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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6月 5日电

（记者 帅才 戴威）6月 6日是

全国爱眼日。眼科医生提

醒，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机

不离手”更是成为许多人的

生活常态。然而，长时间刷

手机不仅会导致视力下降，

还可能引发干眼症。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研

究院研究生导师李绍伟介

绍，干眼症是眼科常见疾病，

不仅会造成眼部干涩、疼痛、

视力模糊等不适症状，还可

能引发角膜损伤、眼部感染

等严重后果。专家指出，长

时间紧盯屏幕，眨眼次数不

自觉减少，泪膜稳定性被破

坏，是加重干眼症的重要原

因之一。此外，长时间待在

空调房中，空气干燥，也会加

速泪液蒸发，进一步加重干

眼症状。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眼科主任陶黎明介

绍，许多人对干眼症存在误

区，认为干眼就是眼睛“缺

水”，于是自行购买眼药水使

用。对此，医生特别提醒，部

分眼药水中含有防腐剂，擅

自使用非但不能“治好”干眼

症，还可能会造成眼表伤

害。一旦确诊干眼症，应及

时前往专业眼科医院进行对

症治疗。

李绍伟说，针对干眼症

的治疗，医生会根据患者的

发病原因、干眼类型等具体情况制定

个性化方案。常规治疗手段包括在医

生指导下使用人工泪液、抗生素、糖皮

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药物；对最常见

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型的干眼，热敷和

理疗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此外，

干眼是一种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疾

病。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科学用眼，减

少看手机和电脑的时间。同时，避免

熬夜、适当运动，避免在空调房间和温

室内过久停留，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和规律的睡眠习惯。

李绍伟建议，对于干眼症患者，饮

食上需要增加富含维生素A、C、E以及

叶黄素等营养素食物的摄入。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可通

过食用动物肝脏、奶类、胡萝卜等补

充。同时要注意减少辛辣、油腻、刺激

性食物的摄取，避免加重眼部不适。

此外，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

维持眼部的湿润。如果采取以上措施

后仍不能缓解症状，建议及时到专业

的眼科医疗机构就诊，不要随意滴用

眼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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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5日电（记者 李

