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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东西可能让你泪流满面

“医生，快帮我看看，我们

一家人的眼睛怎么都肿到睁不

开了！”5月 5 日一大早，40 岁

的长沙市民周舟就带着丈夫和

儿子一起来到长沙市第三医院

眼科门诊。

该院眼科主任邓莉接诊后发

现，这一家人双眼肿胀得如核

桃般大小。一番了解得知，这个

五一小长假，他们去往各大公园

赏花拍照，玩得非常开心。直

到第二天晚上睡觉，大家都感

觉眼睛有点痒痒的——以为是

阳光晒伤皮肤导致的瘙痒，他

们用冷水洗脸后才睡觉。殊不

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镜子

里的三人眼睛都又红又肿，且

不停地流眼泪。

“他们的病理报告显示：结

膜水肿，角膜可见点状上皮缺

损。”邓莉说，结合就诊前的经

历，确诊三位患者为“双眼过敏

性结膜炎”——也就是说，他

们的眼睛对花粉过敏了。

听说过皮肤过敏、鼻子过

敏，怎么眼睛也会过敏呢？

邓莉解释，过敏性结膜炎一

种很常见的眼科疾病，是结膜

对过敏源产生的过高的异常免

疫应答，主要分为季节性过敏

性结膜炎和常年性过敏性结膜

炎。有的人每年会出现过敏性

结膜炎症状，这类人的过敏原

通常是动物毛发、皮屑、尘螨、

灰尘等。但周舟一家人不同，

他们平时没有过敏症状，而只

在春季花粉飞扬的时候显现出

过敏状，也就是说，他们的过

敏原是花粉、草木等。

“虽然引起眼睛过敏的致敏

原很多，但其中尤以对花粉、

柳絮、湿冷空气、尘螨、动物

毛发等过敏居多。”邓莉介绍，

此外，女性朋友常用的香水、

化妆品、药物以及隐形眼镜的

护理液等也都可成为致敏原。

当它们不慎进入眼睛，导致眼

结膜肥大细胞释放出致敏因子，

而这些致敏因子又使局部毛细

血管扩张，从而导致过敏性结

膜炎。

邓莉提醒，过敏性结膜炎

常见症状包括结膜充血、红肿、

流泪、分泌物增多、眼睛痒、

皮肤痒等；如果是过敏体质，

通常还会伴随过敏性鼻炎发作；

较严重的过敏性结膜炎还会导

致角膜溃疡，从而导致视力下

降甚至失明。

所以，当眼睛出现过敏症

状时，要尽快脱离过敏原，局

部滴抗过敏及消炎眼药水，口

服抗过敏药物等。“过敏体质的

人群最好不要过于亲近大自然，

外出尽量戴口罩、墨镜、帽子

等。”邓莉说，要时刻脱离过敏

环境不容易，但可以从三个方

面引起注意：

常见的眼睛过敏原有哪些

赏花归来，他们眼睛肿到睁不开

春 天 花 会 开， 鸟 儿 自 由 自
在……趁着五一小长假的到来，
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一起踏春，
去公园赏花观鸟。可是，绿意
盎然的背后也伴随着花粉漫天
飞——这不，刚从公园游玩归
来的周舟（化名）一家人就“中
招”了——皮肤和鼻子没过敏，
眼睛却肿成核桃！

5 月 6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从长沙市第三医院眼科门
诊了解到，该门诊有近 1/5 的患
者确诊过敏性眼病，其中过敏
性结膜炎占 50% 左右。过敏性
结膜炎，就是眼睛接触过敏原
后出现过敏症状。它发作的时
候，眼睛会瘙痒、发红（弥漫
性的，累及球结膜和睑结膜的
充血）、流泪、水样分泌物、烧
灼感以及结膜水肿。

