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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利医院脊柱外科主任
陈斌辉提醒，针对脊柱侧弯要尽
早筛查、尽早发现、尽早干预。
这套前屈试验检查可以帮大家
简单自测：

让孩子脚跟并拢，双腿伸
直，躯干前屈90°，双手合十，上
肢垂直于地面，家长观察脊柱两
侧是否对称。

如果有脊柱变形和肋骨抬
高，会出现两边不对称，在医学
上称为“剃刀背畸形”，考虑存在
脊柱侧弯的可能，则需要去医院
进一步明确。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张林霞 文/摄

一写作业
就开始像“毛毛虫”一样
扭来扭去
医生：孩子总也坐不端正，或许是脊柱出现了问题

每到寒暑假，因为脊柱侧
弯前来就诊的学生不在少
数。“脊柱侧弯、高低肩明显、
脖子倾斜，有的小小年纪开始
含胸驼背……这些现象还是
比较多的，我上周就接诊了十
几个类似的病例，最小的年仅
9 岁，真的是要重视起来”。
昨天，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
医院脊柱外科李杰博士说。

今年9岁的玲玲（化名）是一名
小学三年级的女生，在一次义诊筛查
中发现有脊柱侧弯，玲玲的父母带着
她到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进一步
诊治。

接诊的李杰副主任医师仔细检查
后，发现玲玲双肩不等高，棘突连线成
S型，腰凹不对称，骨盆不等高，弯曲
角度（Cobb 角）达到 20°，是典型的

“脊柱侧弯”症状，经影像科拍摄脊柱
全长片后确诊。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日前复查发
现她脊柱侧弯症状改善明显，弯曲角度
从最初的20°，减小到现在的5°。

“医生，我们家孩子一写作业人
就开始像‘毛毛虫’一样扭来扭去，总
也坐不端正，在学校体检时查出来有
脊柱侧弯，您看看情况严重吗？”10

岁的星星（化名）在父母的陪同下来
到医院。

在与家属的谈话中，医生发现了
端倪。“孩子总也坐不端正，或许并不
是因为孩子在调皮捣蛋，或许是脊柱
出现了问题。”经过检查，星星X光片
上的弯曲角度小于10°，属于轻度的
脊柱侧弯，目前骨骼还没发育成熟，需
要密切做好随访、定期复查X光片。

“正常人的脊柱从后面看应该是
一条直线，如果脊柱向左或向右的弯
曲角度超过了10°，我们就被认为是
脊柱侧弯。”李杰介绍，脊柱侧弯有很
多种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特发性脊
柱侧弯，这种侧弯大部分发生在青少
年时期，因此被称之为青少年特发性
脊柱侧弯。

一般来说，高瘦的女孩子更容易
出现脊柱侧弯，女性发生的概率相比
男性而言更大。“不同程度、不同年龄

的脊柱侧弯，具有不同的治疗方式。”
李杰提醒，发现了脊柱侧弯，千万不要
过度恐慌，只要能做到早发现、早干
预，大部分人都能通过康复训练、佩戴
支具等保守治疗的方法来达到治疗或
控制侧弯的效果。

但是如弯曲角度已经达到45°以
上，骨骼发育已经成熟、外观畸形明
显，甚至心肺功能受到影响，则需要进
行脊柱矫正手术。

弯曲角度小于10°需注重姿势

管理及定期监测，正常保持年度体
检+预防，防患于未然。

弯曲角度11°— 20° 属于轻度
侧弯，在姿势管理的基础上，需进行运
动康复训练，加强脊柱旁肌肉力量。

弯曲角度21°— 40° 属于中度
侧弯，需要支具治疗+康复运动。

弯曲角度41°— 45° 属于重度
侧弯，需要微创手术+支具+运动治疗。

弯曲角度45°以上 属于严重侧
弯，达到手术标准。

9岁女孩脊柱侧弯 需要支具治疗

特发性脊柱侧弯 多发于青少年时期

如何将脊柱侧弯
“扼杀”在萌芽？

医生给患者做脊柱侧弯医生给患者做脊柱侧弯
监测监测，，检查双肩是否等高检查双肩是否等高。。

“76年前，镇海同义医院（宁波大学附
属康宁医院前身）救了14岁的我一条命，
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没忘！”今年，宁波大
学附属康宁医院将迎来105岁生日。7月
18日，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携手《宁波
晚报》，向社会各界征集院史资料和医院记
忆。当天的这篇征集报道和医院照片，勾
起了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离休干部汪雅飞的
记忆，她立刻打来电话报料。7月19日一
早，记者赶赴汪阿姨家，听她讲述她的康宁
故事。

