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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鲜知道鲜知道

定期检查视力、科学防护、积极治疗

专家提示,春季儿童
感冒后需警惕中耳炎

3月 3日是全国爱耳日，不少儿童
医院耳鼻咽喉科临床专家提示，冬春
季由感冒引起中耳炎的患儿就诊量
增多，家长需警惕，保护好孩子的耳
健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耳鼻
咽喉科主任付勇解释，人的耳朵与鼻腔、
口腔是相通的，这个通道叫咽鼓管。咽
鼓管一端开口位于鼻腔后方鼻咽部的侧
面，另一端开口位于中耳腔。

相比于成人，儿童的咽鼓管还没有
发育完全，相对更短、更宽、更直，与咽
部连接的角度更平坦。孩子上呼吸道
感染后，很容易发生逆行感染，咽部、鼻
部炎症向咽鼓管蔓延，鼻咽部的细菌或
者病毒就容易通过咽鼓管进入鼓室，感
染中耳。

付勇提醒，当孩子出现耳朵疼、耳
鸣、听力减退、发热、精神不振等全身症
状时，家长要提高注意，警惕中耳炎的发
生，及时就医，谨防部分严重急性中耳炎
导致的鼓膜穿孔。

除了感冒外，孩子有鼻炎、鼻窦炎以
及腺样体肥大；在不干净的水中游泳，洗
头洗澡时耳朵进水；婴儿躺着吃奶导致
乳汁进入中耳等等情况也会导致中耳炎
的发生。

不少耳鼻咽喉科门诊医生提到，在
门诊中碰到的中耳炎患儿的家长，大多
都特别焦虑。对此专家表示，中耳炎属
于儿科门诊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大多
数情况下，急性中耳炎都不算是急诊，家
长没必要过分紧张。 （黄筱）

老年性黄斑变性大多发生于45岁以上，
是老年人群低视力乃至失明的主要原因。

视网膜黄斑不是“斑”，是眼底视网膜上一
个正常的生理区域。

早期老年性黄斑变性几乎没有症状，容易
被误认为“老眼昏花”。

不及时就医、拖延，会严重损害视力，甚至
致盲。

■ 吴星

59岁的姚女士因左眼白内障手术后1个月，
视力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并且逐渐出现中心视力
下降，看直线变形。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发现姚
女士患有眼底的湿性黄斑病变。

眼底和相机的底片差不多，就算姚女士的白
内障手术做得再成功，但眼底不好，视力也不会有
明显提高。根据姚女士的眼底情况，医生定期为
其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治疗，
抑制新生血管的生长。目前姚女士病情稳定。

黄斑病有时会被误认为“老眼昏花”

老年性黄斑变性大多发生于45岁以上人群，
是老年人低视力乃至失明的主要原因。随着人
口老龄化加剧，老年性黄斑变性患病人数将持
续上升，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视网膜黄斑区是人类视觉最敏锐的区域。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照相机，视网膜就是底片，是
成像的关键部位，位于眼球后极部，外界物体光
线进入眼球投影在黄斑区中心凹处，可形成清晰
精确的成像。黄斑区是眼底视网膜上一个正常
的生理区域，集中了大量的视功能细胞。

黄斑位于视网膜的中心，是眼后部的感光组
织，视网膜能立即将光或图像转换成电冲动，然后
将这些冲动或神经信号传递到大脑，形成视觉。
黄斑是决定视功能的重要部位，识别形状、大小、
颜色、纵深、距离等大多数光学信号。若其出现异
常，就会出现视力下降、眼前黑影或视物变形等症
状。如眼睛水肿、出血，都会影响成像。

早期老年性黄斑变性几乎没有症状，其常见
症状易与“老眼昏花”相混淆：看文字时变得模糊，
甚至难以看清人们的面孔；眼睛看东西时中间出
现暗点；视觉扭曲，看物体时出现扭曲变形或比实
际小，看直线时觉得弯曲；一只或两只眼睛的中心
视力降低、变暗；阅读或近距离工作时需要更亮的
光线等。

