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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宅家两三个月，我真的胖了不少⋯⋯”办

公室好几位同事谈论着自己的体重问题。复工复产

后，各行各业都开始忙个不停，运动节食似乎被抛在

了脑后。

“一般人还行，但是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这样

的生活状态就很糟糕了。”浙二眼科中心眼底组陈芝

清主任医师担忧起自己的糖网患者，糖尿病性视网

膜病变患者的病程很长，需要长期控制血糖血压血

脂，否则视功能将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

血糖高还忙应酬，差点把眼睛折腾瞎了
浙二眼科三位专家小时云诊室开讲，糖尿病引起的视力问题亟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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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门诊就遇上三五个没控制好血糖的老患

者，让陈芝清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来自丽水的林先

生。他 40 出头，患糖尿病十多年，半年前视力已经

明显下降，辗转来到浙二眼科中心就诊。

据家属称，他视物模糊已经一年多了，但总是以

年轻没事搪塞过去，不愿到医院检查。平时因为工

作的性质长期喝酒应酬。半年前的一天，林先生宿

醉醒来，发现自己双眼完全看不清东西，这才慌了

神。

检查发现，林先生被诊断为增殖期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玻璃体有浓厚的积血，还伴有增殖性视网膜

脱离。随后，陈芝清对其右眼进行了玻璃体切割、剥

膜和激光手术，术后右眼视力仅有 0.01。他的左眼

底情况还更差，已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

“该患者如果后续仍不控制全身情况，极有可能

再次眼底出血，引发视网膜脱离及青光眼，失明风险

也会大大增加。”这种时候往往是眼科医生最不想见

到的情况，陈芝清提醒，“我们建议，增殖期糖尿病性

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每隔三个月就必须进行复查，根

据病情进展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在眼底专科门诊中，碰到有些患者会来问“糖网

手术也做了，医生也说很成功，为什么我还是看不清

呢？”王瑶副主任医师解释，糖网患者在符合手术指

征的情况下进行玻璃体切除手术，其目的在于清除

积血，剥除增殖膜，视网膜脱离复位及完成全视网膜

光凝。可想而知难度较大，但效果却是因人而异

的。有些患者的视网膜长期缺血缺氧，因此即使做

了手术，也难以恢复理想的视力。

“除了手术，激光，许多人不知道糖网可以进行

药物治疗。当然，这种给药方式不是口服和滴眼，而

是进行玻璃体腔注射，使药物更加有针对性更直接

地作用到眼底，抑制新生血管生长，因此也称为抗新

生血管治疗。”叶盼盼副主任医师提到，玻璃体腔注

射的操作是相对安全的，患者也没有痛楚。但值得

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糖网患者都适合进行眼内注

射治疗，糖网病程长且病情复杂，有一些患者对药物

治疗会没有反应，因此医生会视具体情况建议患者

考虑转换治疗，比如考虑药物联合激素治疗等。

前两天，叶盼盼门诊中有这么一位患者，年前注

射几次后自觉视力好转，黑影也变小了，于是擅自停

止复查和注射。经过这几个月，她视力严重下降，经

检查眼底已经出血，后续无法继续药物治疗了。

因此，糖网患者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进行治疗，首

先，控制血糖血压血脂是根本，第二，在治疗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其他新的病灶，因此定期复查非常重

要。下周二，浙二眼科中心眼底组陈芝清、叶盼盼、

王瑶三位医生将做客钱报小时云诊室，扫一扫下面

二维码，听专家把预防和治疗讲讲透。

陈芝清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现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病理学组副组

长，中国微循环学会眼微循环专业眼影像学组委员，

从事眼底疾病的临床诊断治疗及基础研究多年，对

各类眼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

视网膜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擅长眼底激光、手术

和玻璃体腔注射治疗。

主持和完成包括省科技厅基金、省医药科技计划

骨干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多次在国内外会议上交流

学术成果，已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20余篇。

名医门诊时间：周一下午、周三上午、周五上午

叶盼盼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觉生理学组委员，浙

江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德国访问学者。擅长眼科各

类疾病治疗尤其是眼底疾病的诊断治疗，包括黄斑

疾病、视网膜血管性疾病、遗传性视网膜疾病等；擅

长玻璃体腔注射手术及眼底各类激光治疗；擅长眼

底影像学及视觉生理的诊断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及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

项国家省部级课题，发表SCI论文30余篇。

精英门诊时间：周一全天，周二上午，周五上午

王瑶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从事眼科临床、

科研及教学工作多年，对眼科常见病及复杂疑难病

症具有较为丰富的诊治经验。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进行研修访问。

专攻各类玻璃体视网膜疾病、黄斑疾病、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视网膜血管性疾病等复杂眼底疾病的

临床诊治，尤其擅长复杂性视网膜脱离、黄斑疾病、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的微创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及

眼底激光、玻璃体腔注射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浙江省卫健委

项目等多项课题。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10

多篇，包括 SCI 论文 10 多篇，并授权发明专利 2 项。

现为中华眼科学会会员。

门诊时间：周一全天，周三全天，周四下午

海量哥，杭州人，47 岁，个体户小老板，挺

着个啤酒肚，一天一斤白酒，喝了三十年，为此

朋友圈子里都叫他“海量哥”，春节期间由于疫

情缘故，更是每天宅在家喝酒。最近，海量哥在

城西体检，想给身体做个“年检”。结果体检医

生一看到他的检验报告开口就是：“你的血抽出

来是猪油色了，甘油三酯这么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夏

琦副主任医师发现，这位海量哥的血看起来异

样外，已严重影响到他的肝健康，被确诊为酒精

性脂肪肝。药物治疗的同时，他必须戒酒，清淡

饮食，适量运动，定期体检。然而医生的告诫他

没听进去，每天二餐白酒照喝不误。再次就诊

时，医生给他肝穿刺，了解肝脏损伤程度。穿刺

结果显示果然海量哥的肝脏不但“肥”，且组织

已经有损伤。如果再喝下去，肝硬化甚至肝衰

竭就接踵而至。

生活中，难免碰到推不掉的酒局，像海量哥

这样的酒精性脂肪肝，一定要管牢嘴，推开杯，

说不喝就不喝。另外，还须做好以下医生布置

的“家庭作业”。

●终身戒酒，包括含酒精的饮料。

●合理饮食，应多吃素食，谷类为主，粗细

搭配，并注意补充含维生素B、C、K及叶酸类较

多的食物，如新鲜的水果、蔬菜。

●劳逸结合，合理运动。急性期采取“以静

为主，静中有动”，以休息为主，限制过多活动。

稳定期应该“动静结合，动静适度”，活动量循序

渐进。

●肝喜调达，在志为怒。保持良好的心理

状态，以免因心理压力和精神因素导致病情的

加重，影响整个疾病的康复过程和治疗效果。

●保肝药物治疗。身体健康的朋友们如果

聚会时一定要喝酒，医生提醒你，在喝酒前喝些

牛奶、酸奶、果汁，或是吃点东西，可以有效保护

胃黏膜，也会减缓酒精的吸收，给酒精在肝脏的

代谢赢得一些时间（但碳酸饮料还是能免则免，

这会加速酒精吸收）。

小酌怡情，贪杯伤身。有肝病、胃病、糖尿

病、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切记：不要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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