14岁时高烧不退命悬一线
“家人已着手准备后事”

汪阿姨今年90岁，她回忆：“1948年，
我14周岁。那年秋天，我遭遇了一件关乎
生死的大事。”

她说，她的老家在镇海区清水浦汪家，
家里兄弟姐妹5个。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
的年代，她懂事得很早，从小就是父母的好
帮手。养鸡、养鸭、种菜、做饭……家里大
大小小的活，她都能打理得井井有条。“我
平日里是闲不住的，但有一天傍晚突然就
蔫巴了，晚饭没吃几口就上了床，家里人以
为是累到了，没当回事。第三天，我连起床
都困难，母亲一搭额头烫手，这才知道我发

着高烧。但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卧床
休息。拖了一周，非但没有康复，反而昏厥
了几次。”

直到现在，汪阿姨还记得母亲泪水涟
涟、手足无措的样子。

“那个年代经济条件差，老百姓第一个
想到的总是迷信和土办法。办法都试遍
了，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又过了几天，我变
得神志不清，说不出话来。邻居前来探望，
好心劝我母亲准备后事。说实话，那时候，
家里也彻底绝望了。”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汪阿姨的姐夫
身上。

“姐夫是文化人，在上海的一个公司上
班。他回镇海探亲时，看到我卧床不起神
志不清，着急得不得了，说‘这还不看医生，
命都快没了’。”第二天一早，汪阿姨的二哥
背着昏迷中的她到村里河埠口，坐船前往
同义医院（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前身）。

“看到白大褂和护士帽知道有救了”
长大后曾特地到医院门口参观

“对于这段经历，我的记忆很少。只
记得到了医院后迷迷糊糊睁开过眼睛，看
到白得扎眼的白大褂和护士帽，医生在诊
室里忙忙碌碌。那一刻仍然虚弱，但感觉

自己可能有救了。”打完针，二哥背着汪阿
姨坐船回家。按照医嘱，隔一天二哥又背
着她坐船去同义医院打针。“打了两次，打
完后烧就退了，人也慢慢苏醒过来。事后
二哥告诉我，我得的是恶性疟疾，医生说
晚一步可能就救不回来了。”家人当时喜
极而泣。

然而，疾病并没有“痛痛快快”地消退。
“医生救了我一命，烧是退了，但后遗

症还是吓人，我卧床休整了小半年，一开始
不会说话，后来满头黑发掉得精光，探望我
的人都说我不像人样。”汪阿姨从此留下一
个小毛病：脖子不受控制地轻微摇动，“应
该是恶性疟疾导致的神经系统异常。除了
这一点，这么多年以来，我的身体状况还算
可以。”

参加工作后，汪阿姨曾特意去参观过
同义医院。“心里一直记得这份恩情，是那
里的医生救了我一命。参观那天急匆匆
的，就在医院外围看了一圈。印象中，医院
的门头很高、很气派。”

再后来，汪阿姨一直在海曙区天一阁
附近生活。她说，自己每每看到或听到同
义医院的名字，总会特别留意，“好像冥冥
之中，和这家医院有了一种连接”。她知
道，虽然现在同义医院的名称已经变更成

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但院址一直没有
变过。

这次看到征集报道和医院大门的照
片，她觉得亲切又感慨：“被救的时候14
岁，现在90岁，感觉时光易逝，一眨眼就是
76年。这76年，都是同义医院的医生帮
我‘抢’回来的！”

讲出您的康宁老故事
这些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

如果您自己或上一辈和康宁医院有故
事，欢迎告诉我们。

报料方式如下：
拨打电话0574-87685771（时间：周

一到周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半）
来信请寄：宁波晚报健康事业部收
地址：浙江宁波宁东路901号宁波日

报报业集团5楼，信封上请注明“康宁记
忆”征集活动

邮箱：472635252@qq.com
邮件请注明“康宁记忆”征集活动
请用文字简单描述您和康宁医院有怎

样的渊源，留下相关图文线索，再留下您的
联系方式。只要是有价值的线索，我们的
记者将飞奔过去。

记者 庞锦燕

“76年前，
同义医院救了我的命！”
90岁老人分享康宁故事

上世纪建成的老建筑静静矗立上世纪建成的老建筑静静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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