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健康

A112025年2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楼世宇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雷林燕

因为婚姻问题患上抑郁症的
孙先生（化姓）是王禹博的患者。
在给孙先生夫妻俩做心理咨询
时，礼物也是两人的矛盾点。

孙先生属于高收入人群，每
年妻子生日等，礼物都不会缺席，
而且往往是价格不菲的珠宝首

饰。遭遇婚姻危机时，他不平且
困惑：“我经常送这么贵的礼物，
她怎么会说感受不到爱？”

妻子也有自己的委屈——每
次送礼物都像是应付。“他送了我好
几对耳钉，牌子很好，价格很贵。但
是，我没有打过耳洞。”……

在深入咨询后，王禹博发现，
孙先生的“送礼逻辑”和他的成长经
历有关。在父母眼中，往他书包里
塞钱就是爱的表现，不需要其他表
达。恋爱、结婚后，孙先生也习惯只
用昂贵礼物来表达对妻子的爱意，
陷入了物质替代情感的误区。

为啥礼物总送不到女友“心趴”上？
心理医生：用“心意”代替“套路”

“为什么男朋友的礼物总
送不到我的‘心趴’上？”“礼物
又从惊喜变成了惊吓！”……
给女友送啥礼物好，总让男性
同胞发愁。不送礼不行，送的
礼物不合伴侣心意也不行。

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心身科主治医师王禹博说，最
近的门诊和心理咨询中，不少
患者为给女性送啥礼物发
愁。他从专业角度建议，用
“心意”代替“套路”，能让礼物
更好传达爱意。这不仅适用
于情侣之间，也适用于其他关
系。

医生为患者做心理辅导。

“王医生，给女朋友送礼物也
实在太难了。”27岁的工程师小李
在心理治疗室中反复摩挲着手中
的咖啡杯。

去年的一个节日，小李送了
女友一台最新款手机，价格不菲，

女友却不太喜欢。一来价格太
贵，二来她最重视的摄像功能反
而不如便宜很多的手机。今年春
节，他特意买了限量色口红，想着
送口红肯定不会出错。不料，女
友却红着眼眶问：“你没发现我最

近唇炎，都涂不了口红吗？”……
这位能精准调试机械臂的理

工男自嘲，总是猜不中女友的心
思。如果只送鲜花和发微信红包
的话，怕会被女友“钉在耻辱柱上
一年”。

什么样的礼物才能送到对方
“心趴”上呢？王禹博认为，礼物
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被捧在掌心
欣赏的时刻，而在于收到礼物的
人内心会泛起确定的回声——原
来他真的懂我。这种被深度理解
的瞬间，才是亲密关系中最珍贵
的礼物。

礼物的用心程度与关系满意
度呈正相关。一个能准确捕捉对
方需求的礼物，往往意味着对关
系的深度投入。因此，他也建议
工程师小李，不要为送礼物这件
事纠结，更留心女友的喜好，可能
就能找到答案。

怎么选“走心”礼物呢？王禹
博给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建立需求“观察簿”。
具体可以从记录对方近期提到的
高频词、留意生活中的小细节、捕
捉偶然心愿等方面着手。比如，
对方最近经常颈椎痛，可以送按
摩椅；对方提到“想看日出”，那可
以预订山顶民宿；对方经常刷骑
行视频，可以送上一辆越野自行
车。在相处中，也可以建立“专属
密码本”，比如记录对方的鞋码、
衣物尺码、饰品尺码、禁忌等，减
少“惊喜变惊吓”的可能。

其次，可以巧用“缓冲带”保

留惊喜。准备礼物时，可以“说半
句留半句”。比如，“你上次说喜
欢海风味道，对吧？”这可以为送
上海洋系香水做铺垫。

另外，重视礼物附加的情感
表达。王禹博认为，在送礼时，附
上一张手写卡片，往往可以更好
地表达情感。比如写下送礼物的
想法和感受：“选这个因为你曾经
说过。”将礼物与某个特别的回忆
联系起来，也可以附带未来邀
请。比如，送相机时在卡片上写
上“下次旅行你做专属摄影师”
等。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孙梦璐 文/摄

