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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家

明日是全国爱眼日。近日，记者来到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眼科了解我市
眼科疾病的诊治情况。

一到周末，在医院的眼科门诊，不少家
长就会带着孩子前来就诊。郑州大学附属
洛阳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樊冬生深有感
触：“近视、远视、老视、干眼症等眼科疾病，
都呈现年轻化趋势。”

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近视发生率为
33%，全国近视眼人数已近4亿，已经达到
世界平均水平22%的1.5倍。而近视高发
群体——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在 50%至
60%，其中，小学生近视率在30%以上，中
学生达70%，大学生达90%。我国是世界
上近视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近视眼人数世
界第一。“青少年已成‘重灾区’，孩子近距
离看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带屏幕
的电子产品，导致孩子视力迅速下降。”樊
冬生说。

樊冬生介绍，近视是遗传和环境共同
作用的结果。保护孩子的眼睛健康，一定
要让孩子养成科学用眼的习惯，学龄前孩
子要少接触电子产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
技术规范》指出，2岁以下儿童尽量避免操
作电子产品，0到6岁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每
次不宜超过20分钟，每天累计不得超过1
个小时。家长要严格控制孩子接触电子产
品的时间，同时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玩游
戏。此外，孩子要多参加户外活动。研究
表明，每日户外活动仅半个小时的孩子近
视率为24%，户外活动能够抑制近视的发
生和发展。

近视了是选择戴眼镜，还是手术治
疗？樊冬生建议，18 岁以前的孩子眼球
还在发育，不建议做手术，戴眼镜是最佳
选择；年满 18 周岁，眼部发育成熟、近视
度数不太高者可以考虑手术治疗。此
外，孩子也可以通过佩戴角膜塑形镜来
纠正视力，但一定去正规的医疗机构。
而且角膜太薄者及有其他眼病患者，并
不适合做准分子激光手术。

本报记者 高峰 通讯员 路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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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眼症……

眼科疾病呈现
年轻化趋势

“六问”认清房颤
心慌气短要警惕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随着年
龄增长，房颤的发生率不断增大，75岁以上人群可达10%。6月6
日是“中国房颤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内科主任张萍通过

“六问”来帮助公众认清房颤真面目，增强房颤患者对脑卒中
（俗称中风）的预防意识。

心悸、心慌可能是房颤初期的主要
症状，需警惕。

房颤，通俗来说就是心房颤抖。正
常的心脏是有规律地跳动，“颤”就是心
房跳得不规律了，两个心房不工作了。
原先心房、心室需要共同完成的任务，
只能由心室单独完成。

房颤患者的心房就像生了“抖抖
病”，每分钟颤动的频率有300次至600
次。这种极不协调的“乱颤”，会使心房

丧失有效的收缩，导致心悸、眩晕、晕
厥、气短、胸闷等症状。

张萍提醒，在有症状的时候患者
应及时做心电图，同时增加动态心电
图，捕捉房颤发作的情况。房颤除了和
年龄大有关，还与高血压和糖尿病，特
别是和老年人得的甲状腺综合征有关
系，肝肾功能、心脏结构有没有心肌肥
厚也需检查，这些都是造成房颤的重
要原因。

心悸、心慌是病吗

过去，房颤患者以老年人为主，近
年，门诊遇到的中青年患者并不鲜见，
尤其是处于高节奏工作状态的白领人
群，更容易中招。

“抽烟、酗酒、熬夜、加班等不良因

素，不断加重年轻人的心脏负担，诱
使房颤提前发生。”张萍建议，中青
年人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适当
减小工作压力，调整饮食习惯，定期
体检。

房颤是老年人才要担心的事吗

房颤无小事。当心房颤动时，收缩功
能减弱，心房中的血液会瘀滞形成血栓。
若血栓随血液进入脑部血管，就很容易
堵塞在血管狭窄处，阻断脑部供血，就会
导致脑卒中，即人们常说的“中风”。

房颤会将脑卒中的风险增大5倍，
且房颤相关性卒中会比其他病因引起

的中风危害更严重。据调查，房颤引发
的中风患者30天内的死亡率可达25%，
一年内死亡率则高达50%；中风急性期
致残率高达73%；中风第一年累计复发
率高达 6.9%。所以，房颤的危害绝对不
可小觑，一定要有预防中风的意识，减
小中风的风险和危害。

房颤是小事吗

《心房颤动抗凝治疗中国专家共
识》指出，抗凝治疗是预防房颤患者血
栓栓塞事件的有效措施。谈到预防血栓
形成，不少人以为阿司匹林是首选。

事实上，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药，对
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栓效果较好。“而
房颤导致的血栓主要是凝血因子在起作
用，口服抗凝药物是最佳选择。”张萍说。

