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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医生与医学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

一次。医务工作者从事的是人类生命与健康
的事业，“性命相托，健康所系”，不分国
界，不分种族，不分贫富，呵护生命，大爱
无疆，是阳光下最美丽、最崇高的职业。医
务工作者需要具备爱心、耐心、细心、责任
心。每一位从医者都是要就职宣誓的：我自
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道
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
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
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宣誓方能就职，那是因为，医学是一
门关联人人的科学，从精卵结合，到孕育
生命，到生老病死，无一不得到医学的眷
顾，如何让每一个生命都活出健康，活出
快乐，活出优雅，活出质量，活出长寿，
活出精彩，是医务工作者神圣的责任。然
而，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医学的发展是最

为缓慢的一种，因为我们面对的人类自
身，不能随意解剖，随意取材，不能随意
做这样和那样的实验，许多疾病尚无法治
愈，许多病因尚未能揭秘，医学发展的滞
后，与人们的生存期望形成了明显的反
差。医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将所有人
的所有疾病一把抓。医务工作者攀爬不
停，钻研不休方可取得医学的不断进步，
医患携手方能取得共赢。

感悟大众与患者
有一组数据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前人

均寿命男性为 35 岁，女性为 31 岁，2015
年，男性净增 39 岁，女性净增 46 岁。目前
全国 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 2.2亿，占人口总
数的15.94%，山西省达到530万，占全省人
口的的 2.07%，太原市达到 63.8 万，占全市
人口的 14.8%，都毫无例外地进入了老龄
化。人均寿命已经超过了75岁，“人活七十
古来稀”已不再是亘古不变的格言。

日子越过越好，寿命越来越长，人
人都想好好活，活个大岁数。寿命与健
康的期望值不断升高。一旦生病，也希
望很快治愈。所有这些原本就是医务工
作者为之努力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
医患之间是目标一致的统一体，为什么
二者之间矛盾常有，纠纷不断？其中两
者 之 间 沟 通 不 到 位 ， 应 当 是 “ 木 桶 原
理”的短板。

感悟医学科普与医患沟通
人食五谷，孰能无病，病后求医是再

平常不过的事了。然而，患病的人及家
人，却往往感到求医之路十分艰难。有些
人走进医院，晕头转向，人地两生，一头
雾水，搞不懂检查内容，弄不清病因和病
情……病痛的折磨，求治的迫切，花费的
增加，加之个别医务人员不屑沟通，沟而
不通，半通不通，无效沟通……以致积怨
累加，医患矛盾一触即发。

怎么办？要求每一位公民都到医科大学
里进修学习？抑或每个家庭都有一位医生？
那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如何解决医务
工作者与患者与大众之间，医学知识不对等
的问题，便显得十分重要。

医学科普，医患沟通，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重要环节。医务工作者加班加点，不
分白昼，十分辛苦，责任重大，风险极
高，如何在高度紧张，繁忙劳碌的情况
下，做到有效沟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
题。

医务人员若能将讲科普，写科普，传
递科普，作为日常工作不可分割的重要部
分，集众智，聚合力，线上线下，点上面
上，全面开花，多方位多渠道，努力让大
众知道一点医学知识，多一点，再多一
点，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
方有可能做到有效的医患沟通，构建融洽
的医患关系，营造和谐的就医氛围，保障

良好的医疗质量，这将对全民的健康素
养，腾飞的国民经济，有着恒久的重要意
义。我们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迎来了科普的春天，科普的盛
世，医学科普将是科普园里，最为美丽的
花朵，医学科普，医患和谐，将进一步推
动医学事业的发展，护佑人类的生命与健
康。

（作者系山西省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
家，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教
授，中华医学会科普精准传播培训导师，山
西省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山西女医师协
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医 务 工 作 者 与 医 学 科 普医 务 工 作 者 与 医 学 科 普
□□ 郭述真

医学科普、医患沟通是解决医务工作者与患者、大众之间，医学知识不对等问题的重要环节。在山西省《礼赞共和国·追梦新时
代》“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活动上，本报专栏作者郭述真教授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医学科普志愿者畅谈了自己的一些感悟。

