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就像一朵小浪花
保护一双双明亮眼睛

沙晓通是眼视光医生。眼视

光，也是眼科日历中涉及问题最多

的领域之一。

翻开2021年眼科日历，多日和

眼镜有关的科普，都是由他执笔完

成：刚近视要不要戴眼镜？是不是

戴了眼镜就去不掉了？眼镜是要整

天戴，还是只在上课时戴？⋯⋯

平日里，来找沙晓通就诊的大

多是近视小患者，而这些问题，也正

是家长们问得最多的。

在2021年眼科日历的科普中，

沙晓通尽量将每一条都做得接地

气：既解释原因，又提供解决办法。

三言两语，但一针见血。

“很多家长对近视的认识误区

还挺深的。”沙晓通感慨说，有时候，

这种误区会给小患者们带来伤害。

沙晓通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八

九岁的小患者，被父母带来就诊时，

眼睛已经近视快300度。

“家长说之前两个月带他参加

一个培训机构的近视训练，说通过

这种视力训练，就可以控制近视发

展，不用戴眼镜。”

这种近视训练采用的方法包括

红光照射、穴位按摩等。没想到两

个月过去了，花了三五万元，孩子的

近视度数不但没有被控制住，反而

涨了100多度。

做父母的后悔不已，但是孩子

的视力已经不可逆。沙晓通也只能

在心里叹息。这个时候，他就想，如

果孩子家长能稍微了解一些关于近

视的知识，就不会走这种弯路。

“关于青少年的眼视光，这些年

我们做了很多科普，但每次门诊还

是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所以更促使

我们要不间断地持续地去做科普。”

倪海龙是浙二眼科中心视光部

主任，十多年来，他一直带领团队做

护眼公益讲座：进校园、做讲座、创

作漫画书籍⋯⋯

对于那些近视的各种伪科学和

谣言：青少年近视能治愈、近视度数

能降低、近视戴镜越戴越深⋯⋯倪

海龙每年都不厌其烦地去辟谣。

“这样的科普就像一朵小浪花，

落到一个孩子身上，就能保护一双

明亮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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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普
生动科普，浅显易懂；每天一页，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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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简单的语言、最朴素的道理做科普

让患者少受误导少受伤害

这群有爱心的医生
写出最实用眼科日历

沙晓通的门诊来过一个

孩子，父母带他去做一种声

称可以治疗近视的训练，然

而之后的 3 个月，他的度数

竟涨了 100 多度；王玮接诊

过一位 60 多岁的阿姨，来看

白内障，问诊时她拿出一张

A4 的纸，上面密密麻麻都是

问题；林琳的患者中有不少

是年轻女孩，她们做了医美

后，发现眼睛受伤了，后悔不

已，连声说：“早知道⋯⋯”

沙晓通、王玮、林琳都是

浙大二院眼科中心、浙江大

学眼科医院的医生。他们，

正是这本厚厚的眼科日历背

后的医生。关于眼睛 365 问

的这部科普大作，凝聚着浙

大二院眼科中心、浙江大学

眼科医院近 60 位医生的心

血。

每天门诊中，眼科医生

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患者：

有人带着“十万个为什么”而

来，有人一知半解延误了治

疗，更有人因为认知误区受

到伤害。

“希望能让大家便捷生

动地获取科学的眼科知识，

少走一些弯路。”王玮说。

正如浙二眼科中心主任

姚克教授所言：医生不仅要

能开医学处方，还要会开知

识处方。在他带领下，这群

特别有想法有爱的医生，开

出了一张张不同寻常的知识

处方。

看似简单的问答
却给他们带去光明

王玮是浙二眼科白内障学组的副

主任医师，她是最早一批参与眼科日

历创作的医生。和很多同事一样，王

玮每天的日常都安排得满满的，但她

还是尽可能抽出时间，认真梳理出了

许多关于白内障的科普知识。“我们宣

传了很多年，还是有不少患者觉得：白

内障要长熟了，才能做。所以，他们来

的时候，都是四五度的硬核，手术难度

和风险较大，术后恢复慢，对手术效果

也有影响。”

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找到王玮

时，双眼白内障已经很严重，视力差到

只能看到双手在眼前挥动。

她说，大概10年前就知道自己得

了白内障，但听人说，滴眼药水可以治

疗。阿姨问王玮：“为什么我滴了这么

久眼药水，眼睛却越来越看不清了？

我还打电话问过厂家，他们说，让我继

续滴就是了。”

王玮有些哭笑不得，又惋惜阿姨

被耽误了这么久。她为阿姨做了手术

后，阿姨的视力恢复不错。

这次的眼科日历中，王玮特意科

普了“白内障可以预防吗”的内容：白

内障是伴随年龄出现的一种眼睛自然

老化现象，最终还是要通过手术方式

进行治疗。

“其实，很多患者非常想了解关于

眼睛的一些知识。”王玮在门诊时曾遇

到一位老人，问诊前掏出一张 A4 纸，

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问题：白内障手术

后能不能吃鸽子？术后要不要戴眼

镜？⋯⋯

“有时候时间有限，很多问题不能

一一作答。能通过更好的渠道，把这

些眼科知识传播出去，让更多患者了

解，是最好不过的。”

这也是王玮参与眼科日历的初

心：用简单的语言做科普，浅显易懂；

每天一页，潜移默化。

网上信息太繁杂
医生梳理出最实用答案

“很多患者其实连怎么正确地滴

眼药水都不太了解。”浙二眼科中心角

膜及眼表疾病专业组的林琳副主任医

师说，曾经有一位老爷爷，将眼药水瓶

直接对准并碰触到眼球，导致药水瓶

口一次次戳伤角膜，病情“越治越重”，

“如果不是门诊亲眼见到，真是很难想

象。”

林琳在门诊时，会经常遇到一些

二三十岁爱美的女孩子。

“她们做医美，做美瞳线、做半永

久眼线，却不知道这些操作很容易引

发干眼、睑板腺的炎症甚至是慢性萎

缩等。还有人得了干眼症，网上搜索

一下，一对照，觉得自己眼睛发炎了，

是结膜炎。”

林琳说，如今，看起来，大家获得

知识的途径增多了，什么都可以在网

上搜索获得答案，“事实上，网络上的

信息太繁杂，每个人的眼部情况又不

尽相同，很难去分辨对错，所以又极容

易走进误区。就像一些女孩子，给眼

睛做医美之前，看到网络上的好评很

容易动心，却不知道美丽之下隐藏的

危害。”

迎风落泪是得了眼病吗？眼睛干

涩，旁边放个加湿器有用吗？眼里红

血丝和眼妆有关吗？⋯⋯这些都是患

者关于眼表和角膜方面时常问到的问

题，实用性很强，又接地气。

“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患

者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起码能让大家

意识到，在给眼睛‘动刀’等有创操作之

前，先咨询一下眼科医生，评估是否适

合，尽量少受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