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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三
周了，开学后，发现孩子出现近视
需要配镜的家长不在少数。各大
医院的屈光科、配镜中心迎来了一
波开学就诊潮。针对接诊中发现
的常见误区，眼科专家提醒，当孩
子出现看黑板不清晰、眯着眼睛看
电视等症状时，应先区分是真性近
视还是假性近视，再确定是否需要
配眼镜。此外，孩子在5至7岁的
年龄段是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
家长应密切监控，如果每年度数增
加过快，可考虑进行一定的医疗干
预，控制近视进展速度。

趋势：
屈光就诊年龄提前
每年的寒暑假及刚开学的时

段，是学生们配镜的高峰时期。中
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屈光专科教
授杨晓介绍，对比以前数据，这几
年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趋势。

杨晓表示，随着家长对孩子近
视认识的提高，带孩子定期检查视
力的年龄段有所提前了，特别是一
些家有近视大宝的家长，会有意识
提前带二宝前往医院做视力检
查。此外，如今学前教育活动增
多，孩子看屏幕时间增加，近视年
龄也在提前。以往因视力问题前
往医院就诊的学生以三、四年级为
主，如今学龄前儿童出现近视的比
例在逐年增加。

中山眼科中心刘奕志教授团
队表示，研究 10年的青少年儿童
近视大数据结果显示，“5至 10岁
是近视发生和进展的高峰期，到
20岁一般稳定在600度以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少孩子
在入学后才开始出现近视，但是从
数据曲线来看，在近视发生前几
年，曲线的走势已经形成。因此，
专家提醒，家长在学龄前阶段就应
该引起重视，特别在3至6岁这个
年龄段，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这
个时候可以介入做好预防近视的
相关工作，除了带孩子定期检查视
力外，还应该帮其养成健康的用眼
习惯，及时纠正不良的用眼姿势。
否则，一旦近视出现，则无法逆转。

提醒：
未雨绸缪，准确验配
在临床中，杨晓发现，不少家

长对于孩子近视的干预缺乏正确
的认识。

她介绍，曾有一位家长，带着
二年级的孩子前来检查视力，一查
发现已经是400度近视了。这位
家长表示，此前知道孩子近视，但
是担心孩子这么小，配戴眼镜会越
戴度数越深，因此尽量让孩子坐在
黑板前面，直到如今实在无法看清
了，才到医院配眼镜。

对此，杨晓表示非常可惜，“如

果这个孩子在近视早期及时做检
查，配戴度数合适的眼镜，那么很
可能减缓度数加深的进度，到 18
岁成年稳定后，度数可能控制在
500度以内。但是现在才二年级
就400度了，后续的近视度数仍然
会发展”。专家介绍，孩子出现近
视后，近视趋势曲线随着发育过程
发展，这时候通过配戴眼镜矫正视
力，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介入，帮助
纠正不良用眼习惯，有助于控制近
视进程，这样发育定型后近视度数
不至于过高。

当怀疑孩子近视时，一些家长
选择直接到一些机构配镜或者进
行仪器训练等。杨晓提醒，当有症
状发生时，家长应先正确区分孩子
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再确定
是否需要配镜。假性近视通常是
一些孩子短时间内用眼过度，或是
长时间聚焦近的事物，致使眼球睫
状肌处于绷紧状态，导致看远的时
候进入眼球的光线出现了改变，出
现看远模糊，但是通过散瞳等方式
放松了紧绷的肌肉，孩子的视力可
恢复正常。

确定是假性近视后，也不可忽
视，要注意用眼卫生和放松眼睛，

有助于降低发展成为真性近视的
概率。很多家长会抱着逆转的希
望，带孩子去一些矫正中心进行各
种训练。杨晓提醒，家长切勿盲目
给孩子进行仪器训练。事实上，只
有弱视才要做一些仪器的训练，弱
视治疗仪不等同于近视治疗仪，两
者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机制。弱视
视力矫正低下，需要更多的视觉刺
激视觉发育；而近视矫正视力，需
要减少近视的刺激，增加户外活
动，所以目前尚无用于减低近视度
数的仪器。如果拿着弱视治疗仪
当成近视治疗仪，近视的人做太多
的近距离视物训练，只会刺激近视
度数或者眼轴升得更快。

建议：
爱眼护眼，正确防控
当近视发生时，可以通过配戴

眼镜、改善用眼习惯等方式，努力
减缓近视度数的发展进程。不过，
当近视进展过快时，也要提高警
惕，及时做好相关检查。

杨晓介绍，一般来说，如果每
年加深75度，可以定性为进展型
近视。过快的近视进展容易导致
高度近视及相关不可逆的致盲眼

病发病风险的增加。因此，如果近
视进展过快，建议进行一定的医疗
干预，控制近视进展速度。

根据已有的科研结论，目前能
有效控制近视进展的方式包括光
学干预和药物。光学干预方面，对
于进展型近视，常见的有配戴OK
镜。但是专家提醒，OK镜属于医
疗产品，并非适合于每个人，如果
操作不当或护理不当，可能引起并
发症。“所以，无论是OK镜还是药
物干预，都要在专业的医疗机构以
及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做好近视的防控工作，还应该
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着手。

杨晓提醒，学生学业繁忙之
余，也应该保持足够的户外活动时
间，每日白天户外活动两小时为
佳。对于居家环境的光线布局，专
家提醒，应尽量使用阳台等户外场
所学习。因为白天的日光为复合
光线，具有自然光的多光谱，比室
内灯光光线更利于眼睛。当夜晚
在卧室内复习功课时，应在室内环
境大灯基础上，设置可以调节光度
的台灯，针对不同纸质的阅读材
料，调整光源强度。