当我们经受剧烈头痛的时
候，会用双手紧紧抱住头，并
感觉整个大脑都要炸裂了，我
们会认为，是大脑本身正在扩
张、受挤压，是大脑本身感受
到的疼痛。

你可能不知道，实际上, 大
脑本身是感受不到疼痛的。虽然
大脑是由无数个神经元与间质细
胞组成，但它不会像皮肤或其他
器官一样因为牵拉、受压、外伤
或其他刺激感到疼痛。因为大脑
被包裹在坚硬的保护性覆盖物
——颅骨中，它并不像其他“暴
露”的身体部位一样，能对触觉或压觉刺激产生应激反
应。甚至，脑外科医生可以在患者清醒的状态下切除脑
组织，患者却不会感觉到刀的存在。

那到底头痛由何而来呢？科学家经过长期研究认为
是大脑周围组织、大脑化学物质、血管和神经产生了这
些疼痛的信号。

最常见的慢性头痛类型是偏头痛和紧张性头痛。这
些类型的头痛都是在脑及脑周组织接触内部或外部触发
因素时发生的，例如荷尔蒙变化、睡眠缺乏、压力、温
度变化、焦虑等。这些触发因素会促使大脑疼痛中心发
出信号，这些疼痛中心会产生各种化学信使，包括血清
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会导致包裹脑组织的脑膜血管扩
张。当血管膨胀时，围绕这些血管的神经就会被被动牵
拉，使这些神经向三叉神经系统发送信号，将疼痛信息
传递给头部和面部。例如，当一个人患有脑肿瘤时，疼
痛通常是发展到晚期的症状，因为脑肿瘤只有长得足够
大时，大到足以损伤骨骼或拉伸脑膜的血管时才会引起
疼痛。

很多科学家认为，脑脊液循环不畅是引起头痛的原
因之一。脑脊液循环素有人体第三循环之称，是指大脑
脉络丛产生的脑脊液流入脑室和蛛网膜腔，最后通过静
脉回流到循环系统的过程，对中枢神经系统起缓冲、保
护、运输代谢产物和调节颅内压等作用。脑脊液循环不
畅，就会产生头痛症状。大连医科大学隋鸿锦教授提出
了一种新的假说：枕下区的肌硬膜桥能够影响脑脊液循
环。我们身体上存在一个小小的解剖结构——肌硬膜
桥，是指枕骨下区与前几个颈椎之间的头后小直肌与硬
脊膜之间的致密纤维联系。隋教授指出，当头部运动
时，头后小直肌收缩，通过肌硬膜桥的传递牵拉硬脊
膜，从而引起蛛网膜下腔容积发生改变，产生一种负
压，对脑脊液循环产生影响。所以，弄清楚肌硬膜桥的
生理功能，对于改善头痛和其他脑部疾病很有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头痛途径被完全激活，头痛治疗就变得更难
了。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头痛药物需要在头痛发作早期服用才
能有效。很多偏头痛患者的头痛最先表现为悸动感，随后皮肤敏感性
会显著增加，最终头皮受压、梳头发、佩戴耳饰、眼镜都会感到疼
痛。这种皮肤敏感性显著增加带来的疼痛，被称为异常性疼痛，一旦
发生异常性疼痛，头痛治疗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当出现头痛
症状时，千万不要忽视。切记，头痛可是“早治早好、晚治无效”啊！

［作者系大连医科大第一临床学院2017级临床医学（“5+3”一体
化）一班学生。插图：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岳辰。指导
教师：大连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李潺］

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会
不自主地皱眉，那皱眉是如何产
生的呢？原来在我们的眉毛中间
末端，额肌、眼轮匝肌下存在一
块小、窄、金字塔形的肌肉称皱
眉肌。皱眉时，皱眉肌向下向内
拉眉毛，产生垂直皱纹称为眉间
皱眉。

皱 眉 通 常 被 视 为 痛 苦 的 表
现，医学上也开发出许多减少或
消除皱眉作用的治疗方法，但试
想如果皱眉无功能作用的话，那
么我们是否会因幸福而不产生皱
眉呢？

科学家de Wied等人比较了破坏性行为障碍 （DBD） 与正常人的
皱眉肌和颧肌的肌电图活动。结果显示，DBD患者皱眉肌肌肉的反应
模式不如正常的患者，科学家推测，愤怒的面部表情的表达在DBD患
者中低于正常。

