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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4个前期症状要注意
青光眼是一类以视

神经损伤和视野缺损为

特征的终身疾病，是不可

逆致盲眼病。患者早期视

野中有暗点，视野范围缩

小，晚期中心视力受影

响，导致生活不便、出行

困难, 严重的甚至可能

完全丧失视力。在中国，

40 岁以上人群中，大约

有 920 万人患青光眼，其

中 55% 至少一眼失明，

18.1% 双眼失明。遗憾的

是，因具有高度隐匿性，

众多患者始终未发现自

己患有青光眼，等检查出

来时，已处于“就医即晚

期”的状态中。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眼科青光眼

与视神经疾病学科主任

孙兴怀说，青光眼在发病

前是有些常见症状的，老

年人如果发现自己有以

下几个问题，需要引起足

够重视。

1. 眼部疲劳
青光眼会刺激三叉

神经末梢，让人在暗处看

东西时会感觉疲劳，眼睛

有酸胀感。

2. 头疼眼胀
青光眼如果没有及

时发现，随着疾病发展，

眼部房水外流受阻，导致

眼压上升，从而出现眼

胀、头痛等不适症状。

3. 恶心呕吐
眼压升高会导致迷

走神经兴奋，诱发恶心、

呕吐等不适症状。如果

患者视物模糊并伴随出

现恶心呕吐，排除肠胃

和肝胆疾病后，就要警

惕青光眼。

4. 看灯光有彩虹现象
看灯光会出现五彩

缤纷的彩虹晕圈，这是青

光眼的常见症状。因为眼

球内房水循环出现障碍，

造成眼压升高，导致角膜

水肿，此时就会出现彩虹

现象，这种情况在医学上

被称为虹视。

如果老年人出现以

上症状，孙兴怀建议应立

即就医。

孙兴怀提醒，做好青

光眼的防治极为重要。首

先，要生活规律，不要熬

夜和睡懒觉，以免生物

钟紊乱。其次，控制自己

的情绪，不要大起大落。

青光眼病人典型的性格

特点是比较焦虑、抑郁、

防御性人格。个性内向者

可以多参加社区群体活

动，个性急躁者可以练习

太极拳、八段锦，尝试慢

生活。再次，多进行一些

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有

利于控制眼压，可以一周

5 天，每天坚持半小时以

上，身体微微出汗即可。

但不建议进行无氧运动，

因为很多无氧运动需要

屏住呼吸来锻炼肌肉，屏

气时腹腔胸腔的压力升

高可能会带动眼压升高。       

            （综合）

自2023 年 9月20日起

猴痘纳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

布公告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自

2023 年 9 月 20 日起将猴痘纳

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采取乙

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感染所

致的一种人兽共患病，其既往主

要发生在中非和西非。2022年

5月以来，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发生猴痘疫情。多国疫情显

示，猴痘已发生人际传播，并广

泛传播到非洲以外的国家和地

区，病死率约为0.1%。

2022 年 9月我国报告首例

猴痘输入病例，2023 年 6月开

始出现本土猴痘疫情，目前全

国 20多个省份先后报告猴痘病

例，引发新增本土续发疫情和隐

匿传播。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的政策解读，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猴痘作

为新发突发传染病进行应对处

置，充分发挥多部门协同防控的

重要作用，不断完善防控政策措

施，加强信息发布、宣传教育、重

点人群干预和规范治疗，猴痘疫

情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据介绍，考虑到猴痘疫情

将在我国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

为进一步科学规范开展猴痘疫

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国家卫生

健康委决定，自 2023 年 9月 20

日起将猴痘纳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

染病进行管理，采取乙类传染病

的预防、控制措施。

             （据新华社）

一项新研究发现

熬夜比早起更易导致糖尿病
那些自认为是“夜猫子”的

人可能需要注意了。美国一项

新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习惯

可能导致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

相较于早睡早起有显著增加。

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里格姆

和妇科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睡

眠时间不规律的人患糖尿病和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而晚睡

晚起的人更有可能出现不规则

的睡眠模式。相关结果已在美国

《内科学纪事》月刊上发表。

研究人员分析了2009年至

2017 年间收集的 63676 名女护

士的数据，包括自我报告的睡眠

类型、饮食质量、体重、健康状况、

身体质量指数、睡眠时间、吸烟

行为、饮酒、身体活动以及糖尿

病家族史，并根据参与者的自我

报告和医疗记录确定了糖尿病

状况。

约 11%的参与者表示属于

“晚睡晚起”型，约 35%的参与

者表示具有早睡早起习惯，其余

参与者被标记为“中间型”。结果

发现，在考虑其他生活方式因素

之前，相较于“早睡早起”型，“晚

睡晚起”型可能导致患糖尿病风

险增加 72%；加入

其他生活方式因素

后，患糖尿病风险

仍然上升 19%。

研究发现，有晚

睡晚起习惯的人更

有可能大量饮酒、饮

食质量低、睡眠时间

较短、吸烟，并且体

重、身体质量指数均

处于不健康范围内。

接下来，研究人员计划在更

大、更多样化的人群中研究遗传

因素对睡眠时间模式以及心血

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影响，并协助

医生更好地为患者制定相关预

防策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