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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黄伊娜

实习生林鹭通讯员陈苹

长达两三个月的暑假，不仅

是“学生党”休闲娱乐的好时候，

更是他们进行相关手术的好时

机。近来，他们中就掀起了“割一

刀”的热潮。

记者走访发现，暑期不少高

中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会选择割

双眼皮让自己“变靓”，或做近视

矫正手术让双眼“变亮”。还有不

少家长带着儿子到医院割包皮，

既能解决“男题”，又不影响日常

学习。

记者从厦门市儿童医院了解

到，随着暑假的到来，该院包皮环

切的手术量明显攀升，最多时一

天有四五十台，相当于每天有一

个班的孩子来做手术。不过，医

生提醒，并不是每个男孩都需要

进行相关手术，还是要根据个体

情况判断。

有时一天做四五十台手术
10岁的小鹏（化名）最近正

准备做包皮环切手术，他的母亲

林女士告诉记者，其实孩子三四

岁开始就偶尔会轻轻抓挠隐私部

位，因为频率不高，便没太注意，

“以为只是洗澡没洗干净”。直到

这两年小鹏抓挠的行为越来越

多，前几个月她和小鹏的姨妈聊

起时，才知道可能是包皮的问题，

这才带孩子到医院检查，果真是

包皮过长，需要手术切除。趁着

放暑假，林女士便带孩子去解决

这个“男题”。

小鹏的情况并非个例。昨日

记者在厦门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门诊看到，诊室外有不少家长带

着儿子在等候看诊。据记者观

察，在诊室中看诊的大部分孩子

是准备做手术、前来开单排期的，

或是做完了手术来检查恢复情况

的。

在该院泌尿外科病房，记者

见到了刚完成一台包皮环切手术

的泌尿外科主任周维。周维告诉

记者，今年7月进入暑假以来，科

室门诊中咨询包皮手术等的孩子

大约占到了八成，手术量多时一

天要做四五十台包皮环切手术。

来割包皮的孩子多在 7 岁-15

岁。“相较而言，暑假手术量会比

寒假多，因为寒假时间更短，而且

天气冷穿衣多，手术更不方便。”

周维说。

做手术要视情况而定
据了解，包皮对男性生殖器

起着保护、免疫的作用。包皮正

常的情况下，阴茎头可以完全外

露。如果包皮过长，就会包住阴

茎头，需借助外力翻开才能完全

露出。如果包皮较为严实地包住

阴茎头，即便用外力也无法显露

出来，那就是“包茎”了。

周维介绍，包皮过长或包茎

会藏污纳垢，滋生包皮垢，导致排

尿不干净、排尿困难、包皮感染，

也可能会束缚阴茎的发育，导致

包皮嵌顿，同时增加阴茎癌的患

病风险。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有

没有明显的包茎，包皮会不会太

长、能不能轻松翻开。如果发现

孩子总是尿频尿急、尿不干净，排

尿时总是尿歪、容易尿湿裤子，或

者经常痒、伸手抓挠，最好带孩子

到医院检查，由医生判断是否需

要进行包皮环切手术。

当然，周维补充道，如果没有

明显的包茎，既往也没有尿路感

染的病史，包皮虽然长但能够翻

开清洗，那么也不是必须要割包

皮，“但平时一定要注意清洁”。

相比于包皮长短的问题，周

维认为，家长更需要注意孩子是

否合并其他生殖系统疾病，如尿

道下裂、阴茎弯曲畸形、瘢痕包茎

等。“这些问题往往家长自己是很

难判断的，学校体检时可能也比

较难发现。”他建议，孩子在5岁

以上、青春期到来之前的这段时

间，可以找专科医生进行一次检

查，及时发现潜在的疾病。

暑假扎堆割包皮？医生：要因人而异
医生提醒，是否需要进行相关手术，要根据个体情况判断

在厦门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家长带着儿子向医生咨询。苏佳妮摄

晨报记者黄伊娜通讯员刘云芳

“我们要用心呵护这颗宝贵

的心脏，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昨日，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

