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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49 岁的徐女士发现，自

己戴着近视眼镜还是看不清，尤其

看电脑、手机感觉很是吃力。徐女

士想，是不是到了老花的年纪。

随后，徐女士来到杭州市体育

场路的一家眼镜店，打算配一副老

花镜。然而，验光师为她验光后却

告诉徐女士，她并非老花，而是近

视加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

多，建议其到专业医疗机构进一步

检查。

近日，徐女士来到浙江大学眼

科 医 院（浙 大 二 院 眼 科 中 心）就

诊。检查发现，徐女士的确是近视

度数加深，而且在短短一两年内加

深了300度，目前左右眼均达到600
度。

“我这个年纪，老花我还比较

接受，怎么会近视加深，是不是身

体出了什么问题？”徐女士询问该

院视光部副主任胡培克。

胡培克表示，徐女士的情况确

实需要排查其他器质性眼病，比如

早期白内障的一个表现就是近视

加深。

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是病理性

近视。病理性近视是一种近视度

数持续发展、眼轴不断延长的眼

病。患者除近视度数不断加深外，

还会有各种相关并发症，比如青光

眼、白内障，以及眼底一些病变，常

见症状包括视力下降、视野变小、

眼前闪光感、视物遮挡甚至视物变

形等，应及时就诊。病理性近视多

与遗传有关，如果家族中有人患有

病理性近视，则后代发生病理性近

视的风险较高。

不良用眼习惯也可能加深近

视。对于近视已趋于稳定的成年

人来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长时间

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容易导

致眼睛过度疲劳，引起眼部睫状肌

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加上长时间

熬夜，睡眠时间过短，导致眼部无

法得到充分休息，眼部疲劳，可能

引起近视度数增加。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情

况，如由于眼部受到外伤，或者存

在角膜炎、葡萄膜炎、沙眼等眼部

疾病，未及时治疗，导致病情延误，

也可表现出近视加重。

胡培克提醒，人到中年，如果

出现视力问题，不要想当然地认为

是老化，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详细

眼部检查，以明确具体原因，并采

取相应措施。

______________/ 相关链接 /

老 花 眼 一 般 出 现 在 40 岁 之

后。现代人用眼较多，且许多人长

时间盯着电脑、手机，更容易感受

到老花带来的症状，典型的表现是

远视力不错，但近距离阅读易疲

劳。

老花的出现一般会有几个阶

段，最初大都是连续近距离阅读的

持续时间变短，随着年龄增加时间

会越来越短，再到后面需要借助更

亮的环境阅读，直至最后无法阅读

正常大小字体而不得不主动放大

字体，本身有近视的人会喜欢摘镜

阅读。

四五十岁看不清不一定是老花
医生提醒：可能是疾病引起的近视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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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人体的血压不是恒定的，而是

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种波动会受

到测量时间段、季节、生活习惯等因

素的影响。

高血压病的诊断标准为血压非

同日3次测量值均高于正常值。

如果已经确诊高血压，即使血

压值经常能回归“正常”，也最好用

上降压药。因为，血压的反复波动，

对血管的伤害更大。

血压有明显昼夜节律，正常情

况下，早上 6-10 时是一个小高峰，

下午 4-6 时是第二个小高峰，凌晨

2-3 时 到 最 低 谷 ，然 后 再 缓 缓 升

高。总体波动情况为白天高、晚上

下降10%至20%。

如果只是单纯血压高，波动不

大，对血管伤害还比较小。它像是

“慢刀子”，会逐渐导致血管内皮受

损，诱发脂质沉积，一步步造成血管

变硬、狭窄，甚至堵塞或者破裂。

如果血压波动大，那就更危险

了。它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巨大

的压力冲击在血管壁上，会造成血

管壁的严重损伤，更易引发急性心

绞痛、心梗、脑梗等。 据养生中国

血压反复波动
对血管伤害更大

随着天气转暖，蜱虫开始进入

活跃期。大家外出游玩时，要注意

做好个人防护，预防蜱虫叮咬，警

惕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

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新发急性传染

病。主要经带毒蜱虫叮咬感染，还

可在无防护情况下通过接触感染

动物或患者的血液、分泌物、排泄

物及其污染物造成感染，多发于

春、夏季。

如何预防蜱虫叮咬？务必注

意以下事项。

尽量避免在蜱类主要栖息地

如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

卧。如需进入此类地区，应做好个

人防护，穿浅色长袖衣裤，并扎紧

袖口、裤脚和领口，佩戴帽子，尽量

不要穿凉鞋。

户外活动前使用含有 0.5%氯

菊酯的产品处理衣物、靴子和露营

装备，并通过多次喷洒以维持保护

效果，使用驱虫剂（含有柠檬桉或

避蚊胺成分）涂抹裸露皮肤，儿童

应按说明书使用驱避剂。

野外归来要更衣，检查身上、

衣物、宠物体表是否有蜱附着，回

家后及时洗澡，检查腋窝、腹股沟、

头皮、颈部、腰部及脚踝下方等皮

肤褶皱、薄弱部位有无蜱附着。

农村家庭要清理住家附近的

环境卫生，清理杂草，清除垃圾，打

扫禽畜圈舍，避免蜱虫孳生。家

畜、家禽等采用圈养，减少野外放

牧。清理和杀灭杂草中和饲养家

畜（宠物）身上的蜱。并注意切勿

徒手捕捉宠物身上的蜱虫或其他

寄生虫并进行挤捏。

如果被蜱叮咬，可用酒精涂在

蜱虫身上，使蜱虫头部放松或死

亡，再用尖头镊子垂直向上取出蜱

虫。切勿捏、拽、用火或者其他东

西刺激蜱虫，避免蜱虫头部残留体

内。如无把握，应尽快前往正规医

院进行处理。取出蜱虫后，再用碘

酒或酒精局部消毒伤口，并密切观

察身体状况 2 周，如出现发热、叮咬

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应及

时就医，并告知医生可能的蜱虫暴

露史，以便及时进行治疗。

据人民网

天气转暖 蜱虫进入活跃期
防叮咬注意事项请查收

最近，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医学院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没有

DNA 损伤和脑部炎症，就无法形成

长期记忆。这一令人惊讶的发现近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研究人员表示，大脑神经元发

炎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坏事，因为它

可能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

病等神经系统问题。但新发现表

明，大脑海马体某些神经元炎症对

于形成持久记忆是必不可少的。刺

激会在特定的海马体神经元中引发

DNA 损伤和修复循环，从而导致稳

定的记忆组合，即代表人们过去经

历的脑细胞簇。

研究人员还发现，阻断海马体

神经元中的炎症通路不仅会阻止小

鼠形成长期记忆，还会导致基因组

严重不稳定。基因组不稳定被认为

是衰老、癌症以及阿尔茨海默病等

精神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标志。

据《科技日报》

研究表明
形成长期记忆很“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