科学家Varcin等人也曾比较过精神分裂患者与正常人的皱眉肌和
颧肌的肌电图活动，并观察了快乐和愤怒时的面部表情。结果是相似
的，精神分裂患者表现出较低的肌电图活动，并表现出与临床症状无
关的非典型的面部反应。由此科学家推测皱眉在传达感情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同时，不要忘记当暴露在强光之下时，我们也会产生皱眉动作，
将眉毛拉向鼻梁，就好像在眼睛上方搭建了一个屋顶，遮挡并减少进
入眼睛的光线。

英国的传奇人物首相丘吉尔在镜头前深深的皱眉形象，已经成为
他为人熟知的特点。科学家认为，丘吉尔总是表现出热情、坚决和乐
观的一面，皱眉正体现了他果敢坚定的性格。

由此可见，皱眉肌不应该被视为痛苦的肌肉，而应该视为传达感
情的肌肉。

［作者系大连医科大学16级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绘
图：大连医科大学18级人体解剖学专业研究生孙诗竹。指导老师：大
连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淳璞］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这句话出自《战国策》的《触龙说赵
太后》，意思是天下之大爱就是父母
爱孩子的那种爱，他们为孩子的长远
考虑，把孩子的未来都考虑好了。真
正优秀的老师或父母，要为孩子的长
远考虑，既要关心学习，也要培养孩
子优秀的品格，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
或孩子成为真正优秀的人，推动社会
的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让孩
子们成长为成功而且快乐的人。

那么，作为父母，到底应该如何
为孩子的深远谋划呢？

首先，坚持先成人，后成才。也就
是说，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培养良好
的道德品质，培养高尚的情怀，这些是
第一位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岳母刺
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等，就是在
培养孩子拥有爱国情怀，懂得人生的大
道理，这些人品的教育能够使孩子拥有
大格局、大智慧、大勇气。人要有大格
局，将来才有宽广的天地，正是因为从
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敬爱的周恩来
总理才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创
建了丰功伟业，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本质。

与之相反的是“不能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它的含义是让孩子尽早地
多掌握一些知识，甚至把这些知识限
制在很狭窄的范围内，也就是升学所
需要的那些知识，这是非常短视、非
常功利的观点，观点的背后是利己主
义思维。殊不知，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跑，起跑时第一并不重要，甚至跑了
10公里还落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
没有进行马拉松跑的顶层设计、严格

训练、意志力培养等等。北宋文学家
王安石在《伤仲永》一文中讲述的神
童方仲永，不但赢在了起跑线上，还
是无师自通的天才，5岁就会作诗，但
是他没有持续地努力，几年后就没有
优势了，从反面说明了起跑时的输赢
不是决定一个人成功和快乐的关键。

其次，兴趣优先，成绩第二。兴趣
是人们喜欢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
是推动人们认识世界、探索真理的重要
动机。个人兴趣是我们对某个人或某种
活动所产生的积极的态度和情绪。常言
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感兴趣就更
容易把事情做好。兴趣对一个人的性
格、生活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未来活动的
准备作用。例如，对于一名学生来说，
对化学感兴趣，就喜欢学习、关心、积
累化学知识，思考各种化学现象，为将
来从事化学方面的工作打基础。第二，
对正在进行的活动起推动作用。兴趣是
一种具有浓厚情感的志趣活动，它可以
使人集中精力去获得知识，并创造性地
完成当前的活动，即使遇到一些困难，

个人也愿意付出努力，完成相关任务。
第三，对活动的创造性态度的促进作
用。兴趣会促使人深入钻研、创造性地
工作和学习。对一门课程感兴趣，会促
使他刻苦钻研，并且进行创造性的思
维，使他的学习成绩大大提高。

获得了兴趣就像是找到了学习之泉
的源头，学习变得动力十足，变得有趣
而高效。兴趣要靠老师和家长的积极引
导和培养，学生的积极实践，二者形成
一种良性互动。社会上有很多兴趣班，
家长要正确看待兴趣班的作用，如果孩
子感兴趣，兴趣班可以帮助孩子成长、
发挥潜能，如果孩子不感兴趣，甚至非
常反感兴趣班，兴趣班就是孩子发展的
桎梏、扼杀兴趣的枷锁。

