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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十个美瞳九个眼红；医生：稍不注意眼球真会变色 

爱美瞳的姑娘求医：眼上有层“毛玻璃”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通讯员 梁辉

提到隐形眼镜
美瞳片，大家并不
陌生。不过，近日
浙江省一名眼科医
生的朋友圈在网上
引发热议——“年
轻 女 性 戴 美 瞳 10
年，新生血管爬上
瞳孔！”     

网络早有“十
个 美 瞳 九 个 眼 红 ”
的说法，只是，更
多人并不了解一款
美瞳片是怎样让人

“ 蒙 蔽 ” 双 眼 的？
5 月 14 日， 今 日
女报 / 凤网记者来
到湖南省人民医院
眼 视 光 医 学 中 心，
听听这里的门诊故
事，或许让你对美
瞳更有了解！

熬夜、加班、工作忙，是不少城

市白领的现状。今年27岁的黄莉（化

名）就是“连轴转”的代表——因

为从事外企秘书工作，对形象要

求很高的她习惯佩戴美瞳隐形眼

镜，一戴就是十多年。

今年 4月，黄莉的眼睛受不了

啦。最初只是红血丝布满眼球，她

以为这是熬夜导致的后果，并未注

意的她还是戴着隐形眼镜继续工作。

殊不知，顶着“兔眼”工作了4 天，黄

莉便出现了重影、晕眩、刺痛的不适

感。

“十多年来，我都习惯戴隐形眼镜，

有时候工作太累，晚上也懒得取了。”黄

莉说，没想到，这一次把自己整惨了，“客

户说我的眼球变色了！我以为她夸我灰色

的隐形眼镜好看，后来照镜子我吓一跳，

眼珠都成红褐色了”。

黄莉赶紧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眼视光

医学中心求诊。主诊医生翻开了她的上眼

皮一看：上面长了好多颗黄白色的小颗粒，

两只眼睛加起来，有十来颗，她这是得了

眼结石。

除此之外，黄莉的眼球附近爬满了新

生血管，涨得通红，导致她看外物的时候，

总是有一种“眼睛被蒙上毛玻璃”的感觉。

医生解释，眼结石跟肾结石、胆结石

不太一样，确切来说，它叫结膜凝集物，

是结膜上脱落的上皮组织或者黏液的分

泌物，角质素残屑等细胞变性产物堆积在

结膜上所致。它里面没有或极少有钙质

沉着，也不是一块真的石头，一般常见于

慢性结膜炎病人的睑结膜上，可以只有一

粒，也可以聚集成群。刚发病的时候，一

般没啥症状，只有当眼结石突出结膜表面，

或硬度提升时，患者在眨眼睛时才会感觉

到有摩擦感。

“罪魁祸首，可能就是她戴的美瞳。”

于是，医生立即为黄莉制定了一套治疗方

法，而首先要消灭眼结石。

“虽说不是所有人戴美瞳都会立即出

现不适感，但随着佩戴年限增加，问题就

越多也越麻烦。”湖南省人民医院眼视光

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华介绍，像黄莉一样

的“工作狂”患者并不适合长时间戴美瞳

隐形眼镜。相对于普通隐形眼镜，彩色隐

形眼镜在做工方面多了一道色素程序，透

氧性更差，倘若工艺技术不到位，还可能

出现掉色风险，导致更多细菌与微生物粘

黏带入眼球。

王华说，近年来，像黄莉一样的患者

并不少，也呈年轻化趋势。从医院统计的

求诊 女白领一夜“眼红”，竟是美瞳作祟

门诊 青少年“美瞳病”逐年增多
2017 年长沙市中小学生视力情况来看，高

中生近视眼发病率达 80%，初中生近视眼

发病率近 70%，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达

43%，其中，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中学

生并不少。

“最常见的‘美瞳病’是因缺氧导致的

结膜炎。”王华告诉记者，在日常的门、急

诊工作中，由于佩戴隐形眼镜不当而出现

眼部并发症的患者，以结膜巨大乳头、角

膜缘新生血管长入、干眼症等最为常见，

此外，还有急性镜片过紧综合征、急性角

膜缺氧综合征等。

“隐形眼镜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以下这些不正确的佩戴方式和佩戴习惯。”

