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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眼”制宜
推开上海九院整复外科诊室的

门，18岁的琳琳（化名）指着手机屏

幕上某位明星的眼部特写说：“医

生，我要做微创双眼皮，效果要这样

的！”单眼皮加肿泡眼的困扰，让她

迫不及待想在大学生活前，拥有看

不出手术痕迹的“妈生眼”。一旁的

母亲则询问：“手术安全吗？会不会

留疤？”

接诊的整复外科陈刚医生耐心

解释：“你本身是单眼皮，还有较明

显的肿泡眼和中度的内眦赘皮。你

喜欢的图片中属于眼皮较薄、无明

显内眦赘皮、眼裂大小适中的情况，

恐怕手术方式的选择和你想的不一

样。”他告诉琳琳，眼部基础较好的

人适合埋线或小切口微创术，创伤

小、恢复快，1个月左右就能自然；

而琳琳因肿泡眼和内眦赘皮，更适

合“全切重睑术”联合“开眼角”，“工

程量相对要大一点，恢复到完全自

然状态也耗时长一点”。

说到疤痕，陈医生也直言：手术

或多或少会留疤，只是有经验的医

生通过切口设计，精细操作，以及抑

制疤痕等治疗，尽可能将疤痕“隐

藏”起来。母女俩反复权衡后，选择

了全切重睑术联合内眦开大术。

修复更难
双眼皮属于常规整形手术，被

网友称为“拉蒜皮”。虽然常规，却

不简单，想要做得好看又自然，考验

医生的专业能力和审美水平。

“比开双眼皮更难、更复杂的是

修复，由于手术部位已被反复切割、

缝合，医生不仅要小心去除增生的

疤痕组织、松解粘连，还要重新规

划、定位和重建合理的双眼皮形

态。”上海九院整复外科杨军主任医

师每年都会接诊大量眼整形后需要

修复的患者——有的双眼“假大宽

深”、有的疤痕明显线条不流畅，有的

甚至出现了睁眼乏力或睁眼过大的功

能障碍。每一台成功的修复手术背

后，都承载着求美者对前次手术效果

不满意的焦虑和对重返美的期待。

手术效果不满意的原因各不相

同，有的是术前美学设计不符合患

者自身条件，有的是术中医患配合

不好、解剖混乱，还有的是由于创伤

过大术后恢复不佳。26岁的小齐

在外院做了“假大宽深”的双眼皮，

闭眼疤痕明显，这让她一度自卑，甚

至不敢与人对视。后来，杨军采用

“浮桥技术”，松解了她原有的疤痕

粘连，降低了双眼皮宽度，改为较为

自然的开扇形。经过漫长的恢复期

后，小齐摘下了墨镜，“终于可以自

信回归生活！”

“自然款”好
当天，杨军的门诊还来了一名

男生，紧张地问：“我想做双眼皮手

术，会不会很奇怪？”

