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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飞蚊症”？

“飞蚊症”医学命名为玻璃体混浊，
“飞蚊症”患者眼前会出现黑色或半透
明漂浮物，这些漂浮物会随着眼球的活
动不断移动，在明亮的环境下“飞蚊”的
感觉则更为明显。

患者眼前的这个“飞蚊”，究竟是什
么东西呢？

三明市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詹
文芳介绍，“飞蚊”来自我们眼部的玻璃
体，正常的玻璃体犹如鸡蛋的蛋清，是
一种像果冻一样的透明胶质，它的主要
成分是水，填充着我们的眼球，具有折
射光线和固定、支撑视网膜的作用。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玻璃体会
衰老，玻璃体里面的透明质酸解聚水
分析出，胶原纤维支架发生变性、浓
缩、塌陷，玻璃体变成“溶胶状”，这
一生理过程称为玻璃体液化，整个过
程与果冻脱水类似，液化过程中玻璃
体会形成点状混浊，视线透过混浊部
分看出去就犹如“飞蚊”。

“因为玻璃体液化是自然老化的生
理现象，所以‘飞蚊症’患者多为 50 岁

以上的中老年人。”詹文芳说。
但有趣的是，“飞蚊症”并不是人人

都会出现的，只有混浊的玻璃体正好漂
浮在视轴上的时候，才会看到“飞蚊”，
而当混浊的玻璃体移动到视轴以外时，
这种“飞蚊症”也就不治而愈了。

“飞蚊症”会导致失明吗？

“一情况下，‘飞蚊症’不会导致
失明，但如果没有及时全面地检查眼
底，则可能埋下严重的健康隐患。”詹
文芳说。

“飞蚊症”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
种。眼前出现小飞虫、黑影飘动等，
大多情况下是生理老化现象，如果不
影响正常生活，一般无须特别干预，
只需要做个眼底检查就好了。但如果
眼前突然出现大量黑影、红色雾状漂
浮物，或是眼前出现闪光感，则有可
能是病理性“飞蚊症”的预警信号，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诊治。

“视野中整片黑影遮挡，并逐渐变
大，很有可能是发生视网膜脱离且病情
加重的表现。”詹文芳介绍，高度近视者
的眼底情况较差，玻璃体液化、动荡牵

拉，视网膜随着眼球变长越来越薄，稍
有风吹草动便容易被牵拉出视网膜裂
孔，液化的玻璃体进入神经上皮下后，
导致视网膜脱离发生。

所以，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一旦
出现“飞蚊”症状就应及时到眼科进行
眼底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或血管撕裂
等因素导致的眼内出血。倘若发现有视
网膜裂孔，应及时进行视网膜激光光凝
治疗，封闭裂孔，降低视网膜裂孔进一
步发生脱离的可能。情况严重的患者，
则需要进行手术治疗，通过封闭视网膜
裂孔，解除玻璃体牵拉等方式来使视网
膜复位，从而挽救视力。

“飞蚊症”如何治疗预防

“任何药物对于‘飞蚊症’来说都
是无效的，这是其发病机理导致的。
因此，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自
我健康管理是预防‘飞蚊症’的重要
基础。”詹文芳介绍。

随着医学发展，激光消融和玻璃体
切除手术等手段，可以干预和改善“飞
蚊症”患者的视物体验。激光的原理主
要是通过能量光束打散大块的团状飞

蚊，但此举仅能起到部分缓解症状的作
用，效果也因人而异。玻璃体切除手术
是通过切除混浊的玻璃体，从而改善患
者的视物遮挡感，但是手术是有创的操
作，不得已情况下不建议手术治疗。

詹文芳提醒大家，对于生理性，以
及因用眼过度、疲劳等引起的“飞蚊
症”，一般不需要用药，注意适当休息，
避免疲劳用眼即可。如果必须长时间用
眼，记得每隔一小时休息5分钟至10分
钟，闭目休息或眺望远方，使用电脑的
时间不要过长，多进食含有碘的食物。

对病理性“飞蚊症”患者而言，要注
意避免眼睛受到损伤，避免疲劳用眼，
并积极控制全身疾病，如控制好血糖、
血压、血脂等指标。

玻璃体液化较为明显的老年朋友
和高度近视等眼疾高危人群，在日常生
活中，应避免参与蹦极、拳击、玩过山车
等震荡明显的刺激运动，也不要参与推
举杠铃等需要屏气用力的激烈无氧运
动，这些运动都可能造成玻璃体牵拉视
网膜，导致视网膜脱离，建议选择散步、
瑜伽等温柔的运动方式锻炼身体。此
外，建议高危人群定期到医院进行眼底
检查，以便发现问题及早处理。

