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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拨避开近视矫治的误区

    好端端地突然免疫系统“敌我不分”，攻击自身

组织， 破坏包裹和保护大脑与髓鞘神经纤维的脂肪
物质，髓鞘受损，影响神经传导，继而引发中枢神经

系统脱髓鞘疾病，包括视神经脊髓炎（NMO）和多发
性硬化（MS）? 日前第五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

经内科 NMO-MS线上患教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脱
髓鞘病患友视频连线纷纷表达心声， 医护人员鼓励

患友树立抗击疾病的勇气和信念?

大多数患友会经历多种症状，常见的有疲劳、疼
痛、膀胱和肠道问题、性功能问题、运动和协调问题、

视觉问题以及认知和情绪变化? 这类脱髓鞘病的可
怕之处在于，它是一类终身的慢性进展性疾病，每一

次复发都是不可逆的伤害， 也是造成青壮年神经功
能残疾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患友需要了解的是，及时识别脱髓鞘疾病症状，

尽早诊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疾病缓解期预防复发

的相关治疗是 NMO与 MS患者防治疾病进展的重
要环节， 个体化的免疫治疗能在疾病缓解期最大程

度地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 专业的护理亦是疾病恢
复的关键环节，聚焦于舒缓疲劳、减轻疼痛、解除排