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致病原因包含环境因
素、眼部因素、全身因素。

环境因素，与吸烟、喝酒、日光以及饮食相关。
吸烟：与非吸烟人群相比，吸烟人群发生老年

性黄斑变性的风险明显增加。吸烟可减少血清中
高密度脂蛋白引起高血脂，促进脉络膜新生血管
的形成及发展，因此可通过推广戒烟而减少老年
性黄斑变性的发病。

饮酒：适量饮酒和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发病之
间并无明显相关性，但大量饮酒可增加患老年性
黄斑变性的风险且更可能发展至晚期。大量饮酒
人群的患病率较高，同时发生视网膜色素上皮脱
离的风险也更高。

日光暴露：过多的日光暴露会导致视网膜色
素上皮细胞的损害，致使黄斑区脂褐素的沉积，及
视网膜光感受器细胞发生损伤凋亡。

饮食习惯：抗氧化剂如维生素C、维生素E、
β-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质等可能与视网膜
的生理功能相关。有研究发现，老年性黄斑变性

患者服用多种维生素、抗氧化剂和矿物质等可
一定程度上延缓病情的进展，但是抗氧化剂的
使用与早期发生率之间的关联尚不明确。

眼部因素包括屈光、虹膜、白内障相关因素。
屈光不正：资料显示，在成年人群中，除年龄

因素，远视屈光不正是老年性黄斑变性发生的最
常见的危险因素。但也有其他研究表示屈光状
态与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患病率之间关联性仍不
能确定，因此仍需要更大样本量的深入研究以探
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虹膜颜色：深色虹膜人群体内的黑色素水平
相较于浅色虹膜人群更高，因此可减少视网膜组
织因过多的日光暴露而导致的氧化损伤。

白内障手术：有研究发现，白内障手术可能与
晚期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发生率增加有关，而严重
的白内障也有可能与晚期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患病
率增高相关。

全身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及血脂水平。
高血压：研究表明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发生与

升高的收缩压或舒张压之间相关。但也有其他学
者提出降压药的应用使发病风险增加。

糖尿病：糖尿病作为老年性黄斑变性发病的
另一重要的危险因素，其改变了局部的血流动力，
使氧化应激增加，糖化终产物的蓄积等导致了老
年性黄斑变性的发生及发展。

血脂水平：有研究称，血清中胆固醇水平增加
的人群发生老年性黄斑变性的风险增加2.2倍。
临床中使用的他汀类等降血脂药物是否能对老年
性黄斑变性的发生发展有保护作用，这些问题仍
无明确解答。

黄斑分“干湿”，五种方法可以治疗

老年性黄斑变性分为干性和湿性两种。其中
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患者中，女性人数略高。

干性分为早、中、晚三期，到晚期时可致患者
几乎失明。而恰当的治疗可以延缓眼底病变的进
展，降低中期向晚期发展的危险。除了向晚期进
展，视力逐渐下降，干性还可以转变为“湿性老年
性黄斑变性”，导致视力的快速丧失。

湿性又叫新生血管性，就是黄斑部位的视网
膜下生长出病理性血管，这些血管脆弱并容易渗
漏出血。“湿性”如果不加以干预，患者很快就会
致盲。

老年人可通过阿姆斯勒（Amsler）表在家进

行快速自查。如果看到的表格发暗、发黑、直线变
曲线了，可能提示黄斑的功能受损，要及时前往医
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由于病情发展快，湿性的治疗越早越好，应在
视力刚刚出现损伤或初诊发现可治疗的病灶后，
即开始治疗。

黄斑病的治疗方法有五种。
药物治疗。该类药物是针对湿性老年性黄斑

变性患者，通过抑制新生血管达到缓解症状的目
的。目前临床最主流的治疗方法是玻璃体内注射
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抗VEGF）药物，疗效确
切。但这些药物仍未能解决复发问题，需要多次
注射。

手术治疗。包括黄斑下出血清除术、去除脉
络膜新生血管及黄斑转位术，现较少采用。

激光治疗。医生可能会建议高能激光治疗，
以破坏视网膜中的异常血管，但有可能破坏周围
正常组织，术后视力可能会更差。

光动力疗法。是将一种特异的光敏剂注射到
患者的血液中，当药物循环到视网膜时，用激光照
射激发光敏剂，从而破坏异常的新生血管，而对正
常的视网膜组织影响较小。

经瞳孔温热疗法。此方法是采用810纳米红
外激光进行治疗，可使新生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细
胞毒损伤，破坏新生血管组织，对病灶周围的视网
膜影响较小，有利于保留视功能。