（梁超仪）

开学配镜忙 先分清“真假”

痰是人体津液代谢异常产生
的病理产物，也是很多病的致病因
素。中医常说的痰包括经咳嗽、呕
吐排出体外的有形之痰，也包括不
可见的、弥散于全身各经络脏腑组
织的无形之痰。中医认为，“百病
皆因痰作祟”“怪病多痰”，因此，化
痰能防治很多疾病。

痰阻于肺。咳嗽、咳痰是呼吸
科许多常见疾病的共同症状，如慢
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支气管哮喘、慢性咽炎等，痰液既
是这些疾病发作产生的病理产物，
同时，痰液排出不畅，停聚于肺，又

会加重病情。故中医主张“化痰利
肺”，即化痰排痰的同时还要疏利
肺气，使肺脏气机调和，防止痰液
停聚，可服用止嗽散。如痰量多，
有舌苔白腻等痰湿症状的患者，则
应燥湿化痰，推荐服用二陈汤、三
子养亲汤等。

痰阻于心。中医认为，心是人
体的“君主之官”，痰液随人体气机
经络流窜，蒙扰心脏时，就会导致
神志活动紊乱。例如，痰火上扰心
窍，就会出现烦躁、失眠、多梦等症
状，可采用清热化痰安神的方法治
疗，如黄连温胆汤等。如痰浊蒙蔽

心窍，神明失用，则会发生意识昏
迷或模糊的重症，这时可采用化痰
开窍的治法，如服用安宫牛黄丸、
苏合香丸等。

痰郁于肝。肝主人体的情志
活动，情志不畅会导致肝气不舒，
使得痰气胶结，诱发疾病。痰郁于
肝主要表现为胸胁胀痛、易怒善
郁、咽中如有异物等，治疗应采用
疏肝解郁化痰的方法，如服用半夏
厚朴汤、四七汤等。

痰阻经络。《黄帝内经》记载：
“经脉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
虚实，不可不通。”经络有运行全身

气血、联结四肢百骸的重要作用，
当痰液流窜阻塞经络时，就会使人
体气血运行受阻，引发相应病症，
如头晕、手足麻木、偏瘫不利等，治
疗宜采用化痰通络的方法，代表方
有真方白丸子、解语丹等。

从日常生活调理，也能远离痰
瘀困扰。1.防寒保暖，避免外感。
外感邪气侵犯人体，会阻碍人体气
化功能，使得津液在体内积聚产生
痰液。因此，注意天气变化，适当
添加减少衣物，避免感冒受寒，有
助于防止痰液的产生。2.调畅情
志，不生闷气。气机郁结，就会导

致津液内停成痰，故平日应保持良
好的心情状态，培养广泛的兴趣爱
好。3.饮食规律，避免肥甘。过量
食用肥甘厚腻等食物会导致痰液
产生，老百姓也有“鱼生火肉生痰”
的说法，故日常应该养成健康的饮
食习惯。4.避免劳累，适度锻炼。
过度劳累、脾脏肾脏亏虚都会导致
人体正常机能障碍，水谷运化发生
异常，产生痰浊等病理产物。因
此，避免劳累、适当休息、适度锻
炼，会增强人体正气，提高抵抗病
邪的能力。

（张洁）

化痰能治很多病

几乎人人都知道高血压是
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
因素之一，但很多高血压患者
仍做不到每天多次测量血压。
白天一次的血压其实很难反映
真实的血压水平，忽视了清晨
高血压，还可能错过心脏不适
发出的警示信号。

医学认为，清晨醒后、服药
前、早餐前的血压测量结果，即
早晨6点至 10点的血压，叫作
清晨血压。若家庭清晨血压≥
135/85毫米汞柱和（或）诊室血
压≥140/90 毫米汞柱，即为清
晨高血压。这一指标属于每日
血压生理变化“两峰一谷”中的
第一个高峰，此后，血压会逐渐
下降，到下午 5 点至 6 点到达
第二个高峰。

清晨高血压的波动会对心
脏、大脑、肾脏和血管等产生严
重损害，是心血管事件高发的
首要危险因素，亚洲人群尤其
需要控制清晨高血压。流行病
学调查显示，约有40%的心肌
梗死和29%的心脏性猝死发生
在清晨时段。此外，权威杂志
《高血压期刊》近期刊登一项研
究称，平时血压正常的人，如果
清晨血压过高，也可能预示其
存在心脏左心室肥厚问题。左
心室肥厚正是出现心脏病的潜
在因素之一。

该如何管理清晨高血压？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正确测量血压：清晨起
床后1小时内，通常为6点至10
点，在未服药、未吃早饭、已排
尿后，取坐位测血压；晚上应在
睡觉前，坐位休息1至2分钟后
再测。

2.合理服用药物：最佳血
压控制方案应该是保证降压疗
效覆盖整个24小时。若服药
后，清晨高血压仍控制不佳，可
在医师指导下换用长效降压药
或者复方制剂。在药物调整期
间，至少保证每周测量5天。

3.坚持日常管理：限制运
动强度；限制食盐摄入，每天最
好不超过6克；减少脂肪摄入；
尽量不吸烟、少饮酒；坚持规律
服药，并保证早晚各测1至3次
血压；坚持定期随诊；保证良好
心态和充足睡眠。

4.时刻保持警惕：做好“三
知道”，知道控制清晨高血压的
重要性，知道坚持测量清晨高
血压并准确记录的重要性，知
道坚持每天清晨服用长效降压
药的重要性。 （人民）

清晨血压高
心脏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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