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肾脏健康吗？对于这个
问题，很多人会通过身体是否出
现水肿，小便颜色变红、泡沫增
多，以及肝肾功能指标有无异常
来判断，但光靠这些就够了吗？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科主
任中医师刘建璟介绍，有种血尿
的外观与正常尿液一致，只有经
显微镜检查才能发现，因其发病
隐匿且早期无明显症状，不少患
者等身体出现不适再就医时，病
程早已发生不可逆的进展。

通讯员 屈璟秀 罗鑫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宇

日前，31岁女子王女士常感
身体乏力，想起两年前查出镜下
血尿但从未复查过，经人介绍，她
来到刘建璟主任门诊就医。尿常
规提示，隐血++、蛋白+++，红细
胞位相呈多形性，表明王女士除
镜下血尿外合并出现蛋白尿。
刘建璟惋惜地说，因为不重视复
查，王女士错过了最佳干预时
机，肾脏已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刘建璟介绍，尿色呈红色、酱

油色或洗肉水样是人们熟知的
肉眼血尿，常与泌尿系统出现感
染、结石、肿瘤或受到外伤有关，
显微镜下红细胞形态不一且出
现管型异常则是肾小球源性血
尿，多与肾小球肾炎、免疫反应
异常、系统性疾病（如狼疮肾炎）
密切相关。

她介绍，大部分肾脏疾病早
期都只会“静默求救”，人们很难
根据日常细微的变化及时发现，
反而易被当成过度劳累、上火等
不适耽误治疗。

近年来，在江苏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接受血透治疗的人群中，
30—40岁的中青年开始逐步增
多，集中表现为 IgA肾病、梗阻
性肾病、糖尿病肾病、肥胖性肾
病等。其中造影剂肾病需格外
注意，即在血管内使用造影剂后
48—72小时内，血肌酐浓度较基
线水平升高0.3mg/dL，或原基线
水平上升50%—90%，引起的急
性肾损伤。刘建璟建议，具有基
础疾病人群在接受心血管、尿
路、CT/MR等造影检查后，应在
3个月内定期肾科随访。

“静默求救”的肾病盯上了年轻人

除均衡饮食结构、减少熬夜频
次、适量运动等培养健康的生活方
式外，按时体检也是维护肾脏健康
的重要手段。刘建璟介绍，大部分
肾脏病的早期异常会直接投射在
尿常规结果上，因此不仅要关注肝
肾功能，还要注重尿检、血检与肾
脏超声检测，只有这三项检查结果
都正常，才能确定肾脏健康。

尿常规检查中，“白细胞”“亚硝
酸盐”数值常与泌尿道感染、炎症密
切相关，“尿蛋白”“隐血”及“管型”
不仅是肾脏损害的标志物，也是许

多原发性和继发性肾脏疾病活动、
复发和不良结局的预测因子。

血常规可以检测肾功能，当
“肌酐”“尿素氮”等指标出现异常，
通常表明出现肾功能不全或肾脏
疾病已发展至中期。

肾脏超声检测用于判断肾脏
大小、形态结构是否异常。

刘主任建议，40 岁以上人群
即使无基础疾病，也建议每年进行
一次三项检查，有肾脏病家族史或
已经查出肾脏有问题的人群，需严
格遵医嘱，定期至专科随访检查。

■医生建议 “一次三项”定期检查

加强科普，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在线“诊
断”心理问题的视频，先以NPD、
ADHD、抑郁、焦虑等为热门话题
吸引关注，通过话术激起需求后，
再推销课程、保健品、一对一咨询
辅导等收费项目，已经形成较为
完整的链条。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
打造心理博主的教程帖，包括起
号、引流到变现全套流程，小到文
案、字体、配图，大到账号定位、策
划内容、受众分析，一应俱全。

记者发现，在多个短视频平
台的直播间，一些主播自称心理
咨询师、家庭教育师等，宣称可以

“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你的孩
子是不是有厌学、逆反、焦虑、沉
迷手机等表现”“家里孩子有这样
问题的都来加老师，不然找‘白大
褂’可能得休学影响孩子”……有
家长信以为真，纷纷留言或连线
主播求解。