定期检查视力，日常防护很重要

建议定期查视力，每年至少1次。如果有视
物模糊、视物遮挡、视物变形、眼前黑影飘动、视野
改变等症状，要及早就医。如有糖尿病、高血压、
血脂异常等全身性疾病，需要定期检查眼底，并积
极控制血糖、血压、血脂。

另外，黄斑病还具有遗传性成分，研究人员已
经确定了几种与发病相关的基因。抽烟、肥胖、心
血管疾病、长期暴露于日光、高胆固醇饮食等人群
是老年性黄斑变性的高风险人群。

在日常防护方面应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远离光伤害，从改变生活方式与用眼习惯开

始。包括选择适当的眼镜护具，避免长期暴露在
强光照射下，使用计算机、手机或是平板电脑时，
选择贴蓝光保护膜或佩戴防蓝光眼镜，避免直视
LED光源。适当的运动以及充足的休息与睡眠，
都可以有效预防视觉损害。

合理膳食是视力健康的重要保证，黄斑病患
者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黄斑
色素的主要组成成分，人体不能合成叶黄素，需要
从饮食中获得。食物中，黄玉米的叶黄素含量最
多。另外，羽衣甘蓝、菠菜等深绿色叶菜以及黄
桃、木瓜、柑橘等黄橙色水果也是膳食叶黄素的重
要来源。

缓解眼部疲劳有巧招。眼睛轻微疲劳时，只要
做2~3次眨眼运动即可。眼珠运动法，头向上下左
右旋转时，眼珠也跟着一起移动。看远看近法，看
远方3分钟，再看手掌1~2分钟，然后再看远方。

热冷敷交替法。先用热毛巾捂在闭着的眼睛
上30秒钟，然后浸一条长毛巾到冰水里，捂在眼睛
上30秒钟，重复几次，可以舒缓眼部疲劳、酸痛。

按压穴位。闭上眼睛，把拇指放在太阳穴上。
用食指第一指腹，平稳地触压眼窝上缘和眼窝下
缘，方向是从鼻子往太阳穴进行。

除了这些舒缓眼部疲劳的动作外，要注意改
善内空气流通，避免污浊空气对眼睛的伤害；如有
条件，可利用休息时间到户外稍作活动，让眼睛得
到充分的调节和休息。还要做到定期做眼保健
操，这也是保护眼睛的绝好方法，可以起到醒脑明
目的作用。
（作者系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眼科主任）

■ 马良坤

从胎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安家”的那
天开始，妈妈们的日常事务中多出了一个
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按时前往医院接受产

检。这是基本且重要的孕期准则。通过每次产
检，妈妈们可以了解胎儿的变化，而医生有机会
提前发现异常问题。

对于产检这件事，许多孕妈都希望准爸爸能
陪同前往，这样也不至于太紧张。但有时候准爸
爸因工作忙碌，无法陪同，孕妈只能一个人前往
医院。孕妈们既要忍受身体的不适，又要在医院
各窗口前反复排队、在楼层间奔波、进行检查、取
药，难免感到孤独无助。

先来看一个案例：小于怀孕已经五个月了。
她特别重视产检，临近的一次产检是大排畸检
查，小于开始感到紧张，希望丈夫可以陪同前
往。然而，丈夫却以工作忙碌为由拒绝，并且觉
得这并不是什么大事，为什么还需要他陪伴？小
于听到这番话后感到非常生气，心情变得更加糟
糕。小于独自前往医院，走到医院门口时突然晕
倒了。幸运的是她得到了及时诊治。丈夫后悔
不已。其实，像小于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准爸爸们应该了解，在孕期的这5次产检项
目中，最好不缺席！

第一次：12周产检。第一次产检通常在怀
孕12周进行。这次检查涉及的项目较多。准爸
爸在旁陪同，会给紧张的孕妈带来不同的感觉。
这次产检可能需要在不同的楼层进行，如果准爸
爸可以代劳，就能让孕妈好好休息，以确保安全。

