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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还差 3 天，就是唐光耀的 60 岁

生日了，刚刚办了退休手续的他，接受了人生

最后一次献血。而在此前的21年里，他献血

143次，献血量达 56300毫升，相当于全身的

血液献了12遍，

根据《献血法》的规定，献血年龄在18到

55 岁之间，不过对于经常献血、身体符合、本

人愿意的献血者，可以延长到60周岁。最后

一次献血时，唐光耀从包里掏出几大摞的献

血证，钱报记者现场数了一数，一共有87本。

第一次献血，是 1996 年 6 月 14 日，老唐

的单位组织的。接下来，在单位组织献血之

外，他开始持续个人献血，从开始的每半年献

血一次，到可以献成分血时的1月一次，再到

献血规定更新后，成分血献血间隔缩短到 14

天，他也每隔半个月到血液中心报一次到。

越来越频繁的献血，让老唐的老婆有了那

么一点担心，“身体吃不吃得消啊。”胡女士对自

己的丈夫有些不理解，“每次看到家里多了一瓶

牛奶或者一束花，我就知道是他去献血过了。”

让她记忆最深刻的，是又一次老唐到丽

水出差，当天晚上，老唐就赶回了杭州，“怎么

出差提早回来了？”胡女士问到，“血液中心给

我打电话，一个产妇大出血，血库紧张，让我

回来献。”第二天一早，老唐就赶去献了血，接

着又马不停蹄去丽水出差。

好在老唐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前几年的

马拉松比赛，老唐一直在参加，直到年纪越来

越大，才把运动方式改为了爬山和散步。

在老唐看来，献血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

部分，不能再献血之后，他想要成为志愿者，

能继续帮助别人，“还没想好做什么志愿者。”

老唐顿了顿说，“去敬老院吧，陪老人聊聊天，

我也喜欢和他们说话。”

本报记者 张苗

本报通讯员 胡秋月

他献血143次，相当全身的血液换了12遍

本报讯 宝宝出生后，他们的吃喝拉撒

睡就成了全家关心的头等大事。但有的时

候，过度的关注和焦虑不仅不利于宝宝健康

成长，甚至会影响到家长的身心健康。

最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儿

童保健科主任、主任医师邵洁就遇上一个为孩

子吃饭操碎了心，最后焦虑成疾的新手妈妈。

这个妈妈三十多岁，宝宝三个多月大。前三

个月，宝宝胃口很好，每隔2~3小时就要喂一次

母乳，每次吃120~130毫升母乳。这样喂了三

个月，宝宝养得白白胖胖，全家人看着都欢喜。

但三个月后，妈妈发现孩子的食欲大不

如前了。喝奶的间隔延长到 3~4 个小时，奶

量也减少了近一半。妈妈担心孩子营养不

够，就在孩子还没睡醒，迷迷糊糊的时候强行

给他喂奶。孩子虽然在睡梦里吃了奶，但睡

醒后更不愿意进食了。

眼看着孩子食量下降，生长速度减慢，妈

妈着急地带着孩子来找邵洁。邵洁首先给宝

宝量了身高，测了体重，检查了各项指标，结

果发现每项指标都在均值以上。也就是说，

孩子的成长发育棒棒哒，一点问题也没有。

她告诉这位新手妈妈，三个月内宝宝生长最

快，食量也大；当体重增长到一定程度身体会

自动调控，生长速度会变慢，食量也有波动，

这是正常的现象。“三个月前，妈妈要做到‘按

需喂养’，孩子饥饿引起哭闹时及时补喂就可

以了，不要强求喂奶的次数和时间。三个月

后，要逐渐建立起规律哺喂的良好习惯。”

