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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结束的 2025 全国两会

上，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提出

将持续推进“体重管理年”行动，

引导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体重门

诊。武汉市有哪些医院开设了减

肥门诊，接诊情况如何，应对肥胖

有哪些“神通”？连日来，记者兵

分多路对此进行了探访。

门诊肥胖儿童越来越多
各种“老年病”盯上儿童

3月中旬，36岁的吴先生在
武汉市第八医院肥胖与代谢病诊
疗中心接受袖状胃切除术，一周减
重31斤，他感叹：“我终于能像正
常人一样，在床上躺着睡觉了！”

吴先生身高173厘米，体重
328斤，BMI达到54.8。重度肥
胖的他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高，
还患有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晚上只能半靠在椅子上睡觉，
一旦“躺平”就会憋醒。这种情况
若放任不管，不但严重损害健康，
还会危及生命。为此，专家团队
为吴先生实施了袖状胃切除术，
预计术后一个月复查时，患者各
项指标都会大幅好转。

不仅是成年人，青少年肥胖
问题也日益突出。上周，14岁的
悠悠在妈妈陪同下，到武汉儿童
医院“儿童糖尿病和肥胖门诊”复
诊。原来，悠悠小时候身材瘦削，
进入青春期后突然胃口大开，不
到两年时间长胖46斤，直达肥胖
标准。看到孩子上三层楼就气喘
吁吁，变得越来越“宅”，家长带她
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一年来，
悠悠遵循医生给出的“生活干预
处方”，调整饮食、作息和运动习
惯，体重减了10斤，个子还长高
了7厘米。

“近10年间，门诊肥胖儿童
越来越多，家长对儿童肥胖和由
此引发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关注。”
武汉儿童医院遗传代谢内分泌科
医生丰利芳介绍，有的孩子血糖
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高、脂肪
肝，各种“老年病”上身，究其原因
都与肥胖相关。

门诊量逐年攀升
肥胖问题带火“减肥门诊”

随着“体重管理”上升为国家
行动，与“肥胖”热搜指数一同攀
升的，还有各大医院减肥门诊的
就诊量。

“2023年、2024年肥胖专科

门诊量均在1.5万人次上下，今年
三个月门诊量已超过 2000 人
次。”湖北省中医院肥胖专科主任
肖明中介绍，门诊就诊患者多为
超重肥胖人群，常合并有多种代
谢问题，该科已形成成熟的中西
医协同治疗方案，受到大家的
追捧。

“我每周坐两次专家门诊，号
一放出来很快就会被抢光，现场
还有不少患者要求加号。”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体重管理中心副主任
代喆介绍，医院从2017年开设减
肥门诊，年门诊量逐年攀升，到
2021年突破5000人次。

武汉市第八医院肥胖与代谢
病诊疗中心负责人熊非介绍，截
至目前，中心已开展重度肥胖手
术60例，收治轻、中、重度肥胖患
者800人，1000多名轻度肥胖患
者正在接受线上、线下饮食健康
管理。鉴于肥胖患者大幅增长，
医院已决定将南院改造为肥胖与
代谢病专病医院。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早在
2021年 7月便开设医学营养减
重门诊，近期门诊量增加一倍。
不过，该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
琦坦言，尽管超重肥胖问题男女

“一视同仁”，但主动到减肥门诊
寻求帮助者，以40岁以内中青年
女性为主，男性减肥意愿普遍较
低，且饮食控制更加困难。

减肥为啥要“去医院”
这些手段助你健康享“瘦”

解决肥胖问题往往需要团队
作战。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包括
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三医
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儿童
医院在内，多家医院均开设有不
同形式的MDT（多学科联合诊
疗）门诊。

3月14日，在武汉市第三医
院MDT诊室，30岁的小赵第一
次参加会诊。屏幕上，一行醒目
的红字记录了他12天来的体脂
变化。他望向围坐在圆桌前的7
位专家，笑称这辈子第一次看到
脂肪“跑”得比体重还快。

2023年底，武汉市中心医院
成立肥胖专病中心，并开设肥胖
专病MDT门诊，加设肥胖症专
病病房。其中，肥胖专病中心由
内分泌科、胃肠外科、临床营养
科、中医科、耳鼻喉科等多科室专
家组成MDT团队，诊疗方案涵
盖生活方式干预、药物治疗、肠道
菌群移植、中医理疗、微创介入减
肥以及减重外科手术等多种
手段。

不同于传统门诊“开完处方
就结束”，武汉市第一医院体重管
理门诊主打“陪伴式减重”：门诊
患者加入专属微信群，医生和营
养师在群内鼓励大家饮食打卡、
运动打卡，并及时作出分析和点
评。有群友表示，以前减肥全靠

“饿”，现在吃饱了也能瘦。
江夏区中医医院充分发挥中

医药特色优势，开展“中药内服+
中医外治”特色项目。目前，该院
针灸科、康复医学科、中医适宜技
术门诊3个科室均开展了针灸减
肥和埋线减肥，助力群众实现“体
重管理”目标。

跟去健身房、美容机构、训练
营相比，去医院减肥有何不同？
受访专家纷纷表示，首先需要认
识到，肥胖是一种疾病，而不单纯
是审美问题。治疗疾病需找准病
因，医生会通过检查排除高胰岛
素血症、高尿酸、甲减等代谢异
常，再来有针对性地控制体重。
从专业性上看，医生给出的减重
方案更科学，手段更多样，安全性
也更高，这是医疗机构区别于社

会面减肥机构显著的优势。

判断胖不胖看这些“硬指标”
医生给出武汉过早新吃法

“多胖算胖，大家的感受可能
各不相同，但在医学领域，超重和
肥胖有客观标准。”武汉市中心医
院肥胖专病中心张旭艳主任医师
介绍，体质指数（BMI）和腰围
（WC）是判断超重和肥胖程度的
常用指标。

江夏区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
负责人徐继周介绍，在饮食方面，
建议患者均衡饮食，增加蔬菜、水
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的摄入，
减少高热量、高脂、高糖食物的摄
入。合理安排三餐，遵循少食多
餐原则，晚餐避免过量进食，以免
造成脂肪堆积。在运动方面，太
极拳和八段锦运动方式强度适
中，适合不同年龄段和身体状况
的人群坚持锻炼。

武汉过早被称为“碳水狂
欢”，好吃但易胖。对此，武汉市
第三医院营养科中级营养医师崔
蔚给出“改良版”早餐食谱，帮助
大家管理体重：热干面减量至1/3
碗，芝麻酱换成花生粉和橄榄油
调制的低脂酱，铺上2/3烫白菜，
配 200毫升无糖豆浆。糯米鸡

“解构重组”，糯米换成杂粮，鸡丁
用去皮鸡胸肉，香菇、笋丁增量，
荷叶包蒸制。蛋酒用米酒煮沸挥
发酒精，打入蛋花后关火，撒零卡
糖和桂花。面窝改以空气炸锅炸
制，油量不到原来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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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第三医院减重MDT门诊专家会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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