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6日是第26个全国爱眼日。处
于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在
学习、生活中该怎样科学用眼？近视后
如何正确配戴眼镜呢？

学龄前
学龄前儿童视力不良的主要表现为

弱视、散光、远视、先天性白内障等屈
光不正和眼病，近视较少见，一般与遗
传有关。视力不良的儿童如果经散瞳验
光后，散光大于2D（200度）、远视大
于 6D （600 度）、近视大于 1D （100
度）时必须配戴眼镜矫正。低于以上屈
光度数的儿童，如果伴有弱视或调节性
斜视也需要配戴眼镜矫正，并需要进行
康复训练和治疗。

小学阶段
处在小学阶段的儿童用眼时间逐渐

增多，不良用眼习惯等因素导致其出现

近视问题。
当孩子出现眼睛酸、困、疼，近距

离用眼后出现视力模糊、重影等症状
时，家长应带孩子及时进行检查。孩子
经过散瞳后，其睫状肌松弛没有度数或
者视力提高就属于假性近视，不需要配
戴眼镜，但需要注意用眼习惯，增加户
外活动时间，让眼睛睫状肌彻底放松，
必要时需要用麻痹睫状肌功能类药物进
行治疗，以防止屈光度增加，发展成真
性近视。

许多家长没有定期带孩子检查眼
睛的习惯，等到孩子已经看不清黑板
上的字或影响生活了才带孩子去检
查，此时孩子很可能已经形成真性近
视。建议家长每6个月带孩子到眼科
检查眼睛，根据不同检查结果采取不
同的防治措施。

中学阶段
中学生的近视率相对较高。据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中学生近视率为
78.95%，高中生近视率为80.90%，且
中高度近视者居多。配戴的眼镜度数大
于1D（100度）、小于2D（200度）的
青少年，建议只在看远时戴眼镜，休
息、户外活动时不要戴眼镜。近视2D
（200度）以上的青少年如果不戴眼镜
或偶尔戴眼镜，会因视物不清而眯眼引
起视疲劳，导致近视度数增加更快，所
以建议这些青少年每天坚持戴眼镜。

由于中学生用眼时间相对较多，建
议每3～6个月对眼睛进行一次检查，
青少年配戴眼镜是矫正近视的最佳方
法。同时，戴眼镜对外斜视还有一定的
防治作用。

再好的眼镜都不如一双明亮、清澈

的眼睛。家长要帮助孩子从小培养良好
的用眼习惯，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
眼，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多参加户外活
动。当孩子出现眯眼、皱眉、斜眼等症
状时，家长应尽快带孩子到眼科检查，
确定病因后进行科学防治。

（了解更多疾病预防知识，请关注
“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
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健康科学用眼 正确配戴眼镜

我市自1月6日开始接种新冠疫苗
以来，截至6月2日，累计接种新冠疫
苗102.31万剂次，已接种90.69万人，
其中124402人已按程序完成接种，无
严重异常反应发生。

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来，全市
1480名接种工作人员、248名医疗保障
人员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疫苗接种工作一
线，另有储备接种人员733人严阵以
待。在疫苗充足供应的情况下，全市每
天能接种6万多人次。5月28日，全市
接种70284人，达到近期接种的峰值。

为保障疫苗接种工作安全有序进
行，我市先后成立了以市卫健委主任
曹江涛任组长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领
导小组和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专班，下
设综合组、技术指导组、政策和监测
报告组、医疗救治组、宣传组5个专
项工作组。制订下发了《漯河市疫苗
接种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疫苗接种职
责分工和任务清单，接种任务实行台
账化管理。各县区细化本级工作台
账，量化到每个接种门诊，接种情况

