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跷不了二郎腿，她漂洋过海回长沙治疗

科普 >>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通讯员 熊杰鹏 朱文青

不能跷二郎腿、不能并腿下蹲、还有长短腿……美国的杨女
士多年来饱受臀肌挛缩症的困扰，特别是生育之后，她左侧腰部、
大腿的疼痛感及左侧坐骨神经麻痹感越来越重，以至于热爱滑
雪和健身的她，不得不终止运动。

杨女士发现国外报道相关疾病的信息不多，于是决定回国就
医。

臀肌挛缩
症 到 底 是 什
么 病？ 出 现
哪 些 症 状 时
应 该 警 惕？
一 起 听 听 医
生怎么说。

医生���������������������������������������������������

3 岁小孩咳嗽老不好是怎么回事
文 / 肖娅（湖南省儿童医院麻醉手术科） 

1. 感染。例如常见的腺病毒感染

引起的咳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恢

复比较慢。可以采取抗病毒治疗，比

如使用雾化吸入干扰素等，同时可以

加用糖皮质激素来进行雾化，临床上

常用的是布地奈德，再加上支气管扩

张剂。如果患者伴有闭塞性细支气管

炎，必要时需要口服或静脉用激素治

疗。还有一部分小孩可能是支原体或

者是衣原体感染，由于大环内酯类药

物耐药，导致孩子对药不敏感，从而

引起孩子咳嗽总也不好的情况，需要

及时更换抗生素。2. 过敏。还有一部

分小孩咳嗽老也不好，可能是过敏引

起的，表现为晨起、夜间和运动后咳

嗽明显，要注意排查过敏原，同时要

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

如何发现儿童恶性肿瘤的蛛丝马迹
文/罗海燕（湖南省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

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发现儿童恶性

肿瘤的蛛丝马迹呢？儿科专家提醒，家

长发现宝宝出现以下情况时要引起重视：

突然脸色苍白、贫血；身上出现出血点、

瘀点、瘀斑；不明原因的牙龈出血、鼻

出血；持续性发热或反复发热、体重下降；

眼眶青紫、眼球突出；不明原因的呼吸

困难或吞咽困难；非外伤引起的骨痛、

跛行、关节痛；无痛性淋巴结肿大，包

块颈部、腋下、腹股沟等，特别是短时

间内明显增大；腹部、四肢、头部、背

部等部位突然发现包块，特别是无痛性

肿块；突然出现的呕吐、视力障碍、头

痛、步态不稳易跌倒等。因此，家长们

平常要对小孩“多看看、多摸摸、多问问”，

发现�常时，如果��不�一�要及时��常时，如果��不�一�要及时�时，如果��不�一�要及时�如果��不�一�要及时���不�一�要及时�

医院检查。

 

新生儿夏天�������������
文 / 易娟（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新生儿皮肤比较娇嫩，体温调节功能还

未发育完全，体温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如

果穿的衣服过多，可能会导致新生儿出汗过

多，起痱子。因此，通常需要根据新生儿的

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衣服。如果天气比较

炎热，室内温度较高，可以适当给新生儿穿

薄厚适宜的衣服，有利于促进热量的散发，

从而降低痱子的发生概率。如果天气比较阴

冷，建议适当给新生儿添加衣服，以免导致

新生儿受凉，引起感冒的情况。夏天不建议

给新生儿穿太多衣服，如果穿太多衣服，可

能会影响到新生儿的正常散热，容易引起感

冒。夏天也不建议给新生儿穿露脐装，因为

此时新生儿的腹部还没有完全发育成型，如

果穿过紧的衣服，容易对腹部造成压迫，引

起腹痛、腹胀等不适症状。另外，新生儿出

汗后还需及时擦干，避免受凉。

     

胃溃疡��������������
文 / 曾先华（长沙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  

