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年纪
为何成了小眼镜

低龄儿童视力问题日益严重 给孩子选购衣服勿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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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

“小眼镜”越来越多
年龄越来越小

虽然５月２８日、 ２９日是周末，
但中国科技大学医院眼科医生张
本武和他的同事们仍然忙得不可
开交。 他告诉记者， 眼科有７个
医生上门诊， 每人每天７０个号，
几乎都是治疗近视的小朋友。

他说， 以前都是小学生才近
视， 现在幼儿园小朋友都有很多
近视。 以前大部分低龄小朋友都
是假性近视， 现在一查多是真性
近视， 还伴随散光等视力问题。
甚至有一些低龄小朋友近视度数
非常深。

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小学四
年级的小徐 （化名） 获得不少省
市级绘画比赛奖项， 还参加过画
展。 但小徐的外婆却特别着急，
“孩子的眼镜镜片越来越厚了！”
小徐的外婆说， 孩子６岁戴上眼
镜， 最近一次视力检查近视度已
经达到７００度。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戴锦晖主任医师告诉记者， 现
在青少年近视的人数不断上升，
作为临床医生， 他常常被孩子和
家长包围， 非常忧虑。

相关数据显示， 近视低龄化
趋势和增长明显。 中国学生营养
与健康促进会近日发布 《中国儿
童青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２０１６》
蓝皮书显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我
国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不断增
长， 乡村学生视力不良率增长更
快。

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有关人
士介绍，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度北京
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６０．７％。 视力不良检出率男生为
５７．８％， 女生为６４．０％。 视力不良
检出率小学为４６．８％， 初中为７７．
４％， 普通高中为８８．５％， 职业高
中为７１．８％。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提供的资料显示， 目前， 我国
约有４亿近视患者， 其中青少年
所占比例高达２ ／ ３， 且仍在增长，
在青少年人群中， 近视率已经呈
现出 “越高龄越普遍， 越低龄增
速越快” 的 “两头尖” 格局。 而
在这４亿近视患者中， 高度近视
患者所占的比例已达到约３０％，
并呈逐步上扬趋势， 我国已成为
高度近视的重灾区。

“小屏奴”最易成为
“小眼镜”

小小年纪就成为 “小眼镜”，

究竟是谁惹的祸？
“电子产品的不当使用和学

习负担过重， 近视低龄化现象日
益加剧。”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小
儿斜视弱科戴鸿斌说。

去年 “十一” 期间， 戴鸿斌
所在的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平均每
天小儿眼病患者就诊量达到６００
人次。

张本武说， 自己３岁的儿子
在上幼儿园， 前几天一查， 也快
近视了 。 因为爷爷奶奶负责照
顾， 老人为了哄孩子就给他玩手
机、 玩 ｉＰａｄ。 “很多孩子抱着这
些不撒手， ｉＰａｄ和手机这类电子
产品屏幕小， 要看清楚， 必须拿
得很近， 容易造成长时间、 近距
离用眼。 而且， 这些产品的ＬＥＤ
背光源的亮度很高， 是普通电脑
屏幕的４倍 。 离眼睛非常近时 ，
强光就会直接、 集中照入人眼，
瞳孔会不断进行收缩以适应光源
的变化， 造成孩子眼睛调节力的
下降。”

戴锦晖说， 很多孩子长时间
捧着 ｉＰａｄ、 手机等 ， 成了 “屏
奴 ”， 家长也放任 ， 觉得轻松 。
原本幼儿的眼部视神经还没有发
育完全， 但使用电子产品就要不
停地调节晶体， 这就让很多孩子
视力过早发育 ， 并且很容易近
视。

“以前低龄儿童一般都是假
性近视， 但是这几年很多孩子一
来医院查出来就是真性近视， 他
们多数都是由于经常使用电子产
品。” 他说。

记者调查了解到， 孩子学习
压力大、 长时间过度用眼、 户外
活动时间少、 用眼习惯不当、 父
母监督时间有限， 以及饮食习惯
也是近视的重要原因。 “那天孩
子在家写作业， 仔细看看她写字
的姿势我才发现问题， 她握笔是
朝前倾的， 一把攥在手里， 脸恨
不得贴到了书上。” 小徐的外婆
说。

“握笔姿势不对， 也影响孩
子视力。” 武大人民医院小儿眼
科的一位医生说， 门诊接诊了大

量握笔姿势错误的孩子， 在错误
的握笔姿势下， 为了看清笔尖，
孩子的头部自然左倾， 而且双眼
距离纸面更近， 而孩子错误的握
笔姿势最易被家长和老师忽视，
成为拉低儿童视力的 “黑洞”。

张本武说， 孩子摄入糖分较
多， 也会影响孩子的视力。 有的
孩子近视发展非常快， 一二年级
才两三百度 ， 五六年级七八百
度。 一问， 孩子天天喝饮料、 吃
零食。

专家称， 吃糖过多会导致血
糖增高， 从而引发或加重近视。
另一方面， 食用过量糖会大量消
耗体内钙 、 铬等元素以及维生
素， 也会促发或加重近视。

警惕“小眼镜” 变成
“酒瓶底”

“预防和延缓近视， 越早干
预越好。” 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
会委员、 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
任医师肖林说， 限制儿童使用电
子视屏的时间至关重要。 另外，
孩子年龄越小接触视屏伤害越
大， ２岁之前不宜使用手机、 电
脑等视屏。 如果２至６岁儿童操作
电子视屏产品， 一次不宜超过２０
分钟， 每天累计时间不要超过１
小时。

