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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郑佳颖 本报记者 谷伊宁

本报讯 “我的一只眼睛快瞎了，不敢去

医院怎么办？”一位 67 岁的程奶奶联系到钱

江晚报记者，说年前约好的白内障手术因为

疫情推迟了，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自己是否

会失明，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暂时

代替治疗的。

像程奶奶这样的患者别着急，钱江晚报·
小时新闻 APP 专门推出了健康“云诊室”。

进入“大健康频道”点击“新闻 TOP10”进入

云诊室，就有机会与医生面对面。

3月6日，钱报记者邀请到了浙大二院眼

科中心主任姚克教授，他会坐堂“云诊室”在

线答疑。

2 月 20 日，第一期健康“云诊室”邀请了

浙大二院眼科中心视光部吴志毅医生，聚焦

青少年宅家近视防控，给大家科普了“如何在

防控近视的同时正确上网课”、“疫情时期隐

形眼镜与 OK 镜的使用”、“防蓝光眼镜等产

品是否有帮助”等问题。家有孩子天天需要

上网课的家长，可以通过小时新闻 APP 大健

康栏目的大咖“云诊室”对该期“坐诊”进行回

顾。这期云诊室上线，点击量已超50万。

点击右下二维码，在文章后面留言咨询

除了因为网课而备受关注的青少年眼视

光问题，来自老年白内障患者的咨询也特别

多。那么关于老年白内障患者生活防护方面

有哪些建议，第二期健康“云诊室”特别邀请

了浙大二院眼科中心主任姚克教授。除了给

大家讲讲如何在家自检白内障以及特殊时期

的防护建议以外，钱报记者将在小时新闻

APP上面向所有患者征集问题。大家可以扫

一扫右下二维码，在文章后评论区留言想了

解的内容或者疑问，记者统一收集后由眼科

大咖姚克教授于 3 月 6 日“坐诊”健康“云诊

室”在线答疑。 本报通讯员 田雨晨

健康“云诊室”与大咖“面对面”
浙二眼科姚克教授3月6日坐诊，咨询提问即时扫二维码

眼睛也能感染病毒？近日，《中华眼科杂志》在线发布了

一篇题为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经眼表传染的可能机制和防

护措施》的文章，将病毒可能通过眼部感染的推测依据一并呈

现，并结合疫情阐述如何进行眼部防护。

疫情期间有医护人员手套、口罩防护做得挺好，但还是确

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推测可能是没有佩戴护目镜，病

毒通过眼表入侵感染。

如何避免眼睛与病毒相遇，钱江晚报记者采访了作者之

一的浙大二院眼科中心角膜组主任晋秀明教授。他说，其中

最关键的两点是：手不上脸、勤洗手。

戴框架眼镜、洗眼睛，花式眼睛防护术有用吗

避免病从眼入，请记住这两点

扫二维码，添

加 管 理 员 进

群 获 得 新 鲜

护眼资讯

1.戴框架眼镜、墨镜对日常防护有没有

用呢？

对防护说话时的飞沫还是有一点作用，

多存在于感染病人区域的气溶胶则需使用护

眼镜进行密封性防护。

2.外出后用水去洗眼睛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如果担心可能会接触感染，

尤其是乘坐公共交通，避免触碰公共扶手、区

域，离开后洗手，要养成不要用手摸脸，就能

预防很多包括流感之类的病毒了。

近期小时新闻APP推出云诊室，专家定

期在线答疑。扫描右边二维码，添加管理员

进群获得新鲜护眼资讯。

护眼解读——
这些花式护眼操作有用吗

病毒入侵
不能忽视病从眼入

“我们觉得眼睛容易被病毒感染，类似于

红眼病流行时病毒通过接触在眼睛和眼睛之

间进行传染，”晋秀明主任说，“但在这次疫情

的表现上眼睛的症状并不重，大多是轻微的

结膜炎或是无症状，但可能具备传染性”。

“病从眼入的一大原因就是病毒通过飞

沫、气溶胶存在于空气中，就有机会飘落在眼

睛表面，由于眼表和肺部一样都有结合病毒

的 ACE2 受体，病毒通过和 ACE2 受体结合

进入细胞进行繁殖。再者就是接触传播了，

很多人都有喜欢用手去摸眼睛的习惯，容易

把病毒带到眼睛里来，而眼睛又是通过泪管

系统和咽喉相通。打个比方，点眼药水，很快

就能到喉咙里去。从武汉几家医院眼睛检

测情况来看，眼部还是找到了病毒的存在。”

晋秀明主任的角膜组团队合理推测了这

种可能性，尤其是医护人员眼睛要做好防护，

降低感染率，公众要注意病从口入，也不能忽

视病从眼入。

市民防护记住
没洗手前不摸脸

“除非是去过疫区或者是接触过确诊病

人建议去医院进行检查外，绝大部分眼睛不

舒服不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大家不要有恐慌

心理。”晋主任解释，这段时间待在家里不常

去户外，用眼又比较多，许多人会不同程度出

现眼睛干涩、缺氧、有异物感和分泌物的情

况。

那么市民是否需要防护眼睛呢？病毒主

要存在于感染病房、确诊病人周围，跟他们密

切接触时需要注意周密的防护。普通人注意

“手不上脸、勤洗手”原则即可，平时眼睛一定

不要用手揉、摸。此外，就是勤洗手，手接触

的地方非常多，很多人不知道感染从哪里来，

嘴巴、鼻子上可能戴着口罩还好，眼睛就容易

直接接触到粘膜了。

缓解眼部不适
关键少用电子产品

晋主任提醒，因为近期疫情原因，还需要

关注孩子近视的发展，还要留意电子设备引

起的干眼，以及眼睛过敏情况。建议在家看

电脑、电视等限制一定的时间，眺望远处，适

当做一些运动。如果眼睛过敏发痒可以适当

冷敷，如果眼睛干涩疲劳，可以点一些滋润的

眼药水，比如人工泪液。

科学地给眼睛“喝点水”：可以适当使用

清凉、滋润的防疲劳眼药水，但不推荐日本

网红药水。干眼症状发生还跟家里的环境

有关系，前段时间一直开着暖空调，有风把

泪水带走，眼睛更容易干。使用空气净化加

湿器，让空气增加湿润度也会缓解一些眼睛

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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