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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这个条幅让病人家属心
里难过

11月30日晚，新浪微博网友“豉油加蛋
Ming”发布了一条简短的微博：“吴川市人
民医院啊，有没有半点道德啊！难道这是
值得庆贺的事情？”该微博的配图是一栋大
楼的外墙上，挂着一条红底黄字的大条幅，
上面写着“热烈祝贺我院 2012 年住院病人
突破四万人次”。

记者联系上了该微博发布者“豉油
加蛋 Ming”。该网友称，他的奶奶近日身
体不适入住吴川市人民医院，11 月 29 日

晚上他前往医院探视奶奶时，发现住院
大楼面向篮球场的一面墙上挂上了这个
条幅。身为病人家属的他看到这个条幅
时，觉得非常难过和不满，遂拍下照片上
传到微博上。

庆贺条幅已被撤下
11 月 30 日晚，记者看到“豉油加蛋

Ming”发布的微博后，于当晚走访了吴川市
人民医院，看到该院高科医技大楼面向篮
球场一面的墙上挂有 4 条大条幅，其中一
条确实是“豉油加蛋 Ming”所照的写有“热
烈祝贺我院 2012 年住院病人突破四万人

次”的条幅。
12月1日中午，记者再次走访吴川市人

民医院，却发现那条引发网友大讨论的条
幅已经被撤下，剩下其余3条。内容分别为

“祝贺我院腹腔镜手术病例今年成功突破
二百例”、“祝贺我院电脑信息化门诊工作
站投入使用”、“祝贺我院白内障免费手术
病例突破一千九百人次”。记者还在吴川
市人民医院宣传栏中看到该院近年来对住
院人数作出的汇总：2006 年住院人数超过
1.2万人，2010年首次突破3万人，2011年达
到3.58万人。

据《南方农村报》

确实是“坑爹”啊
一个产业链一个产业链
都靠这个挣钱都靠这个挣钱
抽血，给孩子检测微量元素？
千万别再干了
医生说了实话“没一点价值”

扎一下手指，就知道孩子缺不缺钙——绝大多数城里孩子都做过这
样的检测。然而，业内人士却坦言，查血钙是最“坑爹”的体检项目，微量
元素检测基本没有意义。

微量元素，在人体内的含量少到以毫克计算，却是困惑数亿家长的
大心病：孩子到底缺不缺？该不该查？记者调查发现，正因为这些谜团
的存在，一些机构浑水摸鱼，动不动推介家长给孩子验血检测。

住院病人总数突破4万，医院挂出大条幅庆贺，你说该不该？近日，就有网友发微博称，吴川市人民医院
挂出大条幅，庆祝该院住院病人突破4万人次。该网友质疑，难道住院病人突破4万人次也是件值得庆贺的
事情？该微博发布后，引来众多网友的讨论，绝大多数网友对医院的行为表示不满。

“微量元素检测，除了血铅外，其他项
目没有一点价值。”一家三甲综合医院检
验科医生小鲁举例说，“查血钙是史上最
坑人的项目。人体只有 1％的钙在血液
中，身体的自我调节会保持血钙值相对恒
定，身体即便‘缺钙’也很难在血液中得到
体现，所以通过查血钙的方式确定是否缺
钙的做法很荒谬。”

钙在人体内的含量虽不属微量，但它
经常和其他微量元素放在一起检测。这
种检测几乎是儿童，尤其是婴幼儿家长必
谈的话题，许多医疗机构将这一项目纳入
为儿童保健的必备内容。记者日前调查
北京一家特级幼儿园的两个班，其中96％
的学生都检测过微量元素，近70％测过多
次，有一半是在社区医疗机构测的。

北京的一些社区医疗机构，孩子做常
规体检、接种疫苗时就会给测微量元素。
如在马家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档保健
的婴幼儿，5个月、8个月和一岁半要各测
一次微量元素。内蒙古、四川、吉林等许
多地方的医疗机构也都主动给孩子检测
微量元素。

北京、上海等城市大部分医院都有微量
元素检测业务。一些医院检验科医生指出，
检测大部分是医生主动开的，家长以为是例
行检查，一般都没有异议。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儿保科副主任李斐说，临床上约1/3是家
长主动要求测的。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微量元素检测
的内容主要包括铜锌钙镁铁铅。检测的
方式包括测头发、测尿液、采指血、抽静脉
血等，其中后两种居多。

亚洲儿科营养联盟主席、中国医师协
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丁宗一
直言：“近20年来，国内微量元素检测的方
式花样百出，但检测结果都不靠谱。”他指
出，微量元素检测对仪器和实验室的环境
要求非常高，不是一般的医院实验室能做
到的。所以国外基本不查，孩子没病不会
给抽血。

“这种检测确实没必要。”北京协和医
院儿科主任宋红梅说，国内外关于微量元
素检测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方法。即
便是查静脉血，也只是血液水平，而不代表
身体内的含量。

明知结果不靠谱，为何还要开
展检测？“非常纠结，也很无奈。”某
三甲妇幼保健院检验科医生小苏
说，医院领导要求开展检测，创收是
重要原因。这是问题的根源，医务
人员必须考虑生计。

小鲁也表示：“除血铅外，所谓
的微量元素检测除了有经济意义外
无任何临床意义。医院之所以开
展，有的是因为儿科医生和医院管
理层对微量元素检测存在错误认
识；有的即使知道真相也不会主动
戳穿这个事情，毕竟增加一个检测
项目就可以多赚钱。”

据记者调查，我国各地微量元
素检测基本都是自费，一次检查五
项（除铅外）费用低的 40 元左右，高
的近 100 元。

小苏告诉记者，目前医院用的主
要是国产试剂，五项检查成本厂家报
价 7 元多，再加上仪器损耗以及人工
等成本，这一项目的盈利虽不算太大，
但它量大。他所在医院每天就有 150

个左右标本，每年幼儿园体检还有很
多额外的标本，全年将近6万个标本。

“ 微 量 元 素 检 测 纯 属 炒 作 。
除医院外，最大的赢家就是那些
卖补品的商家，还有检测仪器和
试剂的生产厂家。”小鲁说，这是
一个产业链。

微量元素检测的滥用，再加上
“孩子不吃饭，补锌是关键”“钙锌同
补，增强吸收”等广告的轰炸，使部
分医生和家长深陷迷局。一些临床
医生不了解真相，过于依赖化验单
看病；一些家长主动要求检测微量
元素，如果医院不能测，还会认为医
院水平差。这些使得孩子滥补微量
元素在所难免。

业内人士指出，不仅检测、开药增
加家长的负担，更令人担忧的是，拿不
靠谱的检验结果去指导用药，其中潜
藏隐患。如补钙过量会有高钙血症、
脏器组织钙化等；锌过量则会导致孩
子胃肠道不适。

据新华社

微量元素检测大行其道 误导滥补有隐患AA B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