进行日报告和日通报。
全面提升疫苗接种能力。我市疫

苗接种服务以大中型临时接种点和固
定接种点为主、上门服务为补充，在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置临时流动接种
点，在人口集中、接种人数较多的集
体单位、高校、工厂等开展现场接
种。目前，漯河医专、漯河职业技术
学院、双汇集团、漯河食品职业技术
学院等第一批现场接种工作已经完
成。为保证接种配置精准化，我市对
所有接种门诊进行接种环境、分区布
局改造提升，落实每个接种点至少设
置6个预检分诊台、3个接种工作台的
标准。目前，全市共有 66 家接种门
诊、8个移动接种点、1个临时接种
点，接种工作台总量增加1倍多。同
时，所有接种门诊配备扫码枪、身份
证阅读器、签核机等设备以及疫苗储
存冷链设施，满足大规模接种工作的
需求，并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
疫苗全程信息化追溯管理。

大力保障疫苗接种安全。规范执行

健康询问、接种禁忌核查、知情告知、
信息登记、接种后留观30分钟等疫苗
接种程序。市卫健委印发《接种异常反
应医疗救治工作方案》，成立医疗救治
工作组和专家组，严格落实相关要求，
做好异常反应监测和救治工作。

营造全民接种疫苗氛围。做好机
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的宣传动员工作，
要求第一阶段重点人员实现应接必接；
服务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人群，高校学
生和各类学校教职工等重点行业人员实
现应接尽接。通过分片包干、社区动
员、单位组织、个人预约相结合的方
式，采取横幅挂起来、喇叭响起来、文

艺节目演起来等宣传形式做好群众的组
织动员工作。及时公布市、县（区）疾
控机构咨询电话，对群众关心的问题进
行答疑解惑。同时，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成立4个疫苗接种工作专项督查组，分
片包干，不定时对各县区、各单位新冠
疫苗接种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对思想不
重视、组织不力、疫苗接种工作推进缓
慢的单位予以追责问责。

市疾控中心专家呼吁，接种疫苗是
最简便、最快捷、最经济的防护手段，
广大群众要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守护自
己和家人的健康，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
的力量。 谷东方 李元林 刘卫光

我市疫苗接种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累计接种突破百万剂次

日前，11岁的小明（化名）因右脸
肿大，在家长陪伴下到市二院口腔科就
诊。该科主任医师刘学军经过询问，得
知该患儿半年前牙龈肿痛，服用消炎药
后疼痛缓解。后来小明脸部肿胀逐渐明
显，家人却误以为孩子吃胖了便未在
意。最近一周，孩子出现脸部偶尔疼

痛、右下唇麻木的症状，父母便带孩子
到该院就诊。

经口腔CT检查发现，小明患右侧下
颌骨囊性瘤。囊性肿瘤有鸭蛋大小，已
严重压迫骨壁，并侵犯患儿还未长出的
恒牙。“该患儿治疗难度很大。囊性肿瘤
把骨壁压迫得特别薄，如果完整切除肿
瘤，会有很大概率导致患儿下颌骨骨
折，且患儿正处在生长发育高峰期，手
术切除后很可能给患儿面部造成畸形，
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困扰。”刘学军表示。

该科手术团队讨论后，决定迎难而
上，为患儿采用颌骨开窗减压的方式，
放入引流管进行定期冲洗，在阻止囊性
肿瘤发展的基础上，诱导骨质再生，使
囊性肿瘤逐渐缩小甚至消失，以最小的

创伤达到较好的效果。经过充分的前期
准备，刘学军带领科室团队人员分工合
作，成功为患儿实施了颌骨囊肿开窗减
压+囊性肿瘤切除手术。手术过程顺
利，患儿经术后预防感染和支持治疗，
在医护团队的精心护理下康复出院，目
前恢复良好。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乳牙早晚要
换，出现问题不治疗也没事儿。其实，
如果孩子的乳蛀牙感染严重，可能累及
发育的恒牙胚，形成牙齿畸形。”刘学
军提醒广大家长，应及时带患有口腔疾
病的孩子到医院进行诊治；即便在没有
症状的情况下，家长也应每隔半年带孩
子到医院进行口腔检查，做到早预防、
早发现、早治疗。 尹红娅 张 静

