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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法花样百出
结果并不靠谱

“微量元素检测，除了血铅外，
其它项目没有一点价值。”一家三甲
综合医院检验科医生小鲁说，“查血
钙是史上最坑人的项目。人体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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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生都检测过微量元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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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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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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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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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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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此，北京协和医院没有将

微量元素检测纳入孩子的体检，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自 )&&(年 %月起
也取消了这一业务。

检测引来误导
滥补藏有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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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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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左右，高
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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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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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左右标本，每年幼儿
园体检还有很多额外标本，全年将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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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呼和浩特新城区的赵海燕

说，孩子在防保站花了 (&元检测，
结果略微缺锌，医生给开了 !'&元
的补锌冲剂。北京丰台区的王女士
听说孩子缺锌和钙，一口气买了 (

盒保健品，花费数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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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测有令难行
惩罚措施不硬

“微量元素被人为夸大，一个有
良知、有职业修养的医生不应该开
这个检查。”丁宗一说。微量元素检
测的泛滥，给孩子的成长人为设置
了“暗礁”。

其实，早在 )&&#年，卫生部就
专门下发文件要求：“除血铅检测
外，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不得开展
其他重金属和类金属的临床检测，
不得出具临床检测报告。”这一规定
在现实中明显遭遇“软执行”，凸显
了监管的乏力。
受访专家指出，首先，卫生部门

应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规范其
诊疗行为，废弃不合理、不科学的检
查；医生要有正确意识，要负责任，
合理开出各种检验申请，对违反规
定的医疗机构和医生应有可操作性
的处罚措施。同时要加强培训，提高
医生专业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尤
其是基层医生。
宋红梅表示，医生不能“纸上看

病”。如关于孩子微量元素是否缺
乏，不能简单地凭检测结果做出判
断并开药，更重要的是看孩子的临
床症状、饮食情况以及病史等综合
考虑。“孩子只要是正常饮食，不偏
食，没有先天代谢缺陷，以现在的生
活条件一般不缺微量元素；婴幼儿
时期按医嘱适当补充些维生素 +

和钙即可，而没必要检测。”
其次，要对家长进行宣教，正确

引导，减少盲从性。“与其给孩子补
微量元素，不如给家长多补补营养
知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
医院副主任医师刘景城说。

丁宗一也表示，家长不应太关
注微量元素检测结果是否正常，而应
该多关注些这样的问题：了解各种食
物中都含有哪些微量元素，含有哪些
营养素，如何搭配好一日三餐。
此外，专家们还指出，相关部门

应严格监管补充微量元素药品、保
健品的不实广告宣传，以免公众被
误导。政府部门、社会、家庭等各方
应携手，消除儿童成长过程中人为
增添的烦恼。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周婷玉 张丽娜 仇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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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血查钙 最“坑爹”的体检项目
———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存在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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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三名平均年龄不到 )'岁的青年，日前在
淮南火车站附近一家宾馆的卫生间里自杀。记
者从警方获悉，这是一起由网友在 ,,群上联
络，相约集体自杀的案件。

近年来，“相约自杀”在网络社交群屡见不
鲜，轻生者往往通过网络社交工具传播消极观念
和自杀手法，引发公众担忧。有专家提出，对于在
网上教唆、诱导自杀的行为应纳入法律范畴。
蚌埠铁路公安处淮南所所长张学锋介绍，

在淮南宾馆内自杀的三名青年是一男两女，其
中男青年来自阜阳颍上，两名女青年分别来自
河北和福建。其中王姓男青年是这个自杀 ,,

群的群主。
“当地警方接到男青年父母关于儿子失踪

的报案后，发出协查通知，通过宾馆入住记录，
我们查找到他们聚集在淮南火车站附近的这
间宾馆。办案民警在客房卫生间里找到三具尸
体，旁边还有木炭燃烧后的残留物。房间里还
留有纸条，上面写着他们是自杀的，并且三人
都签了名。”张学锋说。

警方调取王姓男青年的 ,,聊天记录后
发现，早在几个月前，该青年就建立了这个以
自杀为主题的 ,,群。他在群里倾诉，自己大
学毕业前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分手，因此心灰意
冷。很快，他的想法得到另外两名女网友呼应。
她们都一直生活在父母关系紧张的家庭中，自
身遭遇了很多挫折，因此萌发轻生念头。
“自杀情绪像一种传染病，通过网络传播

十分可怕。”张学锋说：“在这起案件中，几个年
轻人在生活受到挫折时，没有寻求正面积极的
鼓励和安慰，而是掉入了通过网络寻求轻生伙
伴的陷阱。作为便捷的网络即时聊天工具，,,

群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网友。以自杀为主题的
,,群，加入者多为厌世、逃避现实的人，他们
在群内发布消极言论，正在成为一个令人担忧
的社会问题。”

据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孙业桓介
绍，在我国，每年约有 )'万人死于自杀，自杀
率高于国际平均自杀率。自杀已经成为位列第
五的死亡原因。
“有数据表明，!'岁至 -*岁是自杀高发

的年龄段。”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心
理危机干预专家夏海森说：“这个年龄段的人
群受到来自家庭、感情、工作多方面压力，最容
易产生抑郁、焦虑情绪，而年轻人一旦压抑得
不到排解，就容易采取极端方式。”
“这些人会有孤独、恐惧的心理，因此借助

网络征集同伴壮胆。这种‘相约’对那些缺乏正
确生命观和意识自控能力的人来说，将产生严
重消极影响。”夏海森分析，通过网络相约自
杀，将个人的情绪和行为传播感染到更多人，
产生一种从众效应，其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
专家认为，遏止网络自杀行为需要建立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预防体系。全国律师协会未成
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孔维钊称，自杀群
的出现和管理是法律上一个盲点。虽然自杀是
个人的行为，但如果本身造成了社会影响和对
他人的伤害，就应该受到监督和控制。“因此，
首先要尽快从法律上界定组建网络自杀社交
群、相约自杀的行为，尤其是必须对怂恿他人
自杀的行为给予及时监控和惩罚，于法律上进
行具体立罪。”孔维钊说。

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 鲍晓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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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相约自杀”
引发公众担忧
专家提出对网络教唆行为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