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部不对称、骨盆倾斜、高低肩……若孩子出现这些症状，可能存在脊柱
侧弯。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疾病，已成为继肥胖、近视后威胁青少年健康的第三
大隐患。

5月21日是世界脊柱健康日，记者采访相关专家，一起来听听：脊柱侧弯
有哪些危害？如何“第一时间”发现病症？怎样科学治疗和预防？

小心！
脊柱侧弯正在伤害孩子的健康
新华社记者 李恒 田晓航

10至16岁多发，青少年发病率达2%至3%

正常人的脊柱从背面看应是一条直
线，如果出现了“S 形”或“C 形”弯
曲，就属于脊柱侧弯。简单来说，就像
一棵树“长歪”了。

“脊柱侧弯多发于10至16岁儿童青
少年。据统计，我国青少年脊柱侧弯的
发病率在 2%至 3%。”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院长助理、骨科常务副主任孙浩林介
绍，最常见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占青少年
病 例 的 八 成 以 上 ， 目 前 病 因 尚 未 明
确 ， 可 能 与 遗 传 、 骨 骼 发 育 等 因 素
相关。

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脊柱外科副

主任医师胡明指出，脊柱侧弯会导致孩
子肩膀左右高低不平，背部隆起，形成
驼背，骨盆倾斜，走路时可能出现跛
行，影响孩子体态和自信心；严重侧弯
可 能 会 压 迫 胸 腔 ， 影 响 呼 吸 系 统 发
育，出现肺活量降低、心脏病表现；孩
子还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社交回
避等心理问题。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正处于高峰
期，脊柱侧弯进展迅速。如果长时间保
持同一姿势不动、坐姿不正、睡姿不
良、缺乏运动、玩电子产品等都可能导
致脊柱侧弯问题日趋严重。”胡明说。

“四个自我评估动作”，针对性调整预防干预策略

脊 柱 侧 弯 早 期 没 有 明 显 症
状，具有一定隐蔽性。专家介
绍，一些青少年习惯穿宽松衣
服，平时经常低头驼背，如果

家长没有这方面健康意识，早
期很难发现孩子是否存在脊

柱侧弯问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

科主治医师越雷推荐家
长运用“四个自我

评估动作”，测
试孩子是否
存在脊柱异
常：一是让
孩子脚跟并
拢，双腿伸
直，手臂自

然下垂，双目平视前方，观察孩子肩膀
是否对称，两肩是否一高一低；二是让
孩子弯腰90度，观察背部是否有一侧明

显 隆 起 ； 三 是 检 查 孩 子 骨 盆 是 否 歪
斜，双髋是否水平，有没有一边高一边
低；四是让孩子靠墙站立，检查脊柱是
否偏离中线。一旦发现可疑迹象，应及
时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筛查评估。

据了解，我国高度重视脊柱侧弯防
控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开展青少
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动；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脊柱弯曲异常防控技术相关
指南，提出将脊柱弯曲异常筛查项目纳
入每学年或新生入学体检内容。

多地积极响应和实践，有针对性地
调 整 预 防 干 预 策 略 。 如 ， 北 京 构 建
市、区、校三级身心健康评价指标体
系，结合学生健康数据变化趋势，提出脊
柱侧弯等方面评价指标；云南开展青少年
脊柱侧弯公益讲座，推动科学健身服务和
科学知识下沉基层；河北省新河县卫生健
康局组织医务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包括脊
柱侧弯筛查等学生健康筛查活动……

尽早分型开展治疗，让“弯曲的幼苗”向阳生长

胡明强调，及时干预和系统治疗对
于 脊 柱 侧 弯 患 者 来 说 至 关 重 要 。 建
立“筛查—诊断—治疗”全周期健康管
理闭环是提升防治效果的关键。学校体
检筛查中若发现脊柱侧弯 Cobb 角大于
等于 10 度的疑似病例时，应立即上报
学校并通知家长，同时协助联系专业医
疗机构进行诊疗。医疗机构确诊后应根
据 分 型 尽 早 开 展 治 疗 ， 把 握 最 佳 时
机，避免延误病情。

“脊柱侧弯的治疗需要根据孩子年
龄、弯曲角度、进展速度进行个体化治
疗。”孙浩林说，侧弯 Cobb 角 20 度以
内且骨骼发育接近完成的孩子，可定期
复 查 ； 侧 弯 Cobb 角 20 度 至 40 度 之
间、仍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需佩戴
支 具 抑 制 侧 弯 进 展 ， 并 配 合 康 复 训
练；若侧弯 Cobb 角超过 40 度或保守治
疗 无 效 、 存 在 明 显 外 观 和 功 能 障 碍
时，建议进行脊柱矫形手术。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伤科
专家魏戌看来，青少年脊柱侧弯属于中
医学“筋骨病”范畴，与古代文献中记
载的“背偻”“龟背”等描述相似。可
因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脾胃失养、劳倦
所伤等病因导致筋骨失衡，进而发病。

“该疾病重在防治结合，中医手
法 、 传 统 功 法 、 中 药 内 服 、 针 刺 疗
法、艾灸疗法等适宜技术可在青少年脊
柱侧弯的治疗与康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魏戌说，接下来团队将在中国工
程院朱立国院士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等项目资助下，组织开展青少年特发
性脊柱侧弯的中医方案临床研究工作。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应成立省级脊
柱 健 康 管 理 中 心 ， 整 合 骨 科 、 康 复
科、中医科、心理科等科室资源共同为
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同时建立立
体化防治网络，帮助更多青少年挺直
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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