这时，主播就会开始推销课
程、保健品、一对一咨询辅导等收
费项目。直播间里会有非常明显
的“加微信或群聊”等标识，主播
也不断重复“先点关注，加上互助
群”“看屏幕提示添加老师的

‘微’，领取免费试听课程”……为
规避平台禁用词，主播还用“白大
褂”指代医生、用“吃片片”指代吃
药、用“YY”指代抑郁。

在一个直播间的商品链接
里，记者看到多个以“训练营”“体
验营”“成长营”等为名的课程产
品，价格从十几元至几十元不
等。主播声称这些课程可以用几
天时间或几个步骤战胜某个心理
问题，销量多的达几百单。

这样的直播间在短视频平台
不在少数。有的直播间售卖课程
标榜“名师”，价格从299元到599
元不等，销量不低；还有价值
1980 元 的“xx 老 师 粉 丝 见 面

会”，现场听所谓的“心理大咖”讲
课，学习心理知识，面对面解惑。

一名主播透露，视频是促成
与“潜在客户”点对点联系、进而
变现的关键一步。“直播间里卖的
课相对便宜，私聊后会推价格更
高、时间更长的课程。”

多位曾买过此类课程的家长
说，课程内容参差不齐，有些所谓
的家庭教育专家甚至引导家长强
行砸掉孩子手办，来阻止其沉迷

“二次元”；结果不但孩子问题没解
决，和家长的关系反而更僵了，严
重时还会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

雷灵曾接诊过相关病例，家
长看了视频后觉得孩子本身“有
问题”，轻信所谓的“专家”乱干
预。“这样的‘乱投医’行为潜藏风
险，轻者治疗后未见改善，严重者
可能加重孩子焦虑，甚至导致心
理疾病向更深程度发展。”

从在线“诊断”到带货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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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项研究显示，缺乏睡
眠不仅会让人眼眶发黑、无精打
采，还可能改变“脑回路”，比如，
让人更容易相信阴谋论。

诺丁汉大学 12日在其网站
上发文说，研究人员招募超过一
千人参加了两项研究。在第一
项研究中，540名志愿者先是填
写睡眠质量评估量表，然后阅读
了一篇有关2019年巴黎圣母院
大火的文章。文章有两个不同
版本：一个将火灾原因归为阴谋
论，另一个则倾向于意外事故。
在第二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
575名志愿者填写性格问卷，了
解志愿者当时的情绪状态、患抑
郁症的可能性、过去一个月中的
偏执程度以及对一些著名阴谋
论的看法等。

研究人员在《健康心理学杂
志》上发表研究报告说，研究显
示，过去一个月内睡眠不好的
人，在接触阴谋论内容后，更容
易受其影响。

先前心理学研究显示，阴谋
论与人格特质有关：缺乏安全
感、偏执和容易冲动的人更容易
接受阴谋论。本次研究结果也
显示，抑郁也在偏向阴谋论方面
起了一定作用。

研究第一作者、诺丁汉大学
社会心理学助理教授丹尼尔·乔
利说：“睡眠对心理健康和认知

功能至关重要……睡眠不足已被
证明会增加抑郁、焦虑和妄想症
的风险。这些因素也会导致阴
谋论的产生。”研究人员说，这一
发现十分重要，它意味着提高睡
眠质量可以让人更好地“批判性
地评估信息，抵制误导性叙述”，
防止阴谋论扩散。

睡眠不足是不少人面临的问
题。研究人员说，学龄前儿童每
天需要10至13小时睡眠；小学生
需要9至11小时；14到17岁青少
年需要睡8至10小时；成年人则
需每天至少保证7小时睡眠。睡
前少玩手机、午后不摄入咖啡
因、保持卧室温度适宜、晚上少
喝酒等都有助睡眠。 据新华社

“NPD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缺
乏同情心，利用他人达到自己的
目 的 ，且 不 会 反 思 自 己 的 错
误”……一段时间以来，短视频平
台出现大量关于NPD 的分析视
频，一些热门视频的点赞、评论、
转发量多达数十万人次；不少网
友留言觉得自己符合相关特征，
自行“确诊”后感到迷茫焦虑。

