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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眼的防治还要回到日常生活

最近两三年，山西省眼科医
院角膜病科主任医师韩玉萍发
现，来看干眼的患者越来越多
了。“原来干眼患者大概占到我们
门诊患者的1／4或1／5，现在
基本占到1／3甚至是一半，原来
以中老年患者为主，现在从孩子
到老人都有。”韩玉萍说，“无论从
患者数量还是人群来说，干眼成
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
仁医院副主任医师邓世靖对此
也有同感。同仁医院在2018年
专门开设了干眼门诊，以应对越
来越多的干眼患者。“这几年患
者的数量非常大，而且是不断增
加的，连挂号也变得越来越难。”
邓世靖说。

记者了解到，中华医学会眼
科学分会角膜病学组2013年发
布的《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指出，我国干眼的发病率大约在
21％至30％，即至少每5个人里
就会有1个患病，此后我国虽然
没有大规模干眼流行病学调查
数据，但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当
前的干眼发病率无疑比十年前
更高。

干眼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
慢性眼表疾病。正常情况下，我
们的眼球角膜表面覆盖着一层
泪膜，泪膜有三层结构，从外向
内依次为脂质层、水液层和黏蛋
白层，它们共同保证泪膜在眼表
的稳定性，对眼表起到湿润、保
护作用。当各种各样的原因导

致这层泪膜无法稳定地停留在
眼表时，失去泪膜保护的角膜和
结膜细胞便会受到损伤，并出现
眼部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
光、视物模糊等症状，这时便形
成了干眼。

轻度干眼可以通过充分休
息眼睛、使用人工泪液等方式得
到缓解，重度的干眼则往往给患
者带来很大的痛苦。一位干眼
患者这样讲述自己的感受：“在
外人眼里这是个跟感冒、发烧差
不多的小病，甚至自己在早期也
极不重视。但干眼会在不知不
觉中慢慢发展、加重，后来甚至
出现怕光、流泪，一看电脑手机
眼睛就疼，点眼药也无法缓解，
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近年来，互联网上悄然流行起“网络算命”，
像人工智能看面相、专业软件看指纹、手机
APP判断星座“运势”等等，网站、小程序、自媒
体平台等渠道都有相关内容。甚至还有一些平
台、个人以此为噱头引流，打造小有名气的“网
红”。“网络算命”方式多种多样，收费也普遍偏
高，多在千元以上，有的甚至半小时咨询收费高
达上万元。此外，还有价格不菲的所谓“消灾物
品”，其定价也远超市场同类产品。

“我抱着好奇的心理参与过一些‘网络算
命’。一开始就是用免费引起消费者的兴趣，然
后就说‘最近运气不好，可能会有灾祸发生，要
及时转运’，诱导消费者购买有关产品、服务
等。与‘网络算命’相关的服务、产品价格从低
到高都有，不乏有人为了消灾转运一掷千金。”
广西南宁市市民李梦洁说。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算命”已经形成了固
定套路和专门话术，比如先用免费服务吸引消
费者，然后再用恐吓、威胁等话术，要求消费者
购买相关物品和服务。在交易方面，往往通过
红包、转账或打赏等方式，以此规避相关部门的
监管。高额的利润甚至催生出一条分工专业的

“产业链”，其中包括营销、中介、客服等多种角
色。

除了骗取钱财，“网络算命”还存在泄露个
人信息的隐患。有网友表示，常见的“网络算
命”需要提供姓名、出生日期、个人照片甚至身
份证号等个人隐私信息，“有些商家和个人收集
这些信息将其打包出售，为犯罪分子实施精准
电信诈骗提供方便。”

“算命、占卜等其实是一种心理安慰，人们
在遭遇不确定事件时，往往会产生恐惧和焦虑
情绪，希望能通过算命寻求心理保障。”广西社
会心理学会副会长杨国新说。此外，大数据、高
新技术的引入运用也容易让一些人迷失方向，
不辨真伪，不知不觉掉入商家故弄玄虚的套路
中。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表
示，“网络算命”行为容易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
犯罪，严重的可能涉嫌诈骗等犯罪。“‘网络算
命’是否构成诈骗罪，可以从行为手段、收取金
额和主观目的来判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等方式让他人付钱，数额较大的，一般就可以
认定为诈骗罪。”高艳东说。

针对“网络算命”泛滥的问题，相关整治工
作也在不断推进。日前，多地警方披露了一批
打着算命幌子实施网络诈骗的不法活动，有的
诈骗金额累计达数千万元。网信等部门要求严
厉打击以类似方式违规获取个人信息或实施诈
骗等行为。