便障碍等三个方面? 虞睿

    6月 6日爱眼日，让我们聚焦近视。

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 6亿，青少年近

视增速明显。近视无法根治，只能依靠外

力来矫正。矫正近视眼的主要方式有三

种：配戴眼镜、角膜接触镜、近视矫治手

术。虽然矫治手术可以弥补遗憾，重现清

晰，但仍然要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养

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同时定期眼科检查。

在矫治近视的过程中，人们还遇到了一

些困惑，亟需眼科医生来解答。

有“痔”怕治？内镜微创来解忧

    问题一：为什么近视度数会不断加深？

如今，人们眼睛发育过快，或者长时间
无节制地看近距离物体，比如书本、电视、

手机、电脑等，导致睫状肌不能调节到原位
置，收缩调节能力差。这是最初形成近视的

重要原因。近视度数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不加节制地透支用眼。

问题二：近视眼镜会越戴越近视吗？

近视之后大多数人会选择配戴眼
镜来帮助进一步看清事物。眼镜与晶状

体的焦距相互匹配，使物体成像正好落
在视网膜上。但是配戴凹透镜在提高视

力的同时，也增加了视网膜离焦的情况
发生。假若眼镜配得不合适或者配镜之

后仍用眼过度，更加重眼球的过度拉

伸，导致“近视眼镜会越戴越近视”的现
象发生。

问题三： 近视矫治手术后会出现反
弹吗？

近视矫治手术从上世纪 90年代正式

投入临床使用，至今已三十余年，经历了五

个时期，技术相当成熟。同时，随着眼健康
理念的不断深入、科技设备的高端发展、术

前检查的不断提高，绝大部分术后不适及
并发状况等都可预见，并将风险降到最低，

结合医生的熟练操作，这正是手术风行的
重要原因。

如果是疤痕体质或者身体状况异常，
术后所谓反弹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术前的

检查把关很重要。另外，个别人术后会有回
退，多数与近视程度有关，中低度近视一般

没有回退，高度近视虽然出现回退的可能
性大，但一般也能控制在原有度数的 5%左

右。对于术后多年出现的视力下降，往往不
是因为反弹或回退，可能是近视还在加深

或其他原因导致，需要到医院做眼部检查。

还有一部分人术后伴随眼睛干涩、眼
充血、视觉疲劳等，这都是正常的反应。定

期检查，充分休息很重要。
要知道近视矫治手术是有严格手术指

征的，基本条件有：年龄 18-55岁；近视度

数在两年之内相对稳定，每年变化不超过
50度；眼睛部位没有疾病；没有糖尿病、艾

滋病、红斑狼疮或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可能
影响伤口愈合的疾病。

近视矫治手术方式多样，每种手术方
式都有自身特点和最佳适宜人群和范围，

所以术前进行详细全面的眼部检查十分

必要。医生将根据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
估，安排适合的手术方式。上海市眼病防

治中心为各大高校学生开通眼睛检查及
手术绿色通道，尤其是贫困大学生，帮助

他们完成手术。
需提醒的是，不能盲目认为越贵的近

视手术就越好。患者在正规、专业的医疗机
构，经过规范详细的检查，并与经验丰富的

医生认真沟通，选取适合自己的近视矫治
方案才是最好最安全的。

李珊珊（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视光中
心副主任医师）

    眼科医生把 600度以上的近视定义为

高度近视，然而高度近视并不单单是镜片
变厚这么简单，我们更关注的是高度近视

可能给眼球带来的危害。
根据是否存在视网膜病变，我们将高

度近视分为单纯性近视和病理性近视。之
所以会出现病理性近视，是因为随着近视

的加深、眼轴的延长，巩膜会发生扩张，向

后方膨出，形成后巩膜葡萄肿，相应部位的
视网膜也会因此发生病变：例如视网膜劈

裂、脱离、黄斑出血、变性等，这些病变都会
导致视力不可逆转地下降，甚至失明。

除了视网膜病变以外，高度近视还容
易并发白内障、青光眼，因此，高度近视患

者一定要重视定期复查，及时发现问题并
解决。一旦出现飞蚊症明显加重，视物变

形，眼前有固定不动的黑影遮挡，视力下
降、看远看近都不清楚，体检提示眼压偏高

或杯盘比偏大怀疑青光眼等情况，一定要
及时就诊。

高度近视具有一定遗传倾向，父母或
祖辈有高度近视，子女高度近视的发生率

较高。后天用眼习惯不当，长时间近距离用
眼而不重视户外运动，也是导致近视快速

增长从而变为高度近视的重要原因。近视
的防控一定要从儿童时期开始重视起来。

高度近视的矫治方式主要包括激光和
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两种方式。激光是

通过在角膜上切削一定量的组织，从而改变角膜的
弧度来矫正近视。经过严格的术前检查，确定角膜有

足够的厚度以及正常的形态，才能进行手术。对于
8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建议通过晶体植入的方式

进行矫正，也就是 ICL植入手术。ICL的优点包括能

矫正的度数更高，目前可达到 1800度；不用切削角
膜，避免术后发生圆锥角膜的风险；不存在反弹的问

题；术后视觉质量更好。当然，ICL植入手术对眼球
的条件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因此术前一定要进行严

格的检查，才能确定植入晶体的参数。术后要注意保
护眼睛不受到外伤，并且做到遵医嘱定期复查。

高度近视重在预防，青少年时期注意控制用眼
时间，增加户外运动，结合药物和 OK镜等手段控制

近视的增长；已经是高度近视的，也不必过于惊慌，
注意定期到医院就诊，出现问题及时处理。

钱宜珊（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副
主任医师）

    从外观上看，痔疮就是肛门口突出的小

肉团或者皮肤褶皱，里面其实是一团团曲张
的静脉。根据痔和齿状线的关系分为内痔和

外痔。在齿状线以内的为内痔，齿状线以外
的是外痔，内外痔均有的叫做混合痔。

针对治疗痔疮，老百姓要记住三句话：
1. 没有症状的痔疮无需治疗。2. 症状轻微

的痔疮，重在减轻或者消除主要症状，无需

手术根治。3. 先考虑非手术治疗，只有符
合手术指征时，才考虑进行手术治疗。

痔疮如在初期失治，很容易进展，应积
极采取非手术治疗措施加以控制。非手术

治疗包括改善饮食结构，多饮水，多吃新鲜
蔬菜水果，预防便秘，以及坐浴，保持会阴

部清洁等。也可在医师指导下应用治疗痔

疮的软膏、栓剂等对症处理，缓解痔疮不适

症状。
对于症状比较严重的痔疮，手术治疗

方法有很多。以往的痔疮治疗多采用传统
的注射及套扎治疗，超声引导下痔动脉结

扎或者外科手术治疗（外剥内扎术、PPH

术、TST术等）。传统的注射及套扎疗法，是

通过硬式肛门镜操作，视野有限，故可能会

出现由于注射或套扎位置不当导致的疼
痛、肛周脓肿、瘘、前列腺炎等并发症。外科

手术后可能出现疼痛、肛门狭窄、肛门无力
等并发症，部分患者对此不能接受。很多患

者会想，痔疮是没有了，但是疼痛还在，还
有其他并发症的危险，那还不如不治疗了。

有没有几乎无痛、安全又有效的治疗方法
呢？通过大量病例总结，中山医院内镜中心

探索出了一种无痛苦的微创治疗痔疮的新
方法———内镜下内痔套扎治疗术。

内镜下内痔套扎术结合了经典的套扎

技术和内镜检查的优势，是一种新的微创
治疗方法。对于有症状的Ⅰ级、Ⅱ级、Ⅲ级

内痔，混合痔的内痔部分（对出血内痔效果
尤佳），是一种快速、有效、简单和经济的治

疗技术。内镜中心自 2019年开展内镜下内
痔套扎术以来，已成功完成 50余例，取得

了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并非所有的痔疮

都适合内镜下套扎治疗，炎症性肠病和齿
状线区合并的溃疡、免疫缺陷以及妊娠等，

则是禁忌症。
痔疮主要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当引起

的，容易复发，因此要注意预防。建议大家
做到以下几点：1. 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2. 定时排便，保持大便通畅。3. 多吃水果
蔬菜。4. 多做提肛运动。5. 戒烟酒。

钟芸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
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本版图片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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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疮在我国十分常见，民间素有“十男九痔”
“十女十痔”的说法。痔疮既是难言之隐，也是难言
之痛：坐立不安、肛周不适、瘙痒难忍、大便出血直
至贫血头晕，严重影响了痔疮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身体健康。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虽然传统的外科
手术效果好，但是术后肛门疼痛给许多患者带来
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
中心钟芸诗教授团队开展的内镜下微创治疗痔
疮，即内镜下内痔套扎术，全程基本无痛，给有
“痔”却怕治的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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