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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微量元素检测禁令遭遇“软执行”

惩罚违规应有“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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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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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要结合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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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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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2月 3日电）

儿童微量元素检测：不靠谱、没必要

医院开展该检测主要为创收，除血铅外无任何临床意义

专家：孩子只要正常饮食，一般不缺微量元素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周婷玉 张丽娜 仇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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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量元素检测，除了血铅外，其他项目没有一

点价值。 ”一家三甲综合医院检验科医生小鲁举例

说：“查血钙是史上最坑人的项目。 人体只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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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的学生

都检测过微量元素，近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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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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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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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7 月

起也取消了这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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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元左右，

高的近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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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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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个左右标本，

每年幼儿园体检还有很多额外的标本，全年将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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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元检测，结果略微缺锌，医生给开了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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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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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补钙过量会致高钙血症、脏

器组织钙化等；锌过量则会导致孩子胃肠道不适。

利益催“大”微量元素 误导滥补藏有隐患

不靠谱的微量元素检测大行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