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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者按 我国是近视眼高发国家我国是近视眼高发国家。。据统计据统计，，我国青少年近视患者接近两亿我国青少年近视患者接近两亿。。青少年近视已成为青少年近视已成为
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有效防控近视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有效防控近视，，从本期开始从本期开始，，本报特开设本报特开设““青少年近视防青少年近视防
控控””专栏专栏，，通过对有关科技知识的普及和科技成果的推广通过对有关科技知识的普及和科技成果的推广，，为抑制青少年近视发展的严重趋势为抑制青少年近视发展的严重趋势，，
寻找有效解决方案寻找有效解决方案。。

随着暑假的临近，很多学生和家长
希望利用假期去矫正一下视力，很多医
院出现了学生排队手术的繁忙景象。有
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已超
越其他亚洲国家，高居全球第一位，并
且呈低龄化趋势。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
视率均已超过7成，并逐年增加，小学生
的近视率也接近40%。但现在矫正视力的
医疗广告五花八门，是配眼镜还是做手
术，还是戴隐形眼镜？这让很多家长和
学生常常无所适从。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付
晶，从事眼科临床工作 20 年，在儿童及
成人斜视、弱视等疾病的诊断和手术治
疗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付晶大夫
向记者介绍了门诊常见病例：7 岁的小
明同学就是因上课看不清“黑板”特地
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同仁医院。经过问
诊，眼科医生判断小明患近视的可能性
很大。此时，小明妈妈的疑问来了：孩
子刚 7 岁，怎么就近视了呢？到底是真
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付晶大夫给他们

做了如下解释：一般孩子反应眼睛看物
模糊，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近视。最常
见的解决方法就是带孩子去眼镜店配一
副眼镜。事实上，近视是分真性近视和
假性近视的，而且假性近视是不需要佩
戴眼镜的。若假性近视长期佩戴眼镜，
反而容易造成真性近视。所以家长带孩
子佩戴眼镜之前，一定要检测清楚孩子
的近视属性，不可盲目配镜。一般青少
年的近视眼，刚开始时，大多数属于假
性近视，是由于用眼过度而引起的一种
功能性近视。

那么，如何预防假性近视变成真性
近视呢？付晶告诉家长，要帮助孩子做
到如下几点：

第一，良好的用眼习惯。不要歪
着、斜着看书；不要在光线不好的环
境下阅读；不要长时间阅读。青少年
近视眼以长期用眼距离过近引起者为
多见。

第二，照明光线不要过强或过弱。
如 果 光 线 太 强 ， 如 阳 光 照 射 书 面 等 ，

会引起强烈反射，刺激眼睛，使眼睛
不适，难以看清字体。相反，光线过
弱，书面照明不足，眼睛不能清晰地
看 清 字 体 ， 头 部 就 会 向 前 ， 凑 近 书
本 。 以 上 两 种 情 况 均 让 眼 睛 容 易 疲
劳，眼睛调节过度或痉挛容易形成近
视。

第三，有的青少年充分利用时间，
边 走 路 边 看 书 或 在 行 走 的 车 厢 里 看
书，这样对眼睛很不利。经常玩电子
游戏机的同学更易损坏视力。

第四，睡眠不足也是重要一条。当
睡眠不足时，第二天精神不振，头昏
脑胀，大脑没有充分休息，疲劳未能
消 除 ， 加 重 眼 睛 负 担 ， 促 使 近 视 发
生。睡眠不足是近视眼的形成原因中很
重要的一条。

第五，多做眼保健操，进行户外运
动。做眼保健操是我国中小学校重视眼
保健工作的具体体现，通过按摩眼部周
围各穴位和肌肉，刺激神经末梢，增加
眼部周围组织血液循环，调节眼部新陈

代谢，从而达到消除疲劳，增强视力，
预防近视的目的。此外，多接触青山绿
水等大自然景物，也有利于眼睛的健
康。

第六，注意饮食结构，营养摄取应
均衡。偏食或过多摄入糖和蛋白质，缺
乏锌、钙、铬等微量元素，都不利于视
力健康。预防方法是多吃一些蔬菜、水
果、肝脏、鱼等食品。

对于刚刚发现近视的孩子，家长们
一定要及时带他们去做散瞳验光，以确
定真、假性近视，然后确定相应的治疗
方法。一般来说，多数刚近视的小学生
属于假性近视，这就提醒家长们要格外
注意孩子的用眼卫生。而对于已经确定
了是真性近视的学生来说，控制度数的
快速发展就是首要任务了。

中国科普网 文/张克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淋病正变得
越来越难治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
不可能用抗生素治疗。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的 人 类 生 殖 专 家
Teodora Wi 在新闻稿中说道：“淋病的
细菌特别聪明，每当我们使用一类新
型抗生素来治疗感染时，细菌就会进
化出对应的抗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在
日本，法国和西班牙发现了三种超级细
菌，即连最好的药物也杀不死的细菌。

我们需要提高警惕
世卫组织表示，每年约有 7800 万

人感染淋病。而在美国的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表示，每年估计有 85 万例新
的淋病感染。

世 卫 组 织 收 集 了 77 个 国 家 的 数

据，该数据表明淋病已经对老年人、
便宜的抗生素，以及一些国家中普遍
存在耐药性。

而在一些国家，国际卫生组织表
示，这种感染已经达到了“所有已知
抗生素都无法治愈”的程度。

世卫生组织说，从 2009 年到 2014
年，几个国家发现了几种用于治疗淋
病 的 药 物 产 生 了 耐 药 性 ， 如 环 丙 沙
星，阿奇霉素，甚至是最后的治疗方
案，如广谱头孢菌素 （ESCs）。

