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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叶酸缺乏

均在年龄
%

5

%

-

岁体检儿童中#可能由于这个年龄段

的学龄前儿童在幼儿园进餐时#存在偏食#不喜欢吃

水果+蔬菜等不良饮食习惯#所以出现叶酸缺乏的情

况)叶酸在加热的过程中易破坏#在喂养中要注意多

补充新鲜蔬菜#勿过度烹煮)新生婴儿的维生素
4

&'

的水平取决于母亲的维生素
4

&'

'

7

(

#婴幼儿肝脏维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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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4

&'

贮存量较少#可在生后
6

%

)

个月#甚至
'

月龄

时就可出现不典型的维生素
4

&'

缺乏症状#如易激惹

和情感淡漠等'

:

(

#所以母乳喂养中#母亲也应注意补

充维生素)

本文通过对
-&:

例体检儿童的
'<"

羟维生素
d

+

维生素
4

&'

和叶酸进行检测#分析了本地区儿童的营

养情况#结果显示#随着儿童年龄增长#

'<"

羟维生素

d

+维生素
4

&'

+叶酸均有下降的趋势)应根据不同年

龄段设定相应的参考范围#以便医生更好指导家长合

理喂养)而家长应定期给儿童体检#根据儿童在不同

年龄段按自身的身体情况调整辅食和进行药物补充)

但是#过量摄入合成叶酸也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

&*

(

#

所以要适量补充#注意剂量)要有适当的室外活动#

多与阳光接触#少涂抹防晒产品)同时注意避免因偏

食而引起营养性的疾病)当贫血儿童同时存在维生

素
4

&'

和叶酸不足#常规补铁治疗效果不佳时应考虑

适当补充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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