在这次产检中，有些地方需要建档，会抽取
5~6管血液样本，检查前需要空腹。这可能导致
孕妈出现头晕、低血糖等情况，准爸爸的陪伴可
以避免发生危险。

有些孕妈在早期并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检查，
或者在胎心出现后一直没有进行检查，直到孕
12 周才进行检查，结果却发现胎停或者葡萄胎
等情况。这个时候准爸爸的陪伴是非常必要
的。总之，这次产检可能会占用较长时间，同时
也可能出现意外情况。准爸爸最好能陪同。

第二次：16 周产检。这次产检非常重要。
唐筛是准妈妈必须进行的一项检查，主要是为了
避免先天性唐氏综合征孩子的出生。它主要检
查胎儿是否患有先天智力缺陷、畸形或神经系统
疾病。如果孕妈的唐筛结果显示高风险，医生会
建议进一步进行无创 DNA 检查或羊水穿刺等检

查。
在产检的时候，许多孕妈的心情非常忐忑。

建议准爸爸陪伴在身旁，可以缓解孕妈的紧张情
绪。

第三次：20~28周产检。这次产检，主要通
过B超对宝宝的各个器官进行检测筛查，以判断
胎儿是否存在畸形，例如无脑儿、脑积水、唇腭
裂、短肢畸形等。

为什么准爸爸在这次产检中必须陪伴呢？
主要是因为万一发现胎儿存在异常情况，或者需
要进一步检查和处理某些标志物时，需要夫妻双
方共同决定。

此外，胎儿畸形是一种复杂的情况，医生需
要向孕妈提出许多问题，仔细求证以便做出判
断。然而，有些孕妈一旦听到胎儿“有问题”就会
感到恐慌。准爸爸在场，一方面可以安抚孕妈的
情绪，另一方面作为爸爸，也能及时清晰地了解
胎儿发育的状况。

第四次：24~28周产检。糖尿病筛查，常被
称为糖筛，是诊断妊娠期糖尿病的重要检查，通
常通过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来进行。

这次要进行三次抽血：
1. 孕妈在空腹状态下去医院，抽取第一次

空腹血样；
2. 随后饮用一杯浓甜的糖水（有些医院直

接提供葡萄糖），饮用后再进行一次抽血；
3. 完成饮水后需要等待，其间不能喝水或

进食，待两小时后再进行一次抽血。
主要观察孕妈在空腹、餐前和餐后三个阶段

的血糖水平是否正常，只要有一项异常，即可表
明孕妈的孕期血糖异常，需要注意饮食调节。

由于糖筛需要孕妈长时间保持空腹状态，
孕妈可能会感到头晕等不适；这个检查需要孕
妇在短时间内多次饮用甜液体，这对于孕反应
强烈的人来说是不小的挑战。甚至有些孕妈将
这个检查形容为“孕期最可怕的产检”。建议准
爸爸陪同进行。

第五次：36周产检。这次检查是孕晚期最
为重要的一次，根据检查结果，医生会确定生产
方式。这直接关系孕妈妈和宝宝的安全，需要准
爸爸知情，所以在这次检查中，准爸爸绝对不能
缺席。

每次产检都是对孕妈妈的一次考验和磨炼，
作为丈夫，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应该尽量陪同。
毕竟，没有什么比妻子和宝宝的健康更重要了。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好孕健康健康

产检不是一个人的事产检不是一个人的事，，准爸爸要陪同做五次产检准爸爸要陪同做五次产检

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可归属于中医“视瞻昏渺”“视直如曲”等范畴。《目经大
成·视惑》记载：“此目人看无病，但自视物色颠倒紊乱，失却本来面目，如视正为
邪、视定为动、赤为白、小为大、一为二之类。”

中医学认为，本病发于年老体衰、脏腑功能不调时，精、气、血化生无源，脏腑
阴阳俱虚使目无所养，导致痰、湿、瘀等病理产物结聚于眼底。病变本质是因虚
致实，虚实夹杂。

就脏腑学说而言，著名中医眼科学家陈达夫教授提出眼科六经辨证，认为内
眼组织与脏腑经络相属，黄斑属脾、视网膜属肝、色素属肾，黄斑部病变皆属三阴
目病。

临床实践中发现，本病病机多虚实夹杂，迁延难愈，因病程缠绵，易兼夹湿浊
痰瘀，久则郁热上扰目窍，需根据具体情况辨证论治。

目前已经有中医治疗老年性黄斑变性成功案例。

中医解读老年性黄斑变性中医解读老年性黄斑变性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