第三，成绩并非不重要，尽力而
为。很长时间以来，分数被认为是学
生的命根子，唯分数论一度成为衡量
老师和学生成功的标尺。近年来，社
会对成功的评价更加多元化，政治
家、经济学家、科学家、运动员、影
视明星都被认为是成功者，读书无用
论也数度抬头。理性来看，社会的成

功者几乎都经历过不断努力学习的过
程，在校学习成绩是很重要的，学习
成绩代表了一个人的学习能力，社会
上大多数人都需要学习专门的知识或
技术，以便让自己生存得更好、发展
得更好，经过努力学习，大多数人都
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员。

同时，我们要理性对待学习成
绩。成绩不能代表未来，论在校期间
的成绩，阿里巴巴的创立者马云可能
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他走出校
门之后的成绩是令人骄傲的。学生的
每一个成绩都是对自己过去某段时间
学习效果的衡量，学生可以根据考试
结果查漏补缺，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
能。人的智商有一定差异，知识基础
也不尽相同，有的人擅长文科，有的
人擅长理科，所以不要总和第一名
比，只要自己尽力了，就要肯定自
己；作为学生，要更多地和自己比，
成绩是不是进步了，效率是不是提高
了，兴趣是不是更浓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一科主任医师）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我们俩是一双眼睛，张开心中浪漫
风情，有风一起吹，有雨一起淋，离
了你我看不清；我们俩是一双眼睛，
看遍人间美丽风情，当岁月老去，我
愿陪伴你，安静地闭上眼睛。”这首
歌曲深情地演绎了眼睛的功能。那么
从医学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认识美
丽的眼睛呢？

人 明 亮 的 眼 睛 也 称 眼 、 目 或
眸，是一个可以感知光线的重要器
官。人的眼睛通常呈水平椭圆形的
球状，故又称眼球，主要功能包括
屈光和成像。眼球由外围的球壁与
里面的眼球内容物组成，球壁由外
向内依次分为三层，最外层为角膜
和巩膜，中间层为虹膜、睫状体及
脉络膜，最内层为视网膜；眼内容
物则主要包含房水、晶状体及玻璃
体。其中角膜和晶状体主要起到聚
焦光线的作用，虹膜类似于可调控
光线进入眼睛的开关，光感知及成
像则主要依赖视网膜。

一般正常人眼睛的屈光状态，随
着人的发育、成熟、衰老逐渐发生着
由远视、正视再到老视的变化。正常

学龄前儿童为生理性远视的屈光状
态，婴幼儿一般为不高于400度的远
视，学龄前儿童大都在 200～300 度
左右的远视，这是正常的远视储备。
大部分 6～8 岁的儿童，随着眼球的
生长发育，远视度数减少到消失，逐
渐正视化，标准对数视力表小数记录
法约 0.8～1.0，达到成人水平。这个
时期又称为视觉发育关键期，此时
期，一定要不挑食，合理膳食，增加

儿童的户外活动，避免近距离和光线
昏暗下读书写字，远离或者少用手
机、电脑和看电视等，不要过早地消
耗掉远视储备，否则，很容易引起近
视。另外，在这个正视化发育阶段，
因各种原因引起眼睛发育障碍，会引
起斜视、弱视等等。如果发现不及
时，错失时机，可导致视力的不可
恢复。

10～18 岁，由于过重的课业负

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加之遗传因
素以及环境因素等，可促使大多数
青少年形成近视。此阶段更要避免
持续性的近距离阅读和书写，要多
进行跑步、跳舞、各种球类运动和
放风筝等户外活动，常食用菠菜、
胡萝卜、鱼类、奶类、水果和豆类
等，注意饮食平衡，使一生两目炯
炯有神。若有了屈光度的异常，一
定 要 找 正 规 的 眼 科 医 院 就 医 、 验
光，佩戴合适的眼镜，这样才可有
效控制近视或弱视的发展。20～45
岁 这 个 阶 段 屈 光 状 态 渐 渐 趋 于 稳
定；当 45～60 岁,人们逐渐出现老
视，大部分人群需佩戴老花镜辅助
近距离阅读。如果正确佩戴眼镜还
有 助 于 减 少 屈 光 不 正 引 起 的 眼 疲
劳、干眼等症状。

