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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屏幕忘眨眼
眼球干渴难耐

董健鸿主任解释，一般情况下，
正常眨眼频率为每分钟 16-20次。

但是当我们在看电子显示屏时，眨
眼次数是每分钟 7-8次，从而也降

低了眼内润滑剂和泪液的分泌。同

时，电脑强烈的光线对人眼的刺激

很大，由于距离较近，容易使泪液分
泌异常而致干眼。

眼睛的表面有一层泪膜，泪膜
的结构分为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

层，如果脂质层不完善，第二层的水
液层很快就蒸发掉了。这就好比滚

烫的汤上覆盖的那层油膜，可以阻

碍水分的蒸发，泪膜的脂质层同样
也在避免水液层中的水分过快蒸

发，而眼球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会
使泪膜破裂，加速水分蒸发，容易造

成眼睛干涩不适，长期如此就容易
引发干眼症。

与此同时，如今人们使用空调
越来越频繁，而空调除了调节温度

之外，还会抽湿，减少了空气里水分
的含量，让室内空气变得更加干燥，

加快泪液的蒸发，容易使眼睛发干、
发涩。此外，空气中还漂浮着尘埃和

一些微生物，一旦眼睛的自我防护
功能受到破坏，病原微生物就有了

可趁之机，可能因此引发感染。

网红眼药水不宜乱用
还应及时就医

据了解，大多数患有轻度干眼
症的年轻人，因对疾病了解不深，往

往出现眼干症状时，并没有引起重
视。董主任提醒，如果干眼症发病长

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很有可能发展
成为其他眼疾，如角膜新生血管和

角膜炎等，严重的甚至还会引起角

膜溃疡，有致盲的可能性。为此，徐

中心成立干眼症专科门诊，为患者

提供更好的医疗资源、更便捷的医
疗通道。

干眼症病人中约有三成患者
会出现眼睛充血的症状，但大多数

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看病，而
是去买眼药水来缓解症状。对此，

董健鸿主任表示，一般的干眼症的

确可以通过滴眼药水来缓解症状，
而在眼药水的选择上最好是人工

泪液。董健鸿主任表示，一般的干
眼症的确可以通过滴眼药水来缓

解症状，而在眼药水的选择上最好
是人工泪液。因为人工泪液的成分

最接近于人的眼泪的成分，相对安
全不伤眼，只要不过敏都没有多大

问题。而目前流行的一些网红眼药
水很可能含有收缩血管的成分，长

期滴用不利于眼睛健康。此外，针
对干眼症，专家建议，患者还可通

过专业按摩、物理熏蒸、激光等手
段来治疗。

糖尿病史超 5年
应定期检查眼睛

多数糖尿病患者以为自己控制
好血糖就万事大吉了，从来都没有

眼检查的习惯，殊不知糖网病这一
视力的“隐形杀手”可能早已悄悄来

临了。董健鸿介绍，糖尿病是全身代
谢性疾病，对眼的各个部位都会造

成病变，其中最常见的、对视力影响

最大的是视网膜病变。眼病与糖尿
病病程关系很大，患糖尿病 5?10年

者，糖网病发病率为 20%?30%；糖

尿病病史超过 15年的患者，发病率
可在 80%以上。糖网病已成为继青

光眼、白内障之后我国第三大致盲
性眼病。

糖网病早期往往没有任何临
床症状，很容易被忽视。而一旦有

症状，病情已较严重，容易错过最

佳治疗时机。糖网病的治疗效果取
决于治疗是否及时。董健鸿解释，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早期，眼底只
有一些小动脉瘤、小片出血或渗出

等改变，病人的视力可能很好。病
情进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黄斑水

肿、玻璃体积血、牵拉性视网膜脱

离、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等改变时，

视力就会出现严重损害，而且有些
损害是不可逆的，甚至会发生眼

痛、眼胀等痛苦，对身体和心理都
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因此，董健鸿

建议，一经发现糖尿病的患者，在
严格有效控制血糖的基础上，应立

即检查眼底，如无眼底病变，每年

至少检查一次眼底，尤其是发病超
过 5年以上的患者。另外，糖尿病

患者一旦出现视物模糊、眼胀、眼
前黑影、双眼复视，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如果近期有食量和饮水量激
增、体重和体力明显下降等情况，

也应尽早到医院接受检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眼科———

三成人患干眼症 眼睛发红、视物模糊应尽早就医

■专家简介

董健鸿 主任医师、教授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

眼科主任
上海市防盲质量专家组成

员， 上海市眼科医师协会委员，

徐汇区眼科学科带头人，上海市

徐汇区眼科质控小组组长，中华

医学会会员。 承担科研项目 30

余项，发表论文 30余篇，获得徐

汇区防盲先进工作者，徐汇区眼
科学科带头人等荣誉。

擅长各类白内障、青光眼、以及视网膜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致力于眼
底病的综合治疗，干眼症综合防治。尤其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的手术治疗，

开展眼前后节联合手术；较早开展抗 VEGF治疗老年黄斑变性等疾病，在
新生血管性疾病的靶向治疗方面卓有研究。

    来自一项针对本市 1085

人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上海
地 区 干 眼 症 患 病 率 为
30.05%，男性患病率 24.11%，

女性患病率为 33.78%? 其中，

上班族们每天八九个小时目
不转睛地面对电脑，导致用眼
过度， 是干眼症的高发人群?