除了看视频给自己“对号入
座”查病，还有一些网友将相关特
征套用到家人、同事或朋友等身
上，进而影响现实社交。28岁的
江小敏刷完关于NPD的视频后，
发现一位同事完全能“对上号”，

“现在我和其他人都会互相提醒，
尽量避免和他接触”。

那么，只要符合视频里的描
述，就是NPD吗？

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
副主任医师李颖说，NPD的诊断
非常复杂，需要考虑一些特质是否
持续存在并导致明显的社会后果
等，不能仅凭某个行为就下结论。

记者了解到，由于精神障碍
等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准确识别
和诊断较为困难，美国精神医学
学会编著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
计手册》对NPD诊断标准多次作
出修订。

同样，备受家长关注的AD-
HD“诊断”视频也不能作为“确
诊”依据。

“家长特别容易受到这类视
频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
健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雷灵
说，孩子成绩不好、孩子性格不够

“完美”、孩子有多动症……之前

就有家长根据视频“诊断”孩子的
行为，甚至轻信一些机构或个人
推荐的“疗法”、保健品或药品。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
治中心副主任黄长群说，相关心
理疾病须由具有执业资格的专业
人员根据诊断标准进行判断，医
生要综合考量症状的严重程度、
持续时间、既往史、刺激因素等，
还要与其他疾病进行辨别，这既
要求专业知识，也需要临床经验。

受访心理专家认为，这类视
频将医学诊疗过程娱乐化、绝对
化，容易引发网友出现自我否定、
焦虑恐惧等情绪，产生不必要的心
理负担；草率地给某类人群贴上标
签，可能导致本身存在精神心理问
题的人加重病耻感，放弃或推迟
寻求专业帮助，影响心理健康。

受访专家表示，在线“诊断”
心理问题视频的火爆，反映出心
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大众关
注，公众的心理健康素养有所提
升。但一些“诊断”类视频专业性
不够，不能起到科普作用，反而会
产生误导，甚至造成心理伤害。

广西桂林市临桂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精防办主任莫丽华认
为，互联网平台应加强对此类视
频的监管，对内容离谱的视频采
取下架、封号等处理；相关部门加
大对互联网心理诊断与治疗违规
惩戒，并针对群众切实需求推出
内容形式更为丰富的公益性科普
视频，给予一定流量倾斜，避免出
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多位一线医务工作者表示，
如今精神心理服务样式更加多
元，除了心理沙龙、团体咨询辅
导，还有以科普为主的冬令营、
夏令营等活动。但旺盛的需求
之下，专业人才短缺、获取渠
道缺失等情况依然存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
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
戴剑建议，进一步健全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扩大心理健康
服务供给，探索从社区、学校、网
络等多渠道搭建专业科普平台，
同时加大对心理、精神卫生等专
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力度。

目前，江苏等地已将部分心
理治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受访人士表示，纳入医保后，更多
人开始知道心理治疗，也有条件
接受相关治疗服务，有助于专业
诊断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广西南宁市心翔心理咨询有
限公司负责人林晓义等专家提
示，公众要增强信息筛选和辨别
能力，从正规渠道学习、了解相关
知识，向专业的精神心理机构、医
院等寻求帮助和支持，对网络上
的相关视频和信息保持理性，不
盲听盲信、据此“确诊”或“疗愈”。

“NPD 有六大特征，遇
到了赶紧跑”“有的孩子看着
正常，其实是 ADHD，快来
测一测”……近期，以在线
“诊断”NPD（自恋型人格障
碍）、ADHD（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等为标题的视频在网
络上大量传播，不少人“被确
诊”。这样的在线“诊断”是
否靠谱、可信？“新华视点”
记者进行了调查。

据新华社

缺乏睡眠会让你更容易相信阴谋论

“对号入座”即可识人查病？

在线“诊断”心理问题，靠谱吗

韩国首尔市汝矣岛汉江公园举
行“汉江睡觉大赛”（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在线“被确诊”NPD（自恋型人格障碍）？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