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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床骂不得

22 岁的李丽（化名）每天都是
宿舍里最先起来的那一个，起来后
就赶紧跑到洗手间换一条裤子。同
事们为此都夸她怎么这么爱干净，
李丽每次都只是笑笑，用自己有洁
癖来解释。其实，李丽并不是有洁
癖，而是经常尿床。22 岁的人了，
怎么还会尿床？说出去估计谁都不
会信，但事实就是如此。而这一“毛
病”在李丽本人看来也确实是难
以启齿，就连以前经常骂她的妈妈
现在对此都不吱声了。

李丽是在农村长大的，她小
时候也和很多孩子一样经常尿床。
但和别人不同的是，李丽的妈妈是
个特别暴脾气的人，每次一发现她
尿床了，就会把她骂一顿。到了5
岁的时候，当其他孩子都不再尿床
的时候，李丽却还是“死性不改”，
为此，妈妈骂得也就更凶了，有时
候甚至还会使劲在李丽的屁股上
打。“让你这么没记性，我就不信了，
打你一顿你还不长记性？”李丽说，
每次妈妈就是这么打骂她的。随着
妈妈打骂的次数和自己尿床的次数
越来越多，李丽也变得不太爱说话。

因为是在农村长大，家人也都
觉得她身体上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就从来没有带李丽去医院
检查过。李丽自己很无奈，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在晚上睡
觉的时候总是会尿床。“每次醒来，
感觉到自己的裤子湿了就特别无
语，可是又不敢跟家人讲，每次都
偷偷跑到厕所换了再睡。”这是李
丽上初中时的情形了。有一次尿床
还是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又劈头盖
脸就把她给骂了一顿，而且还当着

很多人的面讲这件事情，生怕别人
不知道一样。这让李丽特别的难堪，
只要妈妈一说这个，她就立马走开。

“每次看到床单湿了一大块，就觉
得压力很大，也在心里默默告诉自
己下次一定不尿床了。”

因为经常会尿床，李丽从小到
大从来没有在别人家留宿过，有
时候好朋友再三挽留，她就是不
肯，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秘
密，但在不知情的朋友看来就是不
给面子。因为这个事情，李丽还和
好朋友闹过几次矛盾。不仅是留宿，
李丽也从不和别人同床睡，读书的
时候，一个玩得特别好的女同学，
有时候冷就想两个人挤一个被窝，
可李丽却坚决不让。

读完初中，李丽就去读了中专，
可是尿床的习惯还是照旧。为了不
让同学发现，睡觉的时候，她就会
偷偷的在屁股下面放一个塑料袋
子，早上趁同学还没起来就去换了
尿湿的裤子。中专毕业以后她去了
深圳打工，住在集体寝室，害怕
被室友发现自己尿床的毛病，她申
请上了几年的夜班。几年下来，长
期劳累导致她身体虚弱，尿床的毛
病一点没变，反而变得性格内向、
自卑。

今年年初，在好友的鼓励下，
李丽终于走进了医院。医生称她得
了隐性脊柱裂，这是一种神经系
统发育不完善的疾病，是导致她
尿床的部分原因。但医生同时也告
诉她，即使这样，也是可以控制的，
有不少患者就改正了尿床的习惯。
但她之所以还会这样，很大原因
是精神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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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尿床是孩子们成长中的“专
利”，每个孩子在小的时候都尿过床，
这也是其成长发育所必需经历的一个阶
段，因此，孩子尿床时，家长切记别让自己
的言行伤了其自尊心。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
通常情况下，3 岁开始，儿童控制排尿的功
能逐渐成熟，能在睡眠中感受到尿意而醒来
排尿。5 岁以上仍尿床而自己不知道的，每周
两次并持续半年以上，称之为儿童遗尿症。
这时候家长最好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看是否
是身体方面的某些原因导致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遗尿对孩子的心理
创伤更大，往往使其性格内向，有不同程度
的自卑心理。因此，在这里特别提醒家长，
不能再过度指责，因为当他们尿床时，自己
会感到不安和自责，而这种心理已经是对自
己的惩罚了。如果这时家长还加以责骂，无
非是在给孩子雪上加霜，将其推向更加糟糕
的境地。“问题孩子”出自“问题家长”。

案例中的李丽确实是因为身体存在一些
原因才导致 5 岁以后还会尿床，但家长却因
为本身知识的局限，只一味地责备孩子，造
成孩子在这方面有很严重的心理包袱，从而
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病情的恶化。

我认为，当发生尿床现象时，家长与孩
子进行沟通要注意三点。首先，家长要多站
在孩子的立场和角度去体会他的感受，引导
他思考自己尿床的原因，比如饮食原因、心
理因素等。其次，要懂得调动孩子的主观能
动性，让他自己尝试着缓解尿床的行为。这
样一来，孩子会非常乐于看到好的结果从而
产生积极的行为。最后，家长不能急于求成，
要懂得循序渐进。只有具备足够的耐心，才
能有更好的办法去达到帮助孩子缓解尿床行
为的目的。

——亲子教育专家刘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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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7岁男生常尿床，
上高中了不敢住校

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最近接诊了一例
病例，一个17岁的高中生，在父母的带领下，
来到医院。小伙子看上去特别没自信，总低
着头，不爱说话。原来，他已经有十多年的
尿床史，以至于现在上高中了，都不敢住校，
怕同学笑话。