房颤引发的脑卒中能预防吗

几十年来，临床上常用的传统抗凝
药价格很便宜。但有诸多不足：每个患
者对药物的反应都可能不一样，需要不
断调整剂量；受食物、药物影响大；患者
需频繁去医院抽血监测，非常不便。此
外，如果剂量调整不好，可能不能收到
预防中风的效果，还会增大出血概率。

张萍介绍：“发生房颤的高龄病人，在
选用新型的口服抗凝药时，要权衡出血
风险的问题。随着医药科学的发展，也出
现了一类新型口服抗凝药，代表的有达
比加群酯等，分为高、低两种剂量，在预
防中风的效果上更优更安全，且无须频
繁验血监测，使患者更易坚持治疗。”

什么样的抗凝药管用

张萍强调，在选择房颤抗凝药时
应注重的是所选择的抗凝药对缺血
性脑卒中的预防效果如何，药物能否
持续 24 个小时稳定地保护房颤患者
免于中风威胁，以及它的安全性。服
用抗凝药时可采取一些小技巧，如以
整杯水服下、与食物同时服用等，以
减少和消除消化不良、胃肠道不适症
状的发生。

最后，张萍提醒发生过房颤的患
者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应 该 注 意 四 个 方
面：

第一，房颤最常见的因素是高血
压，所以要良好地控制血压，建议引发
房颤的患者要控制血压。

第二，劳累、熬夜以及不良的生活
习惯是造成房颤的因素，房颤患者不论

年龄大小，一是心平气和、生活要规律，
二是饮食要控制，不建议食过饱餐。

第三，按时休息，不要去做禁忌性
的运动。

第四，注意用药，房颤越发越频，越
发越容易发。

（据人民网）

选服抗凝药需注意哪些事项

《脑机穿越》

如今的时髦话题之一，是智能穿戴设备，
一个小小的物件，就能给生活带来巨大的改
变——那么更进一步，这小小的物件是否可
以再小，小成一个芯片，给人们的改变，也不
再仅仅是生活，甚至是生存方式呢？神经科
学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可能性，它很有可能，
已经不再仅仅是幻想了。

作者：米格尔·尼科莱利斯（巴西）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小火车头》

作者：依卜·斯邦·奥尔森（丹麦）
出版社：安徽少儿出版社

2222 茅盾
加入了“小组”通俗点讲，我们的防御性国防

政策，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
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种积极防御政策，按照毛泽
东同志以前讲的，积极防御的核心
在于“积极”两个字。

一方面我们绝不奉行先发制人
这种军事方针或者这种打击的战
略；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强调，我们积
极防御绝对不是消极防御，绝对不
是明明有很大的危险要发生了，我
们还在等待，一直等到危险降临到
我们头上，一直到冲突开始、战争开
始，我们才开始消极采取行动。我们
的积极防御，在更大范围内，维护中
国发展变化中的国家利益。

有些国家喜欢在中国国防经费

上大做文章，只要看到中国军费有
所增加，就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
论，认为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包括国
防经费是多是少，与这个国家是否
构成威胁有关，事实上没有必然的
联系。

2008年，我们第一次公布了从
改革开放以来国防费用的基本数据，
国防费用的增长、发展、基本变化。

因为我们以前的国防开支很
低，这几年国防费用增加，带有很大
的补偿性质，一方面是补偿性投入，
另一方面是改善部队人员的待遇。

当然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必须
改善自己的装备，必须提升自己的
装备。

好像在今天来说，只能讲改善
生活，只能讲改善待遇，不好讲改善
装备。一讲改善装备就似乎有中国
威胁论的论调出现，这在世界上是
很不平衡的事情。

环顾世界，当各国军队都在全
面更新装备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
更新一下装备就成为威胁，我觉得
这是很荒谬的。

中国军队更新自己的装备是一
种必然，即使我们完成部分装备的
更新，中国军队的装备依然落后于
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落后美国起
码15年到20年。

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在军队装备更新换代方面仍然

有非常紧迫的任务，仍然有非常巨
大的缺口，就算现在中国军费增加，
我们依然不足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
装备的更新。

西方媒体评论，说中国装备更
新，中国国防费用增加，对世界形成
威胁，我觉得他们的报道连他们自
己都不一定相信。

因为他们的军事专家已经给出
评论，中国与西方有巨大的差距。

虽然我们国防费用的绝对值已
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按人均来算，
实际上我们落在很靠后的位置。