作为精神心理科医生，王禹
博说，节日前，经常会遇到因为礼
物而困扰的来访者。他感慨，礼
物不是爱的计量器，“看见”才是
关系的温度计。

为什么情人节送礼经常让人
焦虑，担心接受者不喜欢呢？王禹
博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总
是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用“我觉得”来代替“你喜欢”，表现
在送礼上就容易出现偏差。

比如，程序员男友送女朋友
炫酷的机械键盘时，会认为“你在
办公室用这个，绝对炫酷”；爱美
妆的女士给丈夫选购“沐浴5件
套”，可能让“老公恨上了洗澡”。
这就像是坚持要孩子穿厚衣服的
父母，用“我觉得你冷”来做决定

一样……
也有不少人吐槽，礼物只是

形式，是消费主义的产物，并无必
要。王禹博认为并非如此。他表
示，适当的礼物很有必要。从心
理学角度看，礼物是安全依恋的
载体，为依恋关系提供安全感；礼
物也是强化情感的纽带；礼物质
量反映关系中的认知深度。

这样送“走心”礼物

“看见”才是爱的温度计

为啥昂贵珠宝让妻子“感受不到爱”？

为啥总猜不中女友的心思？1

2

3

4

骨折后卧床休养
臀部出现“烂洞”
医生：预防褥疮要这样做

近日，73岁的夏爷爷（化名）因摔跤导
致腿部骨折，长期卧床后，臀部竟出现了
一个手掌大小的深陷溃烂伤口。经过宁
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鄞州人民医院）整
形外科团队的精心治疗，目前康复出院。

几个月前，夏爷爷不慎摔倒导致腿
部骨折，经治疗后需要长期卧床休养。
然而，由于家人缺乏护理经验，未及时为
老人翻身，夏爷爷的臀部逐渐出现了褥
疮。起初只是小范围溃烂，但随着时间
推移，溃烂面积不断扩大，皮肤发黑、化
脓，并散发出刺鼻的恶臭味。

夏爷爷的家人带着他辗转多家医院
求诊，但由于老人年事已高，且病情复
杂，均被婉拒。最终，在朋友推荐下，他
们来到了鄞州人民医院整形外科。接诊
医生陈先钱在详细检查后，诊断夏爷爷
患的是“臀部（坐骨结节区）三期褥疮”伴
脓毒血症。

针对夏爷爷的病情，陈先钱及其团
队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分三次手术
逐步修复创面。

第一次和第二次手术，陈先钱为夏
爷爷进行了压疮清创和负压封闭引流
术，有效控制了感染，并促进了新鲜肉芽
组织的生长。随后，陈先钱又实施了局
部带蒂皮瓣移植手术，成功覆盖创面，将
原本手掌大小的“烂洞”逐步修复完整。
经过约两个月的治疗，夏爷爷的伤口基
本愈合。

“褥疮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慢性创面
疾病，尤其多见于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或
患有脑梗死、截瘫等疾病的患者。”陈先
钱介绍，它的形成原因是身体某一部位
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血液循环受阻，组
织缺血缺氧，最终引发溃疡甚至深层组
织坏死。

陈先钱提醒，长期卧床预防褥疮需
做到定期翻身，每2小时帮助患者改变
体位，避免局部持续受压；保持皮肤清洁
干燥，勤换衣物和床单，防止潮湿环境加
重皮肤损伤；合理饮食，保证患者摄入足
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增强机体
免疫力；适当活动，鼓励患者在床上进行
简单的肢体活动，促进血液循环；定期检
查，一旦发现皮肤有异常情况，如红肿、
硬结等，应及时就医处理。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郑瑜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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