“男生出于提升社交或职场发

展的考虑，选择来做双眼皮这类眼

部整形项目，已经越来越常见了，不

必有心理负担。”杨军告诉他，男性

跟女性的眼部结构特点不同，手术

设计也不一样。比方说，男生的双

眼皮宽度常设计得更窄，双眼皮线

条会偏直，避免过于柔和的曲线，并

需结合男性更为突出的眉骨。另

外，有些男性存在“上睑下垂”所导

致的睁眼乏力，还需要行“上睑下垂

矫正术”。

近几年，双眼皮手术的流行风

向也有了明显变化。过去那种特

别夸张、存在感很强的“欧式大平

行”网红眼，现在已经不受欢迎

了。“开扇形或平行窄款这类顺应

原生特征的自然款双眼皮更受欢

迎。”杨军说。

杨军介绍，不同于西方人的眼

部结构，东方人的眼睑往往更厚，睑

板较窄，脂肪和肌肉组织也更为丰

富。成功的双眼皮手术不仅要“睁

眼有神”，更要“闭眼接近无痕”。以

往的“欧式、日式、韩式”等双眼皮手

术方式会大量切除睑板前轮匝肌，

虽能形成双眼皮，但容易破坏眼部

肌肉功能，导致闭眼僵硬、疤痕明显

等明显缺陷。杨军和团队在多年临

床工作中深入研究东方人眼睑解剖

学和形态学特点，提出了“生理重建

性美学重睑术”概念，重建眼部肌肉

与皮肤的“仿生联动系统”，该技术

被称为“浮桥技术”，相关学术论著

发表在权威杂志上。运用这种技术

切口美观，恢复快，双眼皮也更自然

灵动。

避开“陷阱”
杨军说，每次门诊都会通过沟

通，婉拒一些不切实际的求美者。

“整形不是‘许愿池’，专业医生更像

是健康‘守门人’。”

“医生，我想整成某某明星的眼

睛！”面对这样的诉求，杨军指出，每

个人的眼部骨骼、肌肉走向都有差

异，强行复制照片上的同款，会破坏

面部协调性，效果也不好。

除了不合理的美学要求，健康

问题更是红线。急性结膜炎、中重

度干眼症等眼部基础疾病患者，以

及处于孕期、哺乳期的女性，都不适

合手术。此外，过度焦虑、对术后效

果存在病态执念的求美者，也常被

医生拒绝。曾有患者反复询问医生

“能否尽快消肿恢复自然”，这类对

医美认知存在偏差的人群，即便手

术成功，也难达到其心中的满意度。

那么，求美者该如何挑选合适

的医生和医院，避开整形路上的“陷

阱”？杨军建议，首先要认准正规医

院的专业医生，切勿迷信社交媒体

包装的“网红名医”。真正专业的医

生会主动和患者探讨手术利弊，尊

重个体差异，而非一味迎合需求。

其次，面诊时多问关键问题，比如手

术原理是什么？可能存在哪些风

险？恢复期如何护理？靠谱的医生

会用专业知识答疑解惑。

成功的整形手术，始于理性沟

通。杨军表示：“求美者可以带喜欢

的案例做参考，但别要求‘1比1复

刻’。我们希望给患者带来美丽，但

这种美丽应是在身心健康前提下的

美丽。” 本报记者 左妍

“撸猫喂狗”，就能

大学毕业？这不是开

玩笑，据央视新闻近日

报道，中国农业大学动

物科技学院开设了全

国首个“宠物”本科专

业，该专业的招生放在

中国农大“动物科学”

大类下，专业方向为

“动物科学（伴侣动

物）”，毕业生将被授予

“农学学士学位”。

养宠物，需不需要

高等院校“本科级”的

学习？这个专业未来

的前景能不能持续向

好？相信还是有很多

人会有不少疑问。

有市场，才有需求。这些

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宠

物逐渐成为许多家庭的重要成

员。《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

皮书》显示，    年我国城镇

宠物（犬猫）数量超过1. 亿只，

消费市场规模突破     亿

元。然而，目前我国宠物行业

的专业人才严重短缺，无法满

足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以宠

物医疗为例，    年全国宠物

医院超过 万家，平均一家宠

物医院仅有一名执业兽医，宠

物美容师、健康护理员和宠物

训导师等岗位也同样

面临人才荒。

当然，对高等教育

而言，如果宠物本科专

业只停留在“养宠物”