而且我们面临着这么多复杂
的周边问题，比较起来的话，美国
周边安全问题非常简单。它的邻国
只有两个，一个加拿大、一个墨西
哥，两个国家国力都很弱，对它构
不成威胁，它东面是大西洋、西面
是太平洋，拥有得天独厚的国家安
全环境。

中国周边情况很复杂，14 个国
家与中国相邻，大多数与我们有领
土争端，6 个国家与我们隔海相望，
大多数与我们有海洋权益的争端。

中国周边这种复杂的环境，是
世界各大国所不具有的。

美国在这么简单的安全态势
下，国防开支依然是中国的八九倍，
我们在这么复杂的安全环境下，我
们的开支也只是维持在国家安全最
基本的水平上。

44 中国国防特色（下）

这是1972年安徒生奖得主、丹麦画家依
卜·斯邦·奥尔森的作品集。一打开书，浓浓的
北欧气息就扑面而来，那是一种既粗犷叛逆
又在骨子里透出一点温柔的味道。一个叛逆
的小火车头的叛逆之旅，一个报刊亭如何变
成孩子们心向往之的女巫秘密据点，情节紧
张又欢乐，读来充满童趣。

那时候，常常出入于老渔阳里2
号的，还有一位文弱书生，名沈德鸿，
字雁冰。后来他写小说，署笔名“茅
盾”，逐渐以茅盾知名，本名沈德鸿却
鲜为人晓（尽管他在 1920 年使用的
是原名，但为了照顾读者习惯，此处
仍用茅盾）。

这位以写《林家铺子》《子夜》《春
蚕》而闻名的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当
过 15 年的文化部部长，是众所周知
的著名人士。1981年3月27日，茅盾
以85岁高龄去世。

在茅盾病殁之后，中国共产党中
央根据他生前的请求和一生的表现，
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这

“恢复”两字，表明他原本是中国共产
党党员。恢复他的党籍之后，党龄从
何时算起呢？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
中写明：“从1921年算起”！

茅盾，跟那位进出老渔阳里2号
的王小姐，说起来还有点沾亲带故。
如同他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所
回忆的：

父亲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
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
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
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
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
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
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有四五
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
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
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
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
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
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
鹤鸣）的夫人。

茅盾，王会悟的同乡——浙江省
桐乡县人。茅盾从小便与王会悟认
识，同在乌镇长大。乌镇是一个拥有
十万人口的城镇，一条河沿镇穿过，
一艘艘乌篷船往来河上，一派江南水
乡风光，令人记起茅盾笔下的《春蚕》

《林家铺子》。
1913 年，17 岁的茅盾考取北京

大学预科第一类。教他国文的，便是
那位沈尹默，教文字学的则是沈尹默

之弟沈坚士。茅盾曾回忆说：“沈尹默
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
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于我们
自己。”

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了三年，茅盾
经亲戚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
译所，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在该所英
文部工作，后来调到国文部。这时候
的他，在中国文坛上还默默无闻。

他开始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
报》投稿。最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
觉得这个主义“很痛快”“主张取消一
切”。慢慢地，他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
克思主义的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来到上海住进老渔阳里
时并不认识茅盾，听张东荪说起茅盾
能译英文稿，便约他见面。

“哦，原来你也是北大的！”陈独秀
听茅盾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沈尹
默老师，一见如故。只是陈独秀那很浓
重的安徽土话，使茅盾听起来很吃力。

陈独秀拿出一沓英文的《国际通
讯》（《国际通讯》是共产国际的刊物，
每周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种文字
出版）交给茅盾，说道：“你把里面关
于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
刊登。”

于是，茅盾常常进出老渔阳里
2 号。

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再召
开座谈会时，茅盾也参加了。

于是，他参加了一个“小组”。

《冲天英雄传》（共5卷）

中国历代专制集权王朝为什么都逃不脱“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命运？“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实现了农民起义军的最高梦想。而倏忽四年，就不得不退
出京城，终至风流云散，又是为什么？本书结构宏大，通过
描写黄巢起义波澜壮阔的全过程，全面展现了晚唐政治、社
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风貌，表现了封建王朝盛极而衰的
必然命运和古代农民起义的失败根由。

作者：李耀华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印第安纳速写》

当代著名作家肖复兴的最新散文集《印
第安纳速写》，共收入四十余篇散文，分为四
辑。散文内容涉及印第安纳等州的普通生活
场景和日常人情冷暖，同时对文化艺术教育、
公共空间建设、城乡差别、蓝白领生活、出国
留学等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文笔
轻松细腻，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作者：肖复兴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本版网络互动：洛阳网·求医问药
（http://www.lyd.com.cn）
（本版涉及偏方、疗法等均因人而异，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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