可是，这个妈妈怎么也听不进去医生的

专业建议。她坚持自己宝宝出现发育不良，

担心宝宝吃得太少。交流下来，邵洁觉得宝

宝没啥问题，倒是妈妈情绪不对头，需要尽快

干预。她建议，暂时让家里其他人来带养孩

子，妈妈要尽量休息，尽早去看医生。后来，

这位妈妈被心理科医生诊断为产后抑郁，住

院治疗了一个多月。邵洁再次见到她时，她

脸色红润不少，从前的焦虑情绪也消失了。

邵洁说，现在的年轻父母健康意识强，非

常注重孩子早期的喂养问题，但没有理解什

么是均衡合理的营养。比如家长给孩子吃很

多贵价水果，不仅没有多大必要，甚至会导致

糖分摄入过高，增加今后得糖尿病的风险。

对于宝宝早期的喂养，不同阶段有不同

的特点和方法，需要注意什么时间节点，如何

遵循宝宝的成长曲线，新手妈爸和带宝宝的

奶奶外婆，可以扫一扫旁边的二维码，关注钱

报“宝宝好孕”微信里的邵洁团队。

本报记者 张冰清

宝宝食量下降

新手妈妈一着急
患上产后抑郁

本报讯 针对春天精神疾病高发季节，

3 月 21 日 9 点 30 分，杭州西溪街道将举办精

神障碍患者家属康复知识培训课。主讲老

师：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专家。培训地点：杭

州马塍路7号西溪街道三楼多功能厅。

本报通讯员 汤碧仙

精神疾病康复有培训

刚过去的央视 315 晚会，将角膜塑形镜

推上舆论焦点。

央视披露，郑州一家销售角膜塑形镜的

科视视光公司和一家民营医院，违规为几百

所中小学进行体检，涉嫌可能危害13万孩子

的眼睛。并在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没

有眼科医生的情况下，验配角膜塑形镜。值

得注意的是，角膜塑形镜验配不合格，或致角

膜感染。

角膜塑形镜又名“OK镜”。

它是什么，怎么配？家长还要注意其中

的哪些“是与非”？

角膜塑形镜属三类医疗器械，违规验配塑形镜，对孩子眼睛危害大

爸妈注意，OK镜不是谁戴都OK
本报记者 郑琪 本报通讯员 傅跃增 鲁青

Ok镜引起爸妈热议
这是一款夜戴型的隐形眼镜

昨天下午两点，钱报记者来到浙二眼科

中心。一楼大厅里，几个爸妈带着孩子正在

候诊。一提起角膜塑形镜，几位家长连说“看

了看了（新闻），令人害怕的”。

家住萧山的程爸爸，带着女儿来复查视

力。他和老婆都是高度近视（超过 600 度）

者，由于遗传，9 岁的女儿早在两年前就已有

100 度的近视。“今年已经 200 度了，涨太快

了。之前有朋友用了角膜塑形镜，帮着儿子

控制近视。本来想尝试的，但昨天又看到这

样的新闻，很担心啊。”

OK镜真的OK吗？很多家长都在问。

钱报记者专门请教了擅长各类角膜接触

镜临床验配的眼视光专家浙二眼科中心视光

部主任倪海龙。他解释，角膜塑形技术是通

过夜间配戴特殊设计的硬性透氧性角膜接触

镜（角膜塑形镜，俗称 OK 镜），重塑角膜形

态，使得角膜中央区曲率相对变得规则平坦，

从而暂时性降低近视程度，提高裸眼视力的

可逆性非手术性的矫治方法，处于近视进展

期的青少年配戴者可以获得延缓近视进展速

度程度的临床疗效。

角膜塑形镜的最佳配戴对象为中低度近

视者，同时最好没有散光或只有轻度散光，或

者配戴框架眼镜近视进展仍然较快的孩子。

医生一般建议，当孩子超过8岁再考虑配戴。

角膜塑形镜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每

天晚上配戴 8~10 小时，白天不用戴眼镜，可

以拥有正常的视力。二是近视临床控制，缓

解近视进展速度与程度，尽量避免发展为高

度近视。

角膜塑形镜属于三类医疗器械
配戴前需进行全面检查

对于角膜塑形镜，倪海龙主任建议用客

观的态度来看。

“如果在验配状态不良的情况下进行配戴，

或者患者配戴操作护理不正确，是可能会引起

角膜上皮损伤，极个别严重者甚至可能发生角

膜感染等。这就需要及时发现、定期随访。”

虽然其个体控制效果因人而异，角膜塑

形控制近视进展的效果已得到广泛的临床研

究证实。值得注意的是，角膜塑形镜属于三

类医疗器械，配戴前需要做详细的检查，如眼

表的健康状态、泪液的质量、近视与散光程

度、角膜形态等，同时还要全面排除其他可能

的眼部异常或疾病。

钱报记者了解到，每年到浙二眼科中心

进行验光的人次近二十万人次。大多数人为

常规定期视力与验光检查，每年各类屈光不

正验配框架眼镜者约 5 万余副，而去年一整

年，来医院验配角膜塑形镜的有 1500~2000

人次，新增约 500 人次。说明并非人人可戴

角膜塑形镜。

“角膜塑形配戴者的筛选与验配是很严

格的。”倪海龙主任表示，实现安全有效地配

戴角膜塑形镜关键要选择专业的医疗机构，

必须由经过正规培训的眼科专业人员进行验

配，同时应确认所使用产品为经过国家药监

局注册的合法合格产品。

另外，验配角膜塑形镜，家长的配合度、

孩子的卫生习惯也特别重要。配戴后，需定

期随访、复查。在护理清洁方面也有明确要

求，比如需使用特定的护理液、冲洗液，浸泡

镜片用的护理液需每日更换，镜盒、吸棒等护

理用品建议每3个月更换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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