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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专刊
本刊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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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有人
喜欢极限运动

科学应对崴脚
助您足下生辉

□本报记者 娄刚 文/图

6月 6日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
的主题是“视觉 2020，关注普遍的眼健
康”。鹰城市民的眼健康现状如何？怎样
预防眼病、保护眼睛？在爱眼日到来之
前，记者采访了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医院
的有关专家。

目前，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医院在日
常诊疗中经常面对的主要有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青光眼、白内障、儿童近视斜视等
眼病，这些疾病既有遗传方面的因素，也
和人们不利于眼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对
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导致的眼部病变
缺乏认识、管理不善等有关。

糖尿病可引起多种眼部并
发症

据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医院医教部
主任、副主任医师陈晓凯介绍，糖尿病可
引起多种眼部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就是
视网膜病变，病变可导致患者视力下降甚
至失明。糖尿病病程越长，其发病率越
高。因此，在综合性医院中，内科会为确
诊的糖尿病患者申请眼科会诊，明确其眼
底有没有视网膜病变。前段时间，市区一
位40多岁的男子到眼科医院就诊，该男
子一只眼已经失明，另一只眼也视力模
糊。经检查，患者有肾病和糖尿病。医生
询问得知，这名男子长期生活无规律，喝
酒、熬夜且身体肥胖。

另外，到该院就诊的一位28岁女士双
眼底出血，经检查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
病变。“有许多患者检查眼病时才发现自己
患有糖尿病，可以想象他们对自己的身体
健康忽视到了哪种程度。”陈晓凯说。

陈晓凯表示，糖尿病引起的眼部病变
分为非增殖期和增殖期。非增殖期一般
来说对视力的影响要小一些，治疗效果也
会好一些，而到了增殖期之后，患者的视
力就下降得比较严重，而且治疗起来往往
比较棘手。有的患者甚至视网膜脱落，最
终面临玻璃体切割手术。

“患者如果真有糖尿病眼部病变，也
不要丧失信心。其实只要早检查、早发
现，经过有效治疗，患者的视力长期保持
稳定还有很有可能的，我们这里就有很多
成功的病例。”陈晓凯说。

警惕青光眼

青光眼是另外一种常见眼病。据该
院主任医师樊培松介绍，青光眼是仅次于
白内障的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病，但与白内
障不同，青光眼因为其影响视神经，一旦
发生病变，视力无法恢复，是不可逆性致
盲眼病。

青光眼分为原发性、继发性和先天
性，原发性、先天性的患者多合并有青光
眼家族史；另一类是继发性的，如有眼部
炎症、眼部手术史、“三高”等慢性病的眼
底出血患者、高度近视者、有眼外伤史者
等。

“舞阳县一位 18岁的男青年在科室
治疗青光眼时，发现自己有家族史，就回
去提醒了弟弟。于是，他的弟弟在当地做
了检查，果然也发现有青光眼。因此，有
青光眼家族史的患者务必定期做眼部检
查，查眼底、眼压，早发现早治疗。”樊培松
说，典型的青光眼患者常见的症状是眼
痛、视物不清，多伴偏头痛、恶心、呕吐等，
这些症状常让患者误以为自己得的是头
部疾病或胃肠道疾病，因而找错了医生。

还有的慢性病患者不把眼部并发症
当回事，汝州一位男子到该院就诊时一只
眼患了青光眼，另一只眼正常。樊培松为
他的病眼做手术时，提醒他要注意保护另
一只眼，但这位男子没有听他的话，结果
6年后，另一只正常的眼睛完全失明，现
在只能依靠那只做过手术的眼睛生活。

“叶县一位46岁的女性青光眼患者
情况就不一样，她虽然是青光眼晚期，但
经过及时治疗，加上她平时很注意保护，
现在视力很稳定。”樊培松说。

樊培松告诉记者，外伤也是导致青
光眼的重要因素，而外伤导致的青光眼
有时在多年以后才发病，让人难以提
防。“我们医院有一位女患者，70多岁得
了青光眼，经过各种检查，排除了其他病
因，确认她是在 10 多岁时从树上摔下
来，导致双眼房角后退，多年后得了青光
眼。”他说，球类运动如羽毛球、乒乓球、
网球等造成的外伤性青光眼比较常见，
请大家从事这些运动时一定注意保护眼
部。如果眼部受伤，最好遵医嘱定期做
眼部检查。

对于近视，该院的眼科专家表示，可
以明确地说，截至目前，医学上还没有治
愈近视的方法，只能通过科学方法矫
正。但是，有相当多的家长认为近视是
能被治愈的，并没有把孩子的近视当作
很严重的问题。在近视“矫正”中使用

“康复”“恢复”“降低度数”“治愈”等字眼
都是误导。

对青少年来说，预防近视要坚持户外
活动，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看书、玩手
机、看电脑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不
要长时间盯着屏幕。要坚持做眼保健操，
切记关灯之后不要玩手机。

关注眼健康
谨防眼疾病

5月29日，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医院的医生在为患者进行眼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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