管病医院（简称“厦心”）举行的

“心路感恩 自护启航”第三届心

友会活动现场，心脏移植患者张

先生深情分享着亲身经历，表达

对器官捐献者和厦心医护人员的

感恩之情。

据了解，心血管疾病已成为

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

而不同类型的心血管疾病发展

到终末期，均会出现心功能衰竭

（心衰）。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

植入是挽救终末期心衰患者的

最后希望。作为国家卫健委、福

建省政府共建国家心血管病区

域医疗中心，国家心血管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厦心是

目前闽西南唯一一家常态化开

展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植入手

术的医院，近三年来成功开展了

24例心脏移植和2例人工心脏

植入手术，并为患者提供“全周

期”心脏保障。

搭建平台分享“心”故事
厦心自成立“心脏移植患者

心友会”以来，每年都会举办心友

会活动。在昨天的活动现场，患

者互相交流着心脏移植后的新生

活，厦心专家则以知识竞赛的形

式进行健康宣教，指导大家如何

科学运动、更好促进心功能恢复，

并完善术后随访和心理干预。医

院还给患者免费赠送了体检套

餐。“我们的目的是搭建医护与患

者、患者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平台，

帮患者重树信心，不断提升生活

质量，更好地回归家庭、重返社

会。”厦心副院长吴锡阶说。

去年底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

张先生，和现场病友们分享了自

己的经历。他来自龙岩，2015年

的一天深夜突发心梗，虽然最终

抢救成功，但由于前期治疗时间

拖延得较长，还是留下了严重的

后遗症——心脏室壁瘤，严重影

响心脏功能。几年后，又因感染

了新冠病毒，导致心脏功能不断

下降，他出现了严重心衰。辗转

了多地求医后，他最终来到了厦

心。经厦心团队完善检查及评

估，心脏移植是他最后的出路。

幸运的是，去年11月，他等来了

合适的供体，吴锡阶带领心外科

团队为其进行了心脏移植。术

后，经过医护团队精心照料和康

复训练，他闯过重重难关，从“抬

手的力气都没有”的状态，到后来

可以自己行走，生活质量大大改

善，于今年2月顺利出院。

3年26名患者迎来“心”生
前两周刚出院的戴女士也来

到了活动现场，看上去状态不

错。她今年 35岁，和张先生不

同，她胸腔内跳动的，是一颗高尔

夫球大小的人工心脏。

3年多前，戴女士在怀孕时查

出扩张型心肌病，分娩后症状越

发严重。2023年她又查出了房

颤，虽进行了射频消融手术，但病

情仍在恶化，甚至无法平躺着呼

吸，夜里只能坐着睡觉，双下肢浮

肿严重。转诊到厦心后，经全面

检查，医生发现她已处于终末期

心衰阶段，心脏移植是救命稻

草。但检测评估结果显示，她在

心脏移植后发生排斥反应的风险

很高，于是厦心团队决定为其进

行人工心脏植入。为减少心脏停

跳对心肌的损伤，吴锡阶带领心

外科团队，与麻醉、体外循环及重

症医学科等多学科合作，在心脏

不停跳的情况下，为戴女士进行

了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植入手术，

相当于为戴女士装上了新的“人

体发动机”。

吴锡阶介绍，我国目前每年

心脏移植总量为900余例，患者3

年生存率大于90%，10年生存率

约为60%—70%，换心后可像正

常人一样生活。因整体搬迁，

2021年厦心重新取得心脏移植

资质，2022年又开展了人工心脏

植入技术，建立起了包括药物治

疗、器械辅助支持、人工心肺

（ECMO）技术及心脏移植等在

内的系统治疗链，能为患者提供

“全周期”心脏保障。目前厦心已

开展了24例心脏移植和2例人工

心脏植入手术，手术成功率在

95% 以 上 ，一 年 存 活 率 达 到

91.6%。

“换心人”相聚分享“心”故事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常态化开展心脏移植，提供“全周期”心脏保障

厦心终身荣誉教授廖崇先在活动上致辞。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