对此，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
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
汇医院眼科主任董健鸿表示，

随着现代生活习惯的改变，长
时间对着屏幕、长期处在空调
环境、 长时间配戴隐形眼镜
等，都很容易出现眼干、眼涩、

眼疲劳等症状，继而导致干眼
症成“流行病”? 专家建议，一
旦出现眼睛充血发红、视物模
糊、视力下降等现象，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尽早治疗?

    三七，不少人可能常听说，也可

能正在吃。在对于保健身体来说，不
得不说，三七粉还是比较受众的。不

少人会选择三七来养生。对此，上海
市普陀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

师周冬青表示，三七有止血散瘀，消
肿定痛的功效，素有“金不换”，“南

国神草”的美誉，确实比较适合日常

养生使用。

周冬青介绍，三七在冠心病、脑
血管病，高脂血症等疾病中应用较

广。然而，三七性温，阴虚内热，火旺
慎用；孕妇慎用；正常经期不宜（血

瘀型月经不调可用）；血虚无瘀者不
宜。少数服用后有恶心，呕吐，药疹

等副作用。此外还需控制用量，研粉

服用 1-3克，一次用量不超过 5克。

有些人选择用三七泡茶。周冬
青指出，三七一般与人参、女贞子、

桑叶、荷叶、菊花等同用，对于工作、
学习、生活、感情压力大，睡眠质量

不好的人群；肥胖症，高血脂人群；
应酬多，经常饮酒者；高血压病人，

伴有烦躁、易怒、头痛等表现；脑血

管疾病如短暂性脑血管发作，脑动

脉硬化，脑血栓伴有头晕目眩者；冠
心病、冠状动脉硬化，尤其伴有高血

脂、头晕的患者比较适宜。
那么，三七与哪些食物搭配更

佳？三七配西洋参，阴阳双补，化瘀
通络；三七配丹参和山楂，降脂通

脉，活血化瘀；三七配阿胶化瘀止

血，滋阴补血；三七配人参，大补元
气，养血补血，补肺益脾；三七配生

地，养血生津，止血化瘀；三七配大
黄，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三七配当

归、川芎，补血活血，通经。三七配白

芨，化瘀止血。

在鉴别三七的优劣上，周冬青表
示，优质三七根整体均匀饱满，加工

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颜色为本色，
有粗糙感，断面灰绿或者黄绿为佳；

较差的三七干瘪，或者加工时使用石
蜡、炭墨、滑石粉等，使三七有光泽并

滑腻。三七口嚼微苦、无麻辣感，易

碎。易与三七混淆的是莪术。莪术体
表不光滑，灰色、质硬，断面黄色或棕

色。有横纹路。嚼之微苦，有辛辣感，
气味大。以一个手指蘸三七粉放于舌

尖，抿嘴品尝，苦、回甜。 (高 媛)

养生吃三七？这几种搭配更好

感恩母亲节———让爸妈笑口常开

江中明
原三甲医院颌面外科主任
第二军医大学获博士学位
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
擅长种植牙及口腔疑难修复

李 铭
口腔主治医师、 中华口腔医学会
会员、 国际数字美牙专家美佳授
权医生 擅长全口义齿疑难处理，

固定义齿修复 口腔世家、工作经
验丰富、有耐心、责任心

您是否注意到？饭桌上的父母只能无奈的吃些无味松软的食物，我们的父母一辈子为家庭和子女默
默地付出。如今他们的头发白了，牙也所剩无几，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华齿华驰口腔及多名牙科专家于 5
月 10日、17日举行“齿健人长寿”等主题口腔义诊活动。
在饱受了缺牙带来的种种不便后，活动假牙、烤瓷牙、种植牙、究竟哪种方法更适合呢？
值此母亲节之际，您只要一个电话，即可享受免费口腔义诊，同时送出 50 个价值 280 元的爱牙大礼

包！机会难得，请抓紧时间电话报名！

爱心提示：本次义诊名额有限，
需提前电话预约、并保留报纸凭证。

□义诊预约电话：6308 5207
□义诊报名短信：编辑短信“晚报+姓名+联系方式”

发送至：132 9603 8498

□义诊时间：5月 10日、17日
□地址：黄浦区复兴东路 1117号（近中华路口）

免费口腔义诊通告

黄卫登字（2019）第 000491、000492 号

■义诊专家简介

本版块活动为公益活动，不向参加者推荐医疗服务或者其他商品，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