广西律师协会行政法与政府法律顾问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宋思麒建议，应推动立法和相关
法律修订完善，明确各方法律责任，同时各地应
及时制定实施细则，使监管执法有法可依。此
外，还应加强平台违法信息监测和大数据分析
技术、电子数据取证技术等方面能力的建设，以
及基层执法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
电子数据取证、审查能力，提高执法人员的技术
水平。

此外，针对“网络算命”等乱象，除了有关部
门要及时利用信息技术堵住漏洞、防范骗局外，
社会公众也应提高自身科学素养，提升自觉抵
制和防范能力。 （人民日报）

每5个人里就有1个

干眼缘何渐成“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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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专家表示，干眼分为不
同的类型，治疗原则简单地说就
是“缺啥补啥”，泪液中水分缺
乏，就补充人工泪液，黏蛋白缺
乏可以使用相应药物，睑板腺功
能不好就通过睑缘清洁、热敷、
睑板腺按摩等物理治疗改善。

干眼的治疗中，一些常见误
区应当避免。“一些出现干眼症
状的患者喜欢自己买眼药水随
身携带，频繁使用，短时间内可
以缓解眼部干涩，但如果长期滥
用就会适得其反。”韩玉萍指出，
一些眼药水并不对症，很多眼药

水还含有防腐剂，长期使用可能
会加重干眼。

热敷对于缓解干眼有积极
作用，但一些人以为温度越高、
持续时间越久，效果越好，甚至
会戴着眼罩睡觉。专家提醒，温
度过高可能会造成表皮损伤，加
重局部炎症，因此热敷温度要适
宜，热敷时间最好不超过15分
钟，眼部出现明显红肿、分泌物
增多等急性炎症反应时不宜热
敷。

不少干眼患者还伴有明显
的精神焦虑。邓世靖说，通常干

眼患者的不适症状都可以通过
调整用眼习惯和相应医疗手段
得到改善，患者和家属无须过于
焦虑，“最重要的还是正确理解
干眼，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用眼
习惯，干眼的防和治最终还要回
到日常生活中去。”

邓世靖提醒，要多多注意眼
睛的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少戴
隐形眼镜、多去户外活动，尤为重
要的是，在使用电子产品时要注
意眨眼，保证每分钟眨10次－15
次，每次眨眼时尽量保证上下眼
皮碰在一起。 （据新华社）

先免费、再恐吓，还要求购买
价格不菲的所谓“消灾物品”

揭开“网络算命”骗术的
套路

记者了解到，引发干眼的原
因有很多，空气污染、气候干燥
等环境因素，糖尿病、干燥综合
征等全身疾病影响，近视角膜手
术、白内障手术，过敏，心情焦虑
紧张等，都可能会造成干眼。其
中，过多使用电子产品被认为是
近年来干眼发病快速上升的重
要原因。

“现在电脑、手机等电子屏
幕在我们工作生活中大大普及，
一些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加班熬
夜是家常便饭，一些人沉迷手
机、每天刷手机的时间在8小时

以上，这些都让我们的眼睛不堪
重负。”武汉普瑞眼科医院主任
医师沈政伟说，人在注视屏幕时
往往注意力高度集中，眨眼次数
减少，眼表暴露增多，泪液蒸发
过快，造成干眼。

角膜接触镜的广泛使用，也
是干眼流行的一大因素。邓世
靖指出，一些年轻人习惯配戴隐
形眼镜、一些爱美的女孩喜欢戴

“美瞳”，还有孩子为矫正近视配
戴的“OK镜”，在医学上都属于
角膜接触镜，长期戴角膜接触镜
会影响泪液的交换和流动，破坏

眼表微环境，导致炎症，引发泪
液改变造成干眼。此外，隐形眼
镜护理液中一般都含有防腐剂，
长期使用会加重干眼。

时下一些女性喜好化妆、做
眼周医美，也使干眼更容易“光
顾”。韩玉萍表示，像女生贴假
睫毛、画眼妆、打粉底，容易遮挡
到睑板腺的开口，使睑板腺分泌
更加不通畅，影响到泪膜造成干
眼；而像割双眼皮、去眼袋等眼
部医美手术，可能会影响到眼睑
的闭合，带来泪液动力学的改
变，加大干眼的风险。

干眼为啥成了“流行病”

门诊上近一半都是干眼患者

让人不知不觉
掉入商家故弄玄虚的套路中

解读

“网络算命”已形成固定套路
和专门话术

调查

严厉打击打着算命幌子
实施网络诈骗的不法活动

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