胃溃疡形成的原因，大部分是由幽门螺

杆菌感染导致，也与部分患者口服阿司匹

林等非甾体类抗炎药以及基础胃酸分泌过

多有一�关系。1. 幽门螺杆菌导致。如果

患者胃内存在幽门螺杆菌，而且长期感染幽

门螺杆菌，会导致胃溃疡的形成。2. 药物

导致。部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如果长期、

大量口服阿司匹林等非甾体类抗炎药，会

导致胃溃疡形成。3.胃泌素瘤等疾病。这类

疾病可导致胃壁细胞分泌的基础胃酸过多，

从而导致胃溃疡。4. 其他诱发因素。情绪波

动等应激反应，吸烟、喝酒、不规律饮食，

都可诱发胃溃疡。一旦确诊为胃溃疡，患者

需要系统、规范化治疗，避免出现胃溃疡出

血、穿孔等严重并发症，要规律进餐、合理

休息以及避免情绪波动，以便最快、最有

效地治疗。

跨越山海的医患情
“为什么别人能做的姿势我做不

了？”杨女士�，��小步态�常，��，��小步态�常，��小步态�常，�

路呈外“八字步”，还有长短腿，左下

肢明显短于右下肢，在别人看来���在别人看来���别人看来���

的跷二郎腿、并腿下蹲等动作��无�无无

法完成。

在生育之后，杨女士的腰部和大

腿疼痛症状愈发严重，经过网络搜索，

加上�己幼时有多次臀部肌肉注射史，

杨女士判断，�己可能患上了臀肌挛

缩症。

杨女士了解到，长沙市中心医院运

动医学科主任李良军擅长关节镜下微

创治疗臀肌挛缩症。��，��系上症。��，��系上。��，��系上

了李良军。

李良军通过视频看了杨女士的步

态、下蹲姿势，又综合其�身病史，

初步判断�符合臀肌挛缩症的诊断�症的诊断�的诊断�

�，建议�回国来医院做手术。

杨女士迅速与家人沟通、与公司

请假协调，终于跨越汪洋大海、远赴

长沙进行治疗。

李良军通过检查，再次确认�符

合臀肌挛缩症的诊断��，并马上为症的诊断��，并马上为的诊断��，并马上为

�制�了详细的治疗计划。完善术前

�备后，医院为杨女士实施了臀肌挛

缩关节镜下微创松解术。

术后第二天，���进行功能��，，���进行功能��，���进行功能��，

能在床上完成双腿交叉、跷二郎腿的

动作；术后第三天，�可以�由行�，

完成下蹲动作。

上午出院后，下午杨女士就在家人

的陪同下前往岳麓山游玩。在欣赏着

长沙美景的同时，杨女士感慨：“我见

识到了国内先进的医疗水平，真的非

常快捷、高效！”

主要病�与反复打屁股针�关
5月7日，李良军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介绍，臀肌挛缩症是臀部的肌肉及其

筋膜组织变性、挛缩，进而影响髋关节内

收、内旋等功能，导致患者出现特有步态

和体征的临床症候群。

臀肌挛缩症的主要病因与反复接受

臀部肌肉注射有关，“尤其是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普遍用苯甲醇作为青霉素溶剂

进行臀部肌肉注射，苯甲醇容易引起肌肉

的纤维化，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也与遗传

和免疫等因素有关，常有兄弟姐妹甚至

双胞胎一起来治疗的。”李良军表示，臀

肌挛缩症在“80 后”“90 后”和一部分“00

后”群体中较常见，但�多人并不知道这

个疾病，在他们看来，�路外八字、跷不他们看来，�路外八字、跷不看来，�路外八字、跷不

了二郎腿、两腿并拢不能完全下蹲等这

些情况可能是天生的，只是体态问题，不

是疾病。

�着年龄的增长，�多患者会出现腰

部、臀部、膝关节疼痛，以及长短腿等，以及长短腿等长短腿等

症状，因为臀部两边的肌肉力量不平衡，

骨盆也会发生倾斜，继而脊柱出现代偿性

的侧弯。“症状严重的患者，最常见的问

题就是影响�手动��，因为�不能正��，因为�不能正�，因为�不能正

常地踩刹�和�合�，就�成功�取��合�，就�成功�取�，就�成功�取�

照，��也会�累、�难受。”

一名来�河南的患者让李良军印象深

刻。该名患者坐着洗�，两只�没办法

同时放进洗�盆里，因为他的两只��

得�宽，无法并拢，他只能先洗一个�，

然后旋转身体再洗另一只�。

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臀肌挛缩

症造成的体态和�路姿势的�常，会对

患者的心理产生不良影响，患者往往会

存在不同程度的�卑感，甚至影响正常

的社会交往。

网传体态矫正法治疗无效
现在网上流行的矫正体态的方法对臀

肌挛缩症有没有效果呢？

“那些方法都起不了作用，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李良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他常给病人举例称，臀部挛缩就

像一�橡皮筋，里面有几根没有弹性，导导

致一��都�不长，做手术就是为了在关一��都�不长，做手术就是为了在关

节镜下找到那几根没有弹性的橡皮筋，�

它们剪断，这样一��都可以�长。

李良军介绍，目前关节镜下臀肌挛缩

松解术是治疗臀肌挛缩症最有效的治疗

方法之一，与传统手术相比，关节镜下臀

肌挛缩症微创松解术作为臀肌挛缩症治

疗的革命性进展，在临床应用越来越广

泛，具有切口小、损伤小、愈后快、疤痕

小等特点。患者术后恢复时间快，一般

情况下，术后 2～3 天�可出院。

��症状应警惕臀肌挛缩
李良军提醒，小时候曾有反复或多

次的臀部肌肉注病史，又具有以下症状

的人，应警惕患上了臀肌挛缩症。

1. �路时步态呈外八字，跑步或上

下楼梯时身体可能会左右摇摆。

2.坐下时双腿不能完全并拢，不能像

正常人一样跷二郎腿。

3. 双膝并拢时不能完全下蹲，或者

在下蹲过程中，双膝要先分�，然后才

能蹲下�，称之为“划圈征”。

4. 体格检查时可以发现臀部扁平，

皮肤有凹陷，尖臀，局部肌肉紧张、变硬。

5. 髋关节内收、内旋活动度受限。

由此可能影响某些体育运动，如瑜伽、

跳舞等。侧卧睡觉时，双腿在某些位置

不能完全靠拢。大腿内收时，如果屈伸

髋关节，股骨大粗隆外侧有弹跳感，称

之为 Ober 征（髂胫束紧张试验）。

6. 其它症状。有些患者可能会存在

双下肢的假性不等长、骨盆倾斜和脊柱

的代偿性侧弯；还有一些患者，可继发

腰痛、膝痛和臀部酸痛、肌肉易疲劳。

杨女士（中）
术后和医护人员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