市二院

为患儿剥离口腔肿瘤
■专家链接

刘 学 军 ，
市二院口腔科
副主任，主任
医师，省医院
管 理 协 会 委
员，市口腔协
会 副 主 任 委
员。他先后在
第 四 军 医 大
学、华西口腔

医学院、第三军医大学、武汉大学口
腔医学院进修；擅长牙周病，儿童、
老年牙病，肿瘤及颌面部疑难杂症的
治疗。刘学军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获市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
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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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今年56岁，患有高血压，
每天遵医嘱吃降压药、注意饮食。最
近，他晚上睡觉前发现脚肿，开始以
为是白天走路多导致，于是减少走
路，以居家休息为主，但脚肿的症状
依然会出现。

医生检查后发现，蔡先生的肾脏
非常健康，其他器官也没有异常。后
经仔细询问，才找到了真相。原来，
蔡先生服用的地平类降压药（硝苯地
平），虽然控制血压效果明显，但其副
作用就是脚肿。

地平类降压药在临床中应用非常广
泛，降压的同时还能起到抗动脉粥样硬

化的作用，非常适合老年高血压患者服
用。地平类降压药物是一个“大家
族”，其成员非常多，如硝苯地平、苯
磺酸左旋氨氯地平、非洛地平等。

地平类降压药本质上为钙通道阻
滞剂，即通过阻止钙离子进入血管平
滑肌细胞，使血管得到扩张，达到降
低血压的效果。多年的临床研究和用
药评价显示，地平类降压药没有绝对
的禁忌证，安全性比较高。但是，药
物难免有或多或少的副作用，地平类
降压药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脚肿。脚肿
并非药物破坏了人体组织或攻击了其
他器官，而是其药理作用所固有的。

地平类降压药对小动脉扩张效果非常
好，但是对小静脉和毛细血管的扩张
作用很有限，因而可能导致体液淤
积。而人在白天站立活动，体液受重
力影响容易在下肢淤积，到了晚上人
躺下后下肢回流压力减小，水肿就会
慢慢消退，所以就出现了“晚上脚
肿，早晨复原”的情况。

脚肿会不会引起不良后果呢？专
家称，通常不会，因为地平类降压药
引起的水肿多发生在用药初期，往往
能够自行消失。如果脚肿的程度不严
重，就不需要理会，可以继续服药。
如果肿胀影响了日常生活，可以换成

其他种类降压药或联合用药。
高血压患者出现脚肿，可以吃利

尿剂吗？一般来说，心衰、肾衰导致
的水肿源于体内血容量增多，利尿剂
可以帮助减少血容量，达到消肿的目
的。而地平类降压药并不会引起血容
量增加，所以不建议服用利尿剂。当
然，除了脚肿的因素，老年高血压及
肥胖高血压患者等也可以考虑加用利
尿剂降压。服用地平类降压药的患
者，白天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站立，卧
床休息时尽量把双腿垫高，促进下肢
的静脉体液回流，以缓解水肿。

据人民网

高血压患者为啥会脚肿

本报讯（记者 杨三川）近日，
河南省心脏康复中心联盟在郑州揭牌
成立。漯河市中心医院（漯河医专一
附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杨秀
慧当选省心脏康复中心联盟副主席。

近年来，我国心血管疾病发病死
亡率持续上升，形势严峻。省心脏康
复中心联盟的成立旨在打造院前、院
中、院后一体化的心脏康复管理模
式，帮助患者进行心血管疾病的全程
管理，进一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市中心医院心脏康复中心成立于
2016年，是全市唯一一家集心血管病
预防、治疗、康复于一体的市级三甲
医院心脏康复中心。该中心设有心理
及呼吸睡眠评估室、体外反搏治疗
室、心肺功能综合测定室、心脏康复
运动大厅、营养心理保健室，拥有医

护人员18人，其中，主任医师3人、
硕士生导师1人、硕士研究生4人。
该中心配备心肺功能测定系统、“双
心”躯体化症状诊评系统、体外反搏
治疗仪、内皮功能测定仪等，可开展
6分钟步行实验、呼吸睡眠监测及中
心中脉压测定等。该中心以“运动、
药物、营养、心理、戒烟”为核心的
专业服务帮助患者提升保健康复素
养。