在临床工作中，经
常碰到病人及其家属询
问“吃辛辣食品能否诱
发胃癌”的问题。根据
多年来的临床研究和追
踪调查，食用辛辣食品
和胃癌的发生并无直接
关系。在我国南方一些
省份的居民有吃辣椒的
嗜好，而北方居民有吃
大蒜的习惯。

现代医学研究证
明，辣椒中含有多种微
量元素和大量维生素
C，在胃肠道内可阻止
致癌物质——亚硝胺在
体内的形成。硝酸盐广
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人
们的食物中大量存在，
它自身本来是无毒的，
但在接近口腔时，有一
部分经唾液的作用，形
成了亚硝酸盐，在胃内
与蛋白质分解后的产物
——胺相互作用，转化
成亚硝胺，这是一种强致癌剂。维生素
C能阻止亚硝胺的形成，起到预防癌症
的作用。

其他辛辣食品如大葱、生姜、大蒜等
性温、辛，葱姜有解表散寒、杀菌排毒、温
中健胃、止呕杀虫的功效。现代药理研
究证实，大葱所含的果胶可明显地减少
结肠癌的发生，大葱所含的蒜辣素可抑
制癌细胞的生长，葱内还含有少量的硒
元素，对预防多种癌症均有一定作用。
生姜中所含的姜辣素和二苯基庚烷类化
合物均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清除
自由基，延缓衰老、抑制肿瘤。而大蒜则
有消炎杀菌、祛痰止咳、利尿降压、健胃
行滞、清除毒素、抗氧化的作用。

由此可见，适当食用一些辛辣食品
对人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辛辣食品会
诱发胃癌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
需注意，食用辣椒过多，可刺激咽喉、食
管和胃。有咽喉炎、食管炎、胃炎和胃溃
疡的病人应该尽量少吃辛辣食物，以防
刺激这些部位，从而加重症状。

（郭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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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区的松林草药堂内，南霞乡的张女士在医生杨
延松的细心诊断下，得知自己近日出现的干咳、咽痛及
白黄痰等症状，实际上是流感的表现。杨医生表示，近
期流感病例在诊所里大约占据了每日接诊病人的三成。

随着春天的到来，早晚温差大，这种天气变化对于
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疾病患者以及免疫功能较弱的人
群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为预防感冒，民间流传着

“春捂秋冻”的养生智慧。然而，“春捂”并非简单地多
穿衣物，而是要根据气候变化，科学调整衣着。特别要
遵循“下厚上薄”的原则，即下身衣物要穿得相对厚实
以保暖，而上身衣物则可适当减少。特别是抵抗力较弱
的老人和小孩，更应该注意衣物的增减，避免因穿脱不
当而引发感冒。

除了注意衣物增减，适量运动也是预防感冒的有效
方法。初春时节，早晨六七点是进行慢跑等缓和运动的好
时机，而晚上则应避免剧烈运动，以免消耗过多的阳气。

此外，冬春之交气温多变，不仅容易引发感冒，还可
能对心血管健康构成威胁。因此，春季养生还需特别关注
心血管病的预防。保持合理的膳食习惯，食物应低油、低
盐、低糖，并多摄入植物蛋白。同时，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也是维护心血管健康的重要措施。

中医认为，春季养生应遵循阳气生发的自然规律，逐
渐从秋冬养阴过渡到春夏养阳。在保护阳气的同时，还需
注意养肝护肝。因为春季与肝相应，保持心情舒畅、情绪
乐观有助于疏肝理气。日常可以饮用枸杞菊花茶或蒲公
英茶，或用党参淮山炖煮瘦肉或鸽子，以达到健脾胃、养
肝气的效果。

对于女性来说，春季还是补气血的好时机。可以在家
中用西洋参、黄芪、大枣炖乌鸡肉来补气，或用四物汤炖
鸡来补血。这些食疗不仅美味可口，还能有效改善气血状
况，增强身体免疫力，为迎接充满活力的春天打下良好的
基础。

春暖花开
快收好这份“春日养生锦囊”

●沙县记者站 薛辰怡

3 月 8 日，清流县总医院占地 800
平方米的盆底康复中心正式投入使
用，成为省内首个县级公立医院场地
面积最大、设施设备最先进、功能最齐
全的女性健康管理中心。中心通过整
合妇科、泌尿外科、产科、肛肠科、康复
科等科室医疗专家，搭建起联合病房
和联合门诊平台，为女性盆底疾病患
者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提高女性生
活质量。