医生一检查，发现这孩子尿床，除了神
经系统有缺陷外，还与父母从小对他的教育
方式有关。医生发现，身体并不是小张
十多年习惯性尿床的唯一原因，跟他从

小长期受到父母打骂有关，这给他的
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在一定程
度上，加重了他遗尿的程度和时间。

来源 ：《钱江晚报》

调查：广州儿童遗尿症
发病率达7.75%

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进行
了一项调查，该项目共调查了9197人，年纪
在 6～14 岁之间，结果显示遗尿症发病率
约为 7.75%。其中郊区小孩的发病率明显高
于城市小孩，达到15%。而且孩子尿床和父
母的文化程度有一定关系，父母受教育程度
低，孩子更容易患遗尿症。

该病发病率为何会出现地区和文化程
度的差异？蒋小云医生解

释，遗尿症在经济能力
较低、在拥挤的大家

庭和多个孩子共同生
活的环境中较为常
见，父母学历低的
家庭高发的原因，
可能和孩子缺
乏恰当照顾有
关。此次调查
还发现，超过
50% 的家长
对 孩 子 尿
床不重视，
认为长大后

会自然好转，结果耽
误了孩子的诊治。

来源：《羊城晚报》

早产的宝宝更怕疼，你知道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早产

的宝宝似乎比其他足月的宝宝更
怕痛、看起来更加脆弱。有些老
人家还“预言”早产儿长大后会
怕痛。对于家有早产儿的父母来
说，这无疑增加了一份忧心。

为什么怕痛？这跟早产儿早
期的经历和生理原因有很大关
系。

打针大多了。由于是不足月出
生，早产宝宝的身体机能与足月
宝宝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他（她）
一出生便会常面临诸多治疗性的
刺激，例如打针、抽血或吸痰等
的操作。这些治疗带给早产宝宝

的痛感是深刻的，很多时候会伴
随着童年，甚至走过终生。这就
好比“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以至于他们长大后对于一点点的
疼痛都会更怕。

触觉神经更敏感。早产儿的皮
下脂肪比顺产儿的薄许多，使得他
们的触觉神经更加的敏感，这也
容易产生条件反射，加剧了害怕
疼痛的感觉。

身体活力不足。大家可能都
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在十分寒冷
的天气里，若身体遇到碰撞会比
其它时候感到痛很多的。早产儿
身体虚弱，火力不足，血液循环

欠佳也可能加重了出生后的痛感。
早产儿由于体温调节中枢发

育不完善，体表面积大，散热快，
极易造成体温过低。而低体温造
成了早产儿体内的血液不循环而
加重的疼痛感，从而有了更加明
显的条件反射。

减轻疼痛感 
给孩子多一点呵护

如果疼痛感真的伴随早产儿，
听起来貌似早产宝宝真的比足月
宝宝脆弱点。有什么办法让早产
宝宝更强壮点呢？除了足够的营养
睡眠之外，给他们减少疼痛感也

是一个关键的方法。
“便利蜷曲”。这是指当婴儿

侧卧、仰卧或俯卧时，四肢中线
屈曲位且呈放松状态的一种舒适
体位。屈曲体位可同时对本体感
觉、温度和触觉系统给予柔和的
刺激，是一种有效的疼痛干预方
法。

鸟巢护理。使用襁褓或棉布
做成的被子包裹早产儿，使其提
高安全感，提高自我调节的能力，
从而使疼痛减轻。

袋鼠式护理。早产儿的爸爸
或妈妈，以类似袋鼠、无尾熊等
有袋动物照顾幼儿的方式，将早

产儿直立式地贴在父母亲的胸口，
提供他们所需的安全感。

抚触与音乐。通过抚触，可
刺激新生儿前庭、运动感觉系统，
调节行为状态，减少应激行为，
使新生儿产生愉悦的情绪，从而
使疼痛缓解。同时，让有疼痛反
应的患儿听轻柔的音乐，患儿的
疼痛反应可明显降低。

未满10 个月就迫不及待来到
这个世界上的宝宝们，迫切地渴
望与爸爸妈妈见面。虽然随之而
来的是更多的疼痛和困难，但是
父母充满温情的照顾一定能弥补
早产儿生理上的不足。

孩子

尿床，这事谁都干过，可以说我们都在尿床中长大。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另一个

年龄阶段的尿床，青少年时期甚至是成年人。说到这里，我估计你肯定会忍不住惊讶——

大人还会尿床？没错，确实有大人还尿床的，而这除了身体方面的原因外，其中很大一部分

就是因为家长的责骂。因为尿床而被家长责骂的，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可能是长大后就没

有尿床了也就因此而淡忘了，但有些孩子却一直在承受着被责骂的心理负担，以至于成年后都

一直在尿床。

22 岁女孩长期尿床——

尿床是孩子的“专利”，
指责将导致情况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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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孩子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每晚按时
睡觉，睡前记得上个厕所，避免孩子玩得太过疲劳。

　　2、晚饭后少吃甜食和高蛋白饮料，以免口渴；晚饭
后尽量少喝水和饮料、牛奶等。

3、如果孩子在每晚某一时间段都会尿床，那么家长要
给予孩子帮助，提前叫醒孩子起床排尿。　

4、如孩子在 5 岁之后还频繁尿床，建议到医院
检查。长期尿床者，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

支招：孩子常尿床，怎么办？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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