因此，一定要从小爱护好眼睛且
坚持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以保证一
生明眸善睐，顾盼生辉。

（作者供职于山西省眼科医院，
系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科学普及分会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科学普及分会眼科
专业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医学会科学
普及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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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也能表达情感
□□ 孟 来

父 母 如 何 为 孩 子 计 深 远
□□ 吕建宝

家长要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孩子在婴幼儿期，可能
对声音和光线比较敏感，我们就给孩子颜色鲜艳的玩具，
让他听一些优雅的音乐，多和孩子轻声细语地说话。孩子
三四岁时处于语言敏感期，多给孩子讲故事，创造良好的
语言环境。孩子上学以后，既要关心孩子学习的效率、效
果，也要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比如：身体发育怎么样，
和老师、同学关系如何，品行好不好，有没有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等等。作为父母，要多和孩子沟通，倾听孩子的
心声，了解孩子的需求，及时解答孩子的困惑，给予孩子
真正需要的东西。

让孩子学会和人打交道。我们说的打交道，不是让孩子
学得虚伪和世故，而是在积极地和老师、同学交往的过程

中，学会理解别人、关心别人，学会向同伴学习，同时，也
要学会正确看待和解决同学之间的不同意见或者矛盾冲突。

如果不会和人相处，连健康人都不能算。世界卫生组
织对健康的定义就包含了“不能损坏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
己的需要，能按照社会认可的道德来约束自己及支配自己
的思维和行动，具有辨别真伪、善恶、荣辱的是非观念和
能力”。我们见过个别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他们在高考中
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甚至是当地的“状元”，但是，进入大
学后不能和同学和睦相处，甚至一旦不能保持像中学一样
的成绩优势，就崩溃，甚至自杀。有个别智力和学业极其
优秀的硕士生、博士生，因为和导师闹矛盾，导致自己不
能完成学业，甚至有极端的学生杀死导师，沦为罪犯。

帮 助 孩 子 学 会 跟 人 打 交 道

保 护 视 力 从 正 确 认 识 眼 睛 开 始
□□ 张 红

正视、近视、远视眼球的比较

眼睛是人体最精密的一个器官，又是一个复杂的生物
光学系统。眼内无色透明的折光结构，包括角膜、晶状
体、眼房水和玻璃体相当于多组透镜，起到屈折光线的作
用，是清晰视觉的基础。

眼球的结构和照相机很相似，但要比“照相机”精密
得多，可在一瞬间把无数光投射到对光敏感的视网膜上成
像，在那里，光线又被迅速接受转变成一系列的视觉信号
并通过视神经传递到脑部，从而使人们看到所注视目标的
形状、色彩以及运动。

人的眼睛的生长发育与身体的发育是同步而不同量的。
有测量显示，新生儿眼球与成人相比，外形更趋于竖椭圆
形，呈不对称的向后外方膨出，容积约为2.6ml。1~3岁的婴
幼儿，眼球迅速增大，尤以生后第一年增长最快，3岁可达

22.5~23 mm；3 岁以后逐渐减慢，在 4~14 岁时每年增长
0.1 mm，而5~6岁时眼球大小就接近了成人；15~16岁，眼
球又有一较快的增长阶段，眼球大小基本如成人。

人体体积从出生到成年增长21倍，而眼球体积仅增长
3 倍，且 70%是在 4 岁以前完成的。出生后眼球容量增长
3.2 倍，脑重量增长 3.75 倍，而体重则增长 20 倍，眼球重
量与身体其余部分重量之比，出生时为1:419；成人时则1:
4832。

眼睛虽小，但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在以后的发育阶段，
眼球各部的生长速度并不平衡，巩膜的发育对决定眼球的形
状并不起重要作用，视网膜的生长发育才是眼球形状的决定
因素。保证0~16岁这一时期儿童眼睛的正常发育对一生的
眼健康非常重要。

正常眼轴和近视眼轴的对比

眼睛与身体的生长发育同步不同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