清流县总医院盆底康复中心正式
投入使用是清流县持续深化医改、补
齐卫生健康短板举措之一。近年来，清
流县立足医改，致力办实事，实施“清
医惠清”工程，新增介入科、老年病科，
建设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中心，开设
11个名医工作室，组建“村医联盟”，设
立“博士工作站”，不断满足群众健康
需求。近两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执行效果调查分别居全省第一、第二
位，其经验做法被全市推广；县总医院
加盟全国县域慢病管理中心建设单
位，慢病管理经验获评全国典型案例。

运用新技术
群众在家门口就医

患者邹先生，77岁，体检腹部彩超
时查出腹主动脉瘤。据了解，腹主动脉
瘤一旦发生破裂，死亡率极高，是血管
外科的危急重症，不及时处理可能导
致严重后果。

“腹主动脉呈瘤样扩张后，随着里
面血液不断冲击，动脉瘤壁也会越来
越薄，随时可能因咳嗽、压迫、意外碰
撞造成腹主动脉瘤破裂即刻危及生
命。”清流县总医院介入科医师邹春峰
说，这类患者需尽早治疗，介入手术对
患者损伤较小，并发症少，是治疗腹主
动脉瘤疾病的最优选择。

清流县总医院将邹先生收入介入
科治疗，经介入科医师会诊，并与家属
充分沟通后，决定行“腹主动脉覆膜支
架植入术”。

“这么严重的病还以为要转省、市
医院，没想到家门口就能做大手术，而
且还做得这么好，我父亲今天能出院，
多亏你们。”在邹先生出院当天，他女

儿将一面锦旗送到清流县总医院介入
科，表达了感激之情。

93岁的侯先生，患有急性非ST段
抬高型心肌梗塞、冠脉病变合并肺部
感染，入住清流县总医院内一科治疗。
住院期间，因患者年龄大，病情危重，
手术风险系数大，手术难度高。清流县
总医院组织医疗专家会诊后，采取心
血管介入治疗法，挽救患者生命。

“介入治疗是介于内科、外科之间
的新兴微创治疗方法。”邹春峰介绍，
这项技术是在不开刀的情况下，在皮
肤上做直径几毫米的微小通道，或经
人体原有的通道，在影像设备的引导
下，对病灶局部进行创伤最小的治疗
方法。这项手术创伤小，治疗效果好，
患者疼痛轻。

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2023年，清
流县总医院介入科全年开展介入手术
207例，抢救危重患者30多人次，减少
县城内病人上转110人次。

“博士工作站”
守护慢病患者健康

“在蔡博士的指导下，我坚持做
运动健康操。现在血糖稳定，人也更
精神了。”家住清流县龙津镇的赖女
士今年 52 岁，患Ⅱ型糖尿病已有 10
多年。她说的蔡博士，是福建师大体

育科学学院蔡科。
在清流县，像赖女士这样的Ⅱ型

糖尿病患者有700多名。为做好糖尿病
患者等慢性病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
2022年8月，清流县总医院与福建师范
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开展医体融合试点
——慢性病健康管理合作。在清流县
总医院设立“博士工作站”，福建师大
体育科学学院选派博士进驻清流，通
过慢性病人群健康筛查、巡回讲座、运
动指导等方式，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健
康干预。“博士工作站”成立以来，福建
师大体育科学学院先后派出4名博士
驻点清流。

“博士工作站”每周固定开设健
康培训讲座及运动健康操训练。目
前，累计场次超 50 场，参加群众超
1500 人次。在博士的指导和干预下，
清流现有糖尿病患者健康状况明显改
善，血糖、血脂、动脉硬化等指标逐
渐恢复正常。

除下基层面对面服务群众外，
“博士工作站”还积极开展运动康复
领域创新研究和临床实践活动，培养
运动康复学科人才。2022 年 10 月以
来，“博士工作站”举办 《糖尿病足
治疗》等专题学术讲座共34场，为医
务人员释疑解惑临床实践中的疑难问
题，县乡村三级慢病管理医生累计参
与2000余人次。

眼前总有小虫飞舞？
当心“飞蚊症”

●全媒体记者 陈 睿 通讯员 黄黎明/文 吴博宏/图

“眼前总有小蚊子在飞，却怎么也抓不到，眼睛看到哪里，蚊子就飞到哪里，挥手
赶也赶不走……”3月6日，市民陈先生到三明市第一医院眼科问诊。

接诊医生詹文芳仔细检查后，诊断其为“飞蚊症”。

清流：补齐短板 守护健康
●清流记者站 邱东莲 通讯员 罗建华 文/图

医生团队
在讨论手术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