恒）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刘起勇在国

家卫生健康委 6 月 5 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据我国新冠等呼吸道传

染病监测结果，2025 年 3月以来，全国

流感等其他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处

于低水平，新冠疫情呈现逐渐上升态

势。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处于今年以

来第一个阶段性高位并正在一些省份

出现下降趋势。

监测结果还显示，疫情存在地区

差异，南方省份活动水平整体高于北

方省份。全国发热门诊就诊人数、重

症人数均未超过前期历次水平，没有

对正常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当前

临床病例主要以轻症为主，现有检测

试剂和药物依然有效。

如何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刘起勇

建议，一是日常生活中要保持良好个人

卫生习惯，勤洗手、多通风。咳嗽或打

喷嚏时用纸巾、毛巾或者手肘遮住口

鼻。二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避免暴饮暴

食。合理运动，提高身体抵抗力。高考

临近，建议考生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

持良好心态，增强防病意识。三是儿

童、老年人及慢性基础疾病患者等免疫

力较弱人群，建议接种疫苗。家人也要

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其本人以及共同

居住的家人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时，应

做好健康防护，及时送医就诊。四是到

人群密集的场所如医院、公共场所、养

老机构，乘坐密闭的交通工具如地铁、

飞机等应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新冠疫情正在一些省份出现下降趋势
中疾控专家：

近年来，“替代两小时户外”的哺

光仪、“模拟阳光”的大路灯等产品层

出不穷。这些产品能否切实改善视

力？背后是否暗藏风险？第 30 个全

国“爱眼日”到来之际，听听权威专家

的解读与建议。

三分钟哺光能否替代两小时

户外？

哺光仪，也称重复低强度红光

（RLRL），是一种以激光为光源照射

眼睛，用于近视控制或弱视治疗的医

疗设备产品。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输入“哺光

仪”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品类众多，最

高价格近 4000 元，有商家还提供 800
元/月的租赁使用服务。

2023 年，因哺光仪不规范使用造

成某 12 岁女童视网膜黄斑损伤，导致

视力永久性受损。同年 6 月，国家药

监局发布通知，将激光近视弱视治疗

仪类产品划分为第三类医疗器械，并

给予企业和市场一年过渡期。这意味

着在 2024 年 7 月 1 日之后，企业生产、

销售哺光仪，须具有第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和生产许可证。

今年 4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

京同仁医院有关专家在国际知名眼科

期刊共同发表名为《近视儿童重复低

强度红光治疗后视锥细胞密度的变

化》的论文，指出以激光作为光源对儿

童眼睛进行照射以防控近视，有引发

视锥光感受器受损的风险。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眼科副

主任医师张一弛说，哺光仪目前临床

研究观察最长时间为一年。部分孩子

使用后眼轴增长确有所控制，但发生

机制尚不明确，长期暴露情况下安全

性、有效性也有待观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眼科主任刘莹说，部分家长因孩子近

视进展或眼轴增长过快而选择使用哺

光仪，也有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度数不

严重，想用三分钟哺光替代两小时户

外，这些想法并不可取。

这位专家表示，户外活动作为近

视防控方案的循证医学证据在全球的

观察时间更长、数据更多。建议家长

们理性评估风险与收益，优先选择证

据充分的防控手段。

大路灯能“模拟自然光”？

“相比普通台灯，大路灯的室内照

明光线分布相对均匀，能够减少阴影

和暗区，照射范围也更广，在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减轻视疲劳，但并不足以单

独作为一种近视防控方法。”刘莹说，

与按照三类医疗器械管理的哺光仪不

同，大路灯本质上是一种灯具。

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

倪海龙表示，万物生长靠太阳，晴朗白

天的太阳光照度可达 10 万勒克斯

（lux），远超能提供 1000lux左右光照强

度的所谓大路灯。“同时，大路灯也无

法替代户外光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

的关键作用。”他说。

很多临床医生都在门诊中遇到家

长请求推荐灯具产品。不少家长表

示，大路灯“参数眼花缭乱、价格五花

八门”，“缺乏行业标准、质量良莠不

齐”，购买后发现部分低价产品夸大

宣传。

《近视防治指南（2024 年版）》明

确，读写应在采光良好、照明充足的环

境中进行，桌面的平均照度值不应低

于 300lux。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

性能要求》对灯具色温、显色指数、照

度、视网膜蓝光危害和闪烁等多项指

标提出要求。

专家强调，近视的发展受环境因

素、遗传因素等共同影响，采光照明只

是其中一个方面。选购灯具应优先参

照国家出台的相关标准。

改善整体光环境和用眼习惯，避

免依赖单一技术手段

倪海龙强调，近视防控的关键仍

在于一增一减，即增加户外活动，减少

近距离用眼负担，同时可辅以改善光

环境及用眼习惯，要打组合拳，而非依

赖单一技术手段。

专家建议要科学看待人工光源，

辅助工具不可替代自然光照和基础

防控。

“不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年人，

自然光作为视觉的核心保护因素，其

作用不可替代。”刘莹说，人工光源的

应用需以“安全、循证”为原则，避免因

商业营销或焦虑心理陷入误区。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少

年近视防控，部署三级干预措施。一

级预防包括从婴幼儿期（2 岁半起）就

定期筛查视力，避免过早接触电子产

品；二级预防包括通过户外活动、用眼

习惯调整降低近视风险；三级预防包

括采用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及低浓

度阿托品等医学手段延缓近视加深。

专家表示，近视防控是个系统工

程，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关注全生命

周期的用眼健康。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哺光仪、大路灯能否改善视力？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黄筱 徐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