的教学上，显然是远远

不够的。这方面，不妨

借鉴一下国外经验，国

外诸多高校在宠物专

业课程设置上呈现多

元化特征。以梅西大

学为例，其动物营养专

业课程不仅涵盖动物

生理学、生物化学等基

础学科，还设有专门的

动物营养学课程。意

大利比萨大学的动物

饲养技术与爱犬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涉及了技术、卫

生、遗传改良以及犬类行为教

育等多个方面。所以，对那些

有想法的年轻人来说，宠物专

业可绝对不是撸撸猫、喂喂狗

那么简单，它同样是一门需要

认真研究的学科。

宠物本科专业的设立，不

仅填补了国内高等教育在宠物

领域的空白，也为宠物产业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人们

对宠物健康和生活品质的要求

不断提高，宠物行业将迎来更大

的发展机遇，相信宠物高级人才

也会有更大的空间和舞台。

日前，一名中年男性患者在上海

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接受骨科手术

时突发“恶性高热”，情况危急。麻醉

医护团队默契配合，经过4个多小时

的全力救治，患者最终转危为安。

该患者正值壮年，原本手术进行

得很顺利，已完成大部分步骤。不料

患者突然出现心率骤增，短时间内超

过了140次/分钟，监护仪显示患者呼

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已超过110mmHg，

血压也骤降。麻醉科主任王利闻讯

迅速赶到手术间，经过快速鉴别排

查，发现患者体温接近40摄氏度，临

床诊断指向了最凶险的术中麻醉危

象——恶性高热。王利深知，这是一

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通常由吸

入性麻醉药物及去极化肌肉松弛剂诱

发，临床表现为体温急剧升高、心动过

速、心律失常、低血压等，患者常在短

时间内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时间就是生命，在院的麻醉科医

护全员到位，各司其职：管理呼吸、开

放中心静脉通道、建立高级血流动力

学监测、实施全身降温、检测生化及

内环境指标、升压纠酸降钾。同时，

根据患者病情需要，公卫中心立即

向兄弟医院申请调用“恶性高热”的

特效急救药物丹曲林钠。经过苦战，

患者的生命体征逐渐好转，体温逐渐

下降，但呼吸循环、内环境及代谢等状

态仍不稳定，随时有心跳骤停的风险。

在这紧要关头，特效急救药快速

送达，随着药物被缓慢注入患者体内，

凶险的“恶性高热”被彻底制服。当晚

9时许，患者转危为安，被送往重症监

护室后续观察治疗。第二天，该患者

意识完全清醒，生命体征平稳，顺利脱

机拔管，未发生任何不良后果。

“恶性高热”是全球麻醉界谈之

色变的致命麻醉并发症，极罕见，致

死率极高。作为一种基因遗传性代

谢异常综合征，该病发病率仅约五万

分之一。患者平时无异常表现，一旦

被诱发将出现持续性肌肉代谢亢进，

核心体温急剧升高和重度酸中毒。患

者体温可升至42℃以上且常规降温措

施无效，同时产生大量乳酸和二氧化

碳；病情恶性发展，出现严重酸中

毒、低氧血症、高血钾和心律失常

等，最终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大多

数病例与RYR1基因突变有关，当存

在此基因缺陷，患者暴露于某些诱发

药物时，会触发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失

控性增加，导致肌肉纤维持续兴奋并

产热。随着特效药物投入临床使用，

恶性高热的死亡率已降至2%—3%。

王利表示，若家中曾有亲人在以

往接受麻醉过程中出现不明原因高

热，应提前告知麻醉医生。目前对于

“恶性高热”易感者已有针对性较强

的基因筛查技术，可及时做出术前诊

断，以便麻醉医生更好应对，保证患

者的安全。 本报记者 左妍

本报讯（记者 郜阳）由上海科

普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的“上海科

普教育创新奖”（以下简称“上海科普

奖”）2025年申报工作已启动。

今年起，上海科普奖增设了“前

沿科技成果科普奖”，表彰在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

及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和上海发展的

重点行业中，在前沿科技成果科普化

及推广传播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个

人或团队。

2024年上海科普奖评出122个

奖项。本报《依旧少年 ·科学领航者

的上海故事》融媒体系列传播荣获

2024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传媒

奖一等奖。

高考后整容潮来袭，上海九院整形专家提醒——

开双眼皮，注意避免“假大宽深”

生死4小时！降伏“恶性高热”

2025年上海科普奖开始申报

新增“前沿科技成果科普奖”

第 线
高考结束后，你

最想做的事是什
么？变美。每年这
个时段，不少年轻面
孔在家长陪伴下走
进上海第九人民医
院整复外科，希望能
通过医美手段改善
外貌，迎接大学生
活。上海九院整复
外科统计，在众多医
美项目里，双眼皮手
术是高考生们的“变
美首选”。如何找到
适合自己的“妈生
眼”，成为大家最关
注的问题。

■ 杨军主任医师在做双眼皮手术

采访对象提供

致命麻醉并发症易感者应在术前告知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