那么，春季有哪些过敏原容
易让人“泪流满面”呢？听听
专家的说法吧。

春季还需注意
螨虫的侵害

“除了花粉、柳絮造

成的结膜炎外，春季还需

关注的就是蠕形螨。”邓

莉介绍，蠕形螨活跃于潮

湿、温暖的春季，是人体

毛囊和皮脂腺中的一种小

型寄生螨。蠕形螨的分泌

物及死亡的代谢产物未

及时排出体外，可造成睑

板腺堵塞。临床上表现

有：过敏性结膜炎、睑缘

炎、睑缘结膜炎、甚至严

重时可导致角膜炎症。当

然，蠕形螨也会引发睑板

腺炎症，甚至睑板腺功能

障碍，导致干眼症。

邓莉提醒大家，春季

是角结膜疾病的高发期，

如果感觉到眼睛出现痒、

烧灼感、异物感、眼睑

周围充血、掉睫毛等症状，

还需及时到医院进行正规

诊疗。

健康身边事 >>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诗韵）4月29

日傍晚，中国足坛传出噩耗：年仅48 岁的国

内足坛名宿、2002 年世界杯中国男足球员张

恩华因故与世长辞。有消息称，张恩华因 28

日晚在深圳庆祝生日过程中饮酒过度导致心

脏不适，最终离世。

“酒精进入人体后，醉酒过程一般经历

三个时期，即甜言蜜语、胡言乱语、不言不

语。”湖南省脑科医院酒瘾网瘾中心主任周旭

辉介绍，有研究发现，饮酒的致死剂量为一

次性饮用乙醇量约 175ml 至 300ml，相当于

500 至 800 毫升 45 度白酒。大量的酒精进入

大脑后，可快速抑制饮酒者大脑皮层及皮层

下核团，甚至累及延髓，会产生呼吸麻痹（延

髓中枢损害），出现意识障碍、嗜睡、深睡、

昏迷等麻醉状态，可能有生命危险，甚至会

导致死亡。

周旭辉说，酒精的耐受性可能受饮酒者

平时饮酒次数和饮用量而不同，比如酒精依

赖患者的饮酒极限可能会高于一般人，但对

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500 毫升的 45 度白酒

可能就是生命的极限。

那么饮酒时究竟怎么做才能远离危险

呢？最好的行为是“零饮酒”。如果实在要

喝酒，建议每天不要超过 2 标准杯，相当

于 50 毫升高度白酒或 2 罐啤酒，或 250

毫升葡萄酒，并确保 1 周内至少要 2 天不

喝酒。

前“国脚”张恩华酒后离世
每天喝多少酒可致人死亡

68岁娭毑误服 21倍药量险丢性命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记者 李

诗韵）长沙宁乡 68 岁的张奶奶患

类风湿病三年多时间，需长期口

服免疫抑制剂“甲氨蝶呤”。之前，

老人一直遵照医嘱规律服药，但一

周前，她开始出现咽喉疼痛，腮帮

子也肿了，身上还长出许多皮疹。

家人赶紧带她到湖南省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门诊就诊——

喉镜检查发现：喉部溃疡、化脓；

白细胞、血小板等主要指标更是

低至危急值，老人随时面临生命

危险。

该院重症医学科团队向患者家

属了解患者病情得知，原来老人

在服用治疗类风湿的药物时，将

两种药的用法弄混，甲氨蝶呤本应

一周服用1次，结果老人每天吃 3

次，药量整整翻了21倍。

“不规范的超量服用甲氨蝶呤

可能造成严重的骨髓抑制、全血

细胞减少，破坏人体免疫屏障，

从而威胁患者生命。”该院风湿

免疫科主任饶慧提醒，类风湿

关节炎患者除严格遵照医嘱服药

外，定期复查也很重要，应根据

病情活动状态，每 1～3 个月到

医院动态监测血常规、肝功能和

肾功能；对于年龄较大且对医嘱

无法充分理解和遵照执行的患

者，建议用其他药物替代甲氨蝶

呤。

 一、户外锻炼选对时间。

过敏体质的人要远离柳絮和
花粉，最好减少外出，尤其是哮
喘病人。要做户外活动及各种运
动项目时，要尽可能选在花粉指
数最低的时候，像是清晨、深夜，
或是一场阵雨之后。

二、“武装”好再出门。

外出时尽量做好防护。易过
敏的人在春季应少到公园等花
粉、柳絮较多的地方去，或戴上
口罩。戴眼镜可以减少你的眼睛
受到影响的机会，所以不妨用有
镜片的眼镜代替隐形眼镜，或是
外出时带上太阳镜。

三、进门前要“安检”。

回家进门前一定要把身上的
花粉清理干净，如果清理不干净，
进门后，一定要把有花粉的衣服
清洗，不要让花粉肆意在你的卧
室里流窜。当花粉粘到皮肤后，
记得及时清除，最好用温水洗脸，
以免花粉残留。

假日赏花，一家人眼睛肿成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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