王华指出，一是佩戴时间过长。每天佩戴

隐形眼镜的时间不能过长，尤其不能戴着

过夜，否则会导致角膜长时间缺氧。最好

在每天回到家后，就及时换上框架眼镜，

让眼睛“透透气”。

二是该换不换的隐形眼镜使用的时间

越长，表面的沉淀物就越多，性能也就越

差。特别是蛋白质一旦在镜片上沉积，不

仅会影响镜片的寿命，还会使戴镜后矫正

视力不稳定，更易引起眼睛充血和角膜损

伤。如果连续出现佩戴后眼部不舒服、看

物体不清楚、眼睛发干、分泌物增多等现

象，则有必要适当提前更换隐形眼镜。

三是摘戴镜片前不洗手。在接触隐形

眼镜镜片前，应彻底洗净双手。如果不

注意卫生，容易增加感染结膜甚至角膜

的几率。取下镜片后必须用专业的护理

液进行仔细的清洁保养，镜盒也要注意

消毒和定期更换。

四是依赖眼药水。常戴隐形眼镜容易

引起干眼症，不少人往往随意滴一些含有

防腐剂甚至激素的眼药水，长此以往，可

能会对眼药水形成依赖。如果觉得眼睛干

涩不适，最好及时咨询医生或使用人工泪

液进行缓解。

王华提醒，眼部的病变在早期很难发

现，一旦症状明显，往往又错过了最佳治

疗期。王华主任建议，长期佩戴隐形眼镜

的人应该每年去医院做一次眼科检查，以

及时发现眼部的轻微病变，纠正不良的佩

戴习惯。如果平时经常有眼干、酸痒、有

异物感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

四种坏习惯最易戴出病

教你 4 招，从孩子指甲看病症
 文 / 刘新颖（湖南省儿童医院血液内科） 　

宝宝指甲上出现异样该咋办？我们来

看看以下情况吧！

1. 指甲长倒刺。不建议强行拔下来，

可用温水泡，变得柔软后，用小剪刀减掉。

每日用润肤霜涂抹也可能减少倒刺的发

生。

2. 白点、凹点。小白点不是缺钙、缺

乏微量元素的表现，是由微小外伤引起的，

一般不需特殊处理。有时微小的外伤也

会造成凹点，一般如针头大，不予处理。

若反复出现凹点，就有可能是湿疹、银屑

病、斑秃、扁平苔藓等，最好就医。

3. 指甲脆薄。3 岁以内的宝宝最常见，

尤其新生儿最易发生，适度修剪即可。

4. 指甲外伤出现淤青。孩子手指不小

心被挤压，指甲呈棕黑色，一般不需要特

殊处理，指甲止血也快，血凝块会随着指

甲生长而逐渐排出。

DHA 吃多了会中毒？
文 / 胡莉（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

DHA 与婴幼儿大脑发育和视力密

切相关，胎儿、婴幼儿都要获得充足的

DHA。可是，宝宝吃多了会中毒吗？

DHA 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吃起来很

安全，但尽量从食物中获得。若大剂量补

充，一方面需考虑补充剂本身质量问题，

另一方面需考虑补充过多未必带来更大的

好处。

DHA 属多不饱和脂肪酸，不够稳定，

太多容易被氧化，氧化后变成自由基，可

能会攻击我们的机体，所以并不是 DHA

摄入越多越好。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对

于成人每天摄入的 DHA 在 250~20000

毫克范围内都是可接受的。对于儿童、孕

期、母乳并没有制定这个范围，所以具

体补充多大剂量会有一定潜在危害，不

好确定。不过，一般情况下，按照推荐

量补充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补过高过大

剂量。

■小科普

扫一扫， 分享健 康
知识。

国际护士节 ：“白衣天使”秀芳华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诗韵 吴小

兵 通讯员 陈双）5月11日，在国际护士

节到来之际，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举行庆祝大会。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副

局长肖文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党委书记刘平安、院长陈新宇以及多位

副院长出席活动，为护士送上诚挚祝福。

活动现场，医院领导及历任护理部主

任为在医院护理岗位上工作了30 年的 19

名护士颁奖。神经内科护士钟捷作为代

表发言：“在护理战线 30 年最好的青春时

光，是奉献，也是我引以为傲的荣光！”

开幕式结束后，现场举行了丰富多彩

的庆祝活动。护理部岐黄护养组导引队展

开中国传统文化盛宴——八段锦、太极

剑，抚弦而歌，执棋而下，挥笔成书，她

们将中医养生功法融入中医日常护理，积

极倡导全民健康养生。

■健康身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