。自发性
气胸是指肺组织及脏层胸膜的自发
破裂，或胸膜下肺大疱自发破裂，使
肺及支气管内气体进入胸膜腔所致
的气胸。此时的肺就像破了的气球
不断变小，导致通气障碍，影响呼
吸，从而让患者感到胸痛、喘不上
气，严重者甚至会威胁生命。

“之前也接诊过不少因健身过
度导致气胸的患者，健身本身并不
会导致气胸，但体型比较瘦高或者
肺组织发育不良的人，在健身时运
动剧烈、吸气过猛，容易导致胸膜破
裂，气体进入胸腔，从而导致胸腔压

力过高，肺组织被压迫，影响肺组织
的正常工作。”彭卫东提醒，虽然自
发性气胸多见于体型高瘦的人，但
不代表肥胖人群和健壮人群就不会
发作。肺脏薄弱如先天发育不良或
合并肺大疱，在用力时都容易出现
气胸。

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曾有
过气胸史的年轻人，在半年内要避
免此类诱发因素，比如提重物、屏
气、举重、打篮球等对抗性和需要突
然发力的剧烈运动。如果出现运动
后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
时就医，避免延误诊治。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郑瑜 余涛 文/摄

“咔嚓”一声
跳“科目三”的大一男生
骨折了！
跳这舞容易崴脚，须量力而行

“科目三”作为最近火爆网络的热门舞蹈，受到不少年轻人的喜爱。上周，奉化区人民医院接
诊了一位因为跳“科目三”导致骨折的大学生。专家提醒：跳舞之前应该充分热身，同时对膝关节
以及足踝关节做好充分的保护。

胸痛、喘不上气
跳绳的高三小伙
肺“炸”了！
健身时记得悠着点

你知道吗？肺真的会“炸”！剧烈运动可
能就会让肺受这样的伤。16岁小夏（化名）
家住鄞州区，是一名高三学生，为了保持良好
的学习状态，他日常喜欢健身。最近他给自
己立了个目标：每天跳绳6000下！

6个月大宝宝
瞳孔被遮挡
医生巧手为其
剪去残膜

医生正在为患儿做手术。

医生正在为患者做胸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