在 2016 年，50 多个国家纷纷报告
称在某些情况下，ESCs 已不再起效，
该 组 织 便 开 始 建 议 医 生 转 用 双 药 组
合：头孢曲松和阿奇霉素。

为什么这些药都失效了？
世卫组织表示，性传播的感染正对

世界各地常用的治疗方法产生抗性，而
对于商业制药公司来说，制造新的抗生
素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淋病的症状包括排尿异常，如从
阴茎或阴道排出尿液时所产生的灼热
感。若是未经治疗，感染将会引起严
重的健康问题，包括长期腹痛和盆腔
炎，可能导致宫外孕和不孕。

卫生官员表示，在某些情况下，
大多数感染的人没有任何症状，医生
则无法诊断出患者患的是淋病。而抗
生素使用不当，便会使得淋病和其它
细菌性疾病对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

快科技 2017.7.14

超级细菌越来越聪明
真的什么药都杀不死？

“笑气”是什么？对人体有危害
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北京大
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刘志民进行了专访。

记者：“ 笑 气 ” 是 否 有 医 学 用
途？

刘志民：“笑气”是气体麻醉药
氧化亚氮 （N2O） 的俗称，是一种
古老的麻醉药，具有镇痛和一定的
麻醉作用，临床上主要用于诱导麻
醉和牙科等小手术的镇痛、镇静。

近年来，国内外媒体的确有一
些滥用“笑气”并导致各种伤害的
报道。我认为，从这些报道所披露
情况的性质看，这应视为一种药物
滥用行为。

记者：“笑气”为什么会对滥用
者造成危害？

刘志民：从 药 理 学 来 看 ，“ 笑
气”适当使用并不会对身体产生显
著毒性。但是如果滥用则会对身体
产生损害，受损害程度主要取决于

持续的使用时间、气体的浓度及其
与氧气混合的比例。

记者： 我 们 应 该 如 何 管 理 好
“笑气”？

刘志民：虽然“笑气”还未被
列入毒品的行列，但“笑气”滥用
同一些列管毒品如大麻滥用具有类
似的性质、过程和成瘾发展的可能
性。

特别是“笑气”滥用人群主要
是 一 些 包 括 在 校 学 生 在 内 的 青 少
年，加之披着“合法”“无毒”的外
衣，因此对青少年的欺骗性极大，
所造成的危害性不容小觑。

“ 笑 气 ” 的 成 瘾 性 及 其 滥 用 导
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列管只是时间
或程序上的问题。作为一种近年来
在青少年中流行、为娱乐目的使用
而且已造成严重医学后果的物质，
加强“笑气”在生产、流通和使用
环节的管理已势在必行。

《中国科学报》2017.7.14 文/袁一雪

荷兰知名生育专家提醒，女性超过 42
岁 后 试 管 婴 儿 成 功 率 极 低 ， 试 管 受 精
（IVF） 诊所应为手术患者设置年龄上限。35
岁以下女性试管婴儿成功率约为 31％，42
岁女性成功率降至不足 5％，44 岁时成功率
再次减半至2％左右。

研究者说，相关诊所为追逐经济利益
刻意夸大试管受精成功率，向高龄女性提
供“这么多没用的治疗”。而那些“绝望的
不孕患者为了要孩子不惜一切代价，这对
她们不公平”。42 岁以上不孕女性要想圆
梦，最可靠的做法是借用二三十岁女性提
供 的 卵 细 胞 ， 这 样 成 功 率 能 增 至 20％ ~
30％。 新华社 2017.6.29

总觉得药片太大难以下咽，就会自作
主张把药掰碎或用水溶解后再服用。其
实，能否掰开吃，要视情况而定。像肠溶
片、缓释片、控释片等剂型，只有到了肠
道才会释放药物起效，若事先压碎或只吞
下没有外壳的药粉，会让药物直接在胃里
溶解而刺激胃部。此外，缓释片是通过特
殊工艺保证药物在体内缓慢持续地释放，
若掰开或嚼碎，大量药物顷刻释放，出现
不良反应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江南保健报》2017.7.11 文/陈万一

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
疾病的风险偏低，这在男性中更显著。九成
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
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
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
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同时，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
研究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
发的高 48%。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
个基因能有效抗衰老。 《皖南晨刊》

爱护眼睛，从预防近视开始

“ 笑 气 ” 为 何 难 见 笑 ？
三伏天的到来，很多人开始贴三伏

贴，希望冬病夏治。专家提醒，三伏贴
并非人人适宜，不能盲目“跟贴”。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三院内科主治
医师毕伟博分析，“冬病”是指好发于冬
季、或在冬季易于加重的慢性肺系疾
患。夏季三伏，以上疾病处于相对稳定
阶段，适于防治。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
付国兵介绍，三伏贴适合三类人群：一
是患有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反
复上呼吸道感染的人群；二是患有慢性
鼻炎、鼻窦炎的人群；三是患有慢性咳
嗽、反复感冒的人群。而有严重心肺功
能疾病患者、对药物过敏者、皮肤长有
疱疖以及皮肤有破损者、疾病发作期(如
发烧、正在咳喘等)患者不宜进行贴敷治
疗。 《人民日报》2017.7.13 文/王君平

三伏贴冬病夏治
这些人不能盲目跟贴

42岁应为
试管受精年龄上限

药片有切痕才能掰

脱发的人更长寿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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