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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后不少人眼睛容易出现干涩疼痛、流眼

泪等不良症状，关于眼病，白内障、青光眼可能耳

熟能详，眼底病大多知之甚少。眼底病不仅仅多

发生于中老年人，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远离眼底

病带来的致盲危害，钱江晚报小时新闻与康弘药

业推出眼底云诊室栏目，扫一扫小时二维码可以

看到浙二眼科专家的科普内容。

你的眼睛定期体检了吗
连续三天，浙二眼底病专家跟你“健”面聊容易忽视的视觉问题

扫小时新闻二维码抢鲜观看

本报记者 郑佳颖 通讯员 金薇薇

浙 二 眼 科 中

心 主 任 医 师 ，中

华医学会会员，具

有 丰 富 的 临 床 工

作经验。熟悉各种

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

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

白内障超声乳化、各种眼外伤的处理。尤其

擅长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治疗黄斑裂孔、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积血、视网膜脱离以及

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诊治。年手术量达 1700

余台。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 20 余篇，SCI

收录 5 篇。曾赴美国、日本、德国、奥地利、新

加坡等国家学术交流。（门诊时间：周一上午，

周二全天，周五上午，具体以医院排班为准）

翁燕

浙 二 眼 科 中

心副主任医师，硕

士研究生导师，医

学博士。中华医学

会眼科学分会视觉生

理学组委员，浙江省医学会

激光医学分会青委副主委，浙江大学临床医学

（九年制）博士，德国访问学者。从事眼科临

床、科研及教学工作10余年，对眼科常见病及

疑难病症具有较为丰富的诊治经验，擅长各类

视网膜、黄斑疾病的临床诊治。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

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等 10 余项课题。发表

SCI论文30余篇，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眼科

SCI论文10余篇。（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全天、

周二上午、周五上午）

叶盼盼

医 学 博 士 。

浙二眼科中心副

主任医师，毕业于

浙江大学医学院。

从事眼科临床、科研、

教学工作，对眼科常见

病、多发病、较疑难复杂疾病有

丰富的诊疗经验，擅长黄斑疾病、玻璃体视网

膜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作为主要参与人获得

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及浙江省卫生厅科研项目等多项国家、

省级科研项目。已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

（门诊时间：周一下午，周三下午，周五下午）

李谨予李谨予

刚过了中秋，子女送来的月饼，眼见一家人没有

吃掉几个，家住杭州的吴大妈就把剩下的月饼当起

了主食。“午饭就吃月饼啊？”“子女不在，饭菜随便弄

弄，月饼没吃完总不能浪费的⋯⋯”

吴大妈眼睛不太舒服，来到浙二眼科就诊，“医生

我是不是白内障啊，这段时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一

问得知大妈有十余年的糖尿病史，最近连续吃月饼，浙

大二院眼科中心、浙江大学眼科医院主任医师翁燕心

中就有数了，检查发现，吴大妈眼底果然出现了病变。

“不少糖尿病病人平时血糖控制得还算不错，每

逢过节想着偶尔吃几顿没问题，就容易饮食不节制，

出现视力问题了才焦急地来医院就诊，患者往往也

很难把自己的糖尿病和视力联想到一起，以为是熬

夜聚会没休息好、用眼过度了，却没想到面临着失明

的风险。”翁燕说。

人的眼睛尤其是视网膜，有丰富的微血管，糖尿

病作为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容易破坏微血管，累及眼

底视网膜，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简称“糖网”。

“像吴大妈这样，自己发现视力大大减退了的时

候，糖网在临床上往往已经进展到中后段了。”翁燕

说，患有糖尿病 5~10 年及以上的患者，从他们的眼

底照片中，常能看到新生血管、玻璃体积血等程度不

等的视网膜病变。到了后期，严重的玻璃体积血如

一层血色的屏障挡在视网膜前，阻挡了光线的透入，

就会直接影响视物功能。反复的出血-吸收-再出

血，会在眼内形成纤维条索，牵拉视网膜，形成视网

膜脱离，最终导致失明。

翁燕主任医师特别提醒，对付这种眼疾，早期干

预尤为重要，平时要重视眼底检查。

六旬大妈连续把月饼当主食
导致视力减退

杭州 64 岁的胡大妈最近从自家小区楼道里一

脚踩空，摔了下来。腿伤刚好，女儿就赶忙带着母亲

来浙二眼科中心检查眼睛。“医生，我妈老说自己看

东西模糊，之前觉得老年人白内障拖一拖又不要紧

的。前阵子摔跤在家养了很久，我又不能时时在她

身边，就怕下次再摔出个大问题来，不放心啊。”

每天早上去西湖边散步，是胡大妈雷打不动的

习惯，最近几年她觉得眼睛看东西模糊。那天和往

常一样出门，看楼梯有些变形，没想到一脚下去直接

踩空，沿着阶梯摔了下去。

“当下痛到站不起来，觉得盆骨也伤了、脚踝也

扭到了，”胡大妈说，手机就在身边，想给女儿打电

话，不知是不是太着急，拨出去的号码也看不清楚，

是邻居把她送到医院的。

浙二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叶盼盼在检查完后解

释，胡大姐的眼睛是得了老年性黄斑变性，一般这种

病多发于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很多人平时来眼

科，比较熟悉的就是白内障、青光眼，对黄斑变性这

个眼底疾病并不了解，事实上，它是老年人三大致盲

元凶之一。”叶盼盼说。

黄斑位于视网膜的中心地带，当发生黄斑变性

时，会形成异常的新生血管及渗出，破坏黄斑的正常

结构。新生血管形成期间，患者会出现阅读困难，视物

变形等情况。不及时治疗，视力会快速下降甚至失明。

“黄斑变性目前不能根治，但是早期可以通过眼

内注射药物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减少出血和渗出

的情况。作为目前一线的治疗方式，抗 VEGF 治疗

能够改善患者的视力情况，进行药物治疗打完前三

针后，一般需要每月进行复诊，一年后根据患者自身

的情况再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看不清电话号码，容易摔倒
可能你的黄斑出了问题

平时工作压力大，每天睡前都喜欢躺在床上打

游戏，有时候一打就是连着四五个小时。30岁的小

吴说自己最近双眼视力下降，上班对着电脑时不时

会有黑影在眼前出现。“可能是用眼有点多，对着镜

子看眼球上有很多的红血丝。”

小吴平时不怎么注意，双眼600多度的近视，近

期感觉戴着眼镜看东西变模糊了，想去医院检查一

下，重新配个镜片。

浙二眼科中心的李谨予医生检查后发现，小吴

不只是近视度数加深、眼表充血那么简单，而是高度

近视引起了视网膜出血、脉络膜新生血管等问题。

“很多人以为高度近视只是度数比较高而已，不会

把它和眼底疾病联想到一块。”李谨予说，“高度近视引

起的脉络膜新生血管是年轻人群中非常常见的致盲因

素。”

约40%的高度近视患者会伴发病理性近视脉络

膜新生血管。一旦完善眼底检查并确诊后，可以采用

眼内注射药物的方案来进行治疗，并需要长期随访。

李谨予医生提醒，近视大于 600 度的患者建议

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底检查，少看电子产品，避免

非常剧烈的运动。

以上三位专家的眼底云诊室已经在小时新闻-

大健康频道陆续上线，扫码进入朗沐教育专区观看

吧。

30岁男子打游戏结膜充血
更危险的在“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