武汉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中
心主任杨莉华建议， 平时学生应
尽量少使用 ｉＰａｄ等电子产品， 在
学习过程中， 保持正确的坐姿、
眼睛同书本保持适当距离， 每隔
三四十分钟让眼睛尽量远望。 另
外， 打球、 慢跑等运动和做眼保
健操， 也能让眼部得到锻炼。

“市面上有一些眼部保健
仪， 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 预防
近视， 但临床上没有实验证明，
我们也不建议用这些。” 张本武
说。

专家指出， 真性近视一旦形
成几乎不可逆转， 但是可以通过
科学的干预方式控制近视的发展
速度 。 一旦发现问题 ， 尽早纠
偏。 新华社发

３岁小孩就成了近视眼？
没错！

记者连日来采访发现，
低龄儿童视力问题近年来
日益严重 ， 不少幼儿园小
朋友也出现近视 、 散光的
情况 。 对此 ， 不少家长揪
心 ， 眼科医生忧心 。 并非
遗传等先天因素 ， 小小年
纪为何成了 “小眼镜”？

新华社电 中国消费者协会
３１日发布部分婴童服装商品评
测报告， 提示消费者有些产品存
在安全隐患， 可能会对孩子造成
伤害。

中消协工作人员从实体店随
机购买４０款婴童服装。 其中， 婴
幼儿服装２３款， 大童服装１７款。
服装样品款式多样， 价格从每件
３０元到４６９元不等。 样品委托国
家纺织制品技术检测检验中心进
行检测。

检测发现， 有１８款样品的绳
带设计存在安全隐患 ， 绳带过
长、 背部绳带伸出、 婴幼儿服装
的头颈部有绳带设计等问题比较

突出。 因儿童好动且安全意识
薄弱 ， 帽子或颈部的绳带容易
钩住滑梯等娱乐设施， 拉绳会紧
紧地缠绕住脖子 ， 导致儿童窒
息。 而腰部、 裤脚的拉带则会钩
住 移 动 的 车 辆 或 其 他 物 体 造
成危险。

有些婴幼儿服装样品上的附
件 （扣子 、 装饰物等 ） 不够牢
固， 如在拉扯过程中附件脱落，
被孩子误食后， 可能引起窒息。

４０款样品中， 仅少数样品将
耐久性标签缝在服装外面， 绝大
部分婴幼儿贴身穿着的样品， 其
耐久性标签缝制在衣服内侧， 影
响穿着的舒适性。

新华社电 在世界无烟日到
来之际， 河南省卫计委、 省疾控
中心联合发布 《２０１５年河南省成
人烟草调查》 结果显示， 在该省
１５岁至６９岁的受访人群中， ４人
中约有１人在吸烟， 约四成受访
居民是被动吸烟， 其中餐馆是二
手烟最严重的地方。

调查显示， 河南省受访居民
被动吸烟率为４０．８６％。 其中， 有
２８．９６％的受访居民表示， 一周内

每天都接触二手烟。 被动吸烟地
点， 也就是二手烟聚集的地方，
从高到低依次为： 餐馆、 政府办
公楼、 医疗卫生机构、 学校和公
共交通工具。

河南省疾控中心主管控烟的
王卫峰说，从医学上讲，吸烟和被
动吸烟危害一样大， 但是， 生活
中，被动吸烟的危害更大一些。被
动吸烟同样是造成成年人心脏
病、肺癌等的致病因素之一。

餐馆为二手烟最严重地方
河南

新华社电 开车打电话扣２分
罚１００元， 无牌无证电动车将扣
留车辆罚５０元……杭州市政府３０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将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治理超限超
载、 治理 “黑车” 等专项行动。

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孔春浩
表示， 此次专项行动将综合运用
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整合各
部门执法力量， 从严从重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强化源头监管力度。

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 包括
城市快速路如高架、桥梁、隧道以
及连接公路上的工程运输车、重
型货车等，从严治理其超限超载、
闯禁违法的行为，从严治理景区、
车站、 医院等周边道路上的 “黑
车”非法营运，从严治理电动自行

车乱骑行、 机动车乱停车、 乱变
道，以及开车打手机、酒后驾驶等
违法行为。

杭州市交通局副局长陆献德
说，这些违法问题，平时交通部门
也在整治，但是“收效甚微”，这次
是多部门联合行动， 整合各部门
执法力量，以期带来更好的效果。

关于“黑车”问题，陆献德回
应称， 目前还没有完善的法律处
罚体系，管理方面也存在“缓冲阶
段”。他表示，运管部门已经约谈
了五大打车软件平台相关负责
人， 收集了十几万名司机的信息
备案。“并不是说备案了这些车辆
就合法， 而是便于主管部门对打
车平台进行监管， 为以后的规范
管理做准备”。

开车打电话扣2分罚100元
杭州

？

焦宇彤，11岁，五年级，来自安徽利辛县。爸妈在杭州开饭店，还有
个哥哥。她希望全家四口人能开开心心去千岛湖玩一次。5月31日，杭州
民工子弟学校———御道学校的部分学生用粉笔在黑板上作画， 画出自
己的“六一”儿童节梦想。位于杭州城东的御道学校是一所民办公助的
民工子弟学校，1200多名学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新华社发

画出的儿童节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