“河南省心脏康复中心联盟的成
立将进一步推动河南省心脏康复事业
的发展，以心血管疾病诊疗‘从救治
到预防，从急病到慢病，从以疾病为
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治疗理念，
实现心血管疾病的闭环管理，使患者
的诊断、治疗、康复阶段无缝衔
接。”杨秀慧说。

市中心医院杨秀慧当选
省心脏康复中心联盟副主席

6月1日，由河南省红十字会主
办的“第三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
（信阳赛区）举行，来自豫中南的6支
红十字应急救护队参加比赛。漯河市
三院5名医护人员代表市红十字志愿
队参赛。

比赛设置救护技能场景演练、救
护演讲两个环节。比赛中，市三院参
赛队员凭借良好的心理素质、扎实的
知识储备、娴熟的施救技能和默契的
团队配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得
信阳赛区冠军。 荆 明

市三院获省红十字应急救护
大赛（信阳赛区）第一名

■专家链接
吴夫安，

执业医师，国
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从事精
神病临床工作
二十余年，曾
多次到上级医
院进修，临床
诊 疗 经 验 丰
富，能熟练掌
握精神科常见

病及多发病，擅长对精神分裂症、双相
情感障碍、癫痫伴发精神障碍、神经官
能症、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等各类疾病
的诊疗。

精神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
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
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
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
病，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是精
神病中较为普遍的重型精神病之一，
临床症状复杂多样，涉及知觉、思
维、情感、意志行为及认知功能等方
面，个体之间症状差异很大。即使同
一患者在不同阶段也可能表现出不同
症状，常见症状有头脑昏沉、狂躁不
安、疑神疑鬼等。

2.偏执型精神病。偏执型精神病
以幻觉、妄想为主要临床表现。

3.情感障碍症。情感障碍症是较
普遍的重性精神类疾病之一，以明显
而长久的心态改变为基本临床表现。

4.人格障碍。人格障碍临床表现
以情绪高涨或低落为主，伴有思维奔
逸或迟缓、精神运动性兴奋或抑制，
一般起源于儿时，分为偏执型、暴力
倾向型、冲动型、自以为是型。

5.性心理障碍。性心理障碍指行
为人满足性欲的行为方式或性质对象
明显偏离正常，并以此类性偏离作为
性兴奋、性满足的主要或唯一方式。

精神病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症，
对病人的家庭、社会发展都会产生不
良的影响，因此，精神一旦出现问

题，一定要尽快咨询有关医师和医治
组织，让自身的心理状态越来越健
康。 吴夫安

常见精神病有哪些类型

本报讯（记者 刘彩霞） 6月 3
日，漯河日报社经营党支部开展“学
党史、办实事，为老爸老妈送健康”
活动，党员志愿者与漯河日报社公益
平台——老爸老妈俱乐部的30多名
会员一起走进源汇区人民医院，体验
中医魅力，感受端午传统文化。

活动现场，会员们在源汇区人民
医院康复医学科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学
习八段锦，听中医针灸科主任金英杰
讲解中医养生知识。随后，志愿者们
把香囊、珍珠棉以及由薄荷、香草、
白芷、苍术、艾叶等9味中药材混合
研磨的粉末分发到每名会员手中，带

领他们现场制作香囊。
“佩戴香囊是端午节的习俗。香

囊是我国民间历史悠久的贴身饰
物，不仅气味清香好闻，还可以起
到醒脑、驱虫、防蛀等作用。”源汇
区人民医院医生讲解完后，在志愿
者的指导下，大家完成了香囊的制
作。“每年我都会给孙女买几个香囊
驱蚊虫，这次自己动手做了两个香
囊，用料更放心。”老爸老妈俱乐部
会员李丽说。

活动结束后，会员们参观了该院
的特色科室，了解了医用红外热像仪
（中医CT），体验了中医把脉问诊。

体验中医魅力 感受端午文化

老爸老妈俱乐部会员现场制作香囊。 本报记者 刘彩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