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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马丽 通讯员
林乌理）近日，厦门眼科中心斜视

与小儿眼病中心副主任医师谢仁

艺博士陆续接诊了两位因激光导

致视力损伤的患儿，其中一位13

岁，另一位仅6岁。经检查，两位

患儿眼底都有不同程度的黄斑病

变，出现了视力减退的症状。

13岁的小勇近来总说左眼

视物不清，家长第一反应便是孩

子近视了。家长逐带小勇到医院

检查，并计划给他配副眼镜。未

料检查结果令他们震惊——小勇

不是近视，而是眼底黄斑区出现

损伤病变，视力仅剩0.5。

“你的眼睛是否曾被强光或

激光照射过？”经谢仁艺博士详细

问诊，小勇才道出了他喜欢玩真

人CS游戏，眼睛曾在玩游戏时

被激光枪瞄准照射过。之后，视

力就变得模糊了，没敢告诉家长。

无独有偶，两天后，谢仁艺博

士又接诊了一名6岁患儿兴兴。

兴兴是在校园筛查中发现视力异

常的，父母也以为孩子近视了。

但常规视力检查显示孩子并未近

视，进一步检查眼底才发现兴兴

眼底黄斑损伤严重，视力仅余

0.3。病因经谢仁艺博士耐心问

诊后找到。原来是不久前，兴兴

一直将激光笔当玩具，不小心激

光照射过眼睛。

“激光光束可穿透角膜并照

射到视网膜上，其波长和功率决

定了它对眼睛的危险程度。高功

率的激光即使只是短时间照射，

就可能造成视网膜尤其是黄斑区

的损伤，有失明的风险。”谢仁艺

博士指出，黄斑是眼底视网膜上

的视轴中心，主管视力和中心视

野。一旦出现病变，常会出现视

力下降、眼前黑影或视物变形等

症状，而且黄斑区的感光细胞一

旦被破坏，视力便会永久受损。

目前市场上的激光笔等用品功率

普遍偏大，易对眼睛造成危害。

同时，谢仁艺博士提醒，孩子

的眼睛处于发育阶段，除激光枪、

激光笔外，日常生活中，太阳光、

浴霸灯光等强光也可能会对孩子

的眼睛造成伤害。因此，家长切

忌让孩子直视太阳光、浴霸灯光，

观看日食时也要注意使用眼部防

护工具。但孩子出现症状，家长

也不要盲目带孩子配镜，应及时

带孩子到医院进行专业检查，以

便及早发现问题并对症治疗。

晨报讯（记者 黄伊娜）昨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

印发《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公

众佩戴口罩指引（2023 年 4 月

版）》（以下简称《指引》），指导公

众科学佩戴口罩。

《指引》明确了应佩戴口罩的

情形或场景，包括新型冠状病毒

抗原或核酸检测阳性期间，出现

发热、咽痛、咳嗽等疑似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症状期间，生活、工作或

学习的社区、学校发生聚集性疫

情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陪诊、

陪护、探视时，外来人员进入养老

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脆弱人群

集中场所时，养老机构、社会福利

机构及托幼机构、学校、校外培训

机构等重点机构医护、餐饮、保

洁、保安等公共服务人员工作期

间等。此外，乘坐飞机、火车、长

途车、轮船、地铁、公交车等公共

交通工具时，进入超市、影剧院、

客运场站等环境密闭、人员密集

场所时，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患

者、孕妇等前往室内公共场所时，

参加人员来源较广、流动性较强

且没有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健

康监测等防控要求的大型会议或

活动举办时，也建议佩戴口罩。

《指引》同时明确了可不佩戴

口罩的常见情形或场景，包括露

天广场、公园等室外场所；参加人

员来源较广、流动性较强但有明

确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健康监

测等防控要求的大型会议或活动

举办时等。此外，学校师生在校

期间，亦可不佩戴口罩。

除以上情形或场景外，个人

可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和需求，自

主选择是否佩戴口罩。

晨报讯（记者 曾昊然 通讯

员 倪晶莹）近日，厦门市中医院

运用ECMO为患者搭起“生命之

桥”，成功救治两名危急重症患

者，创造了“心”奇迹。

今年55岁的王女士，上个月

在家里上厕所时突然出现了晕

厥的症状，还伴有乏力、胸闷、气

喘，几分钟后又自己清醒了过

来。谨慎的王阿姨不敢掉以轻

心，来到厦门市中医院心血管内

科住院治疗。没想到，王阿姨在

病房休息时突发心脏骤停，医生

立即对她进行胸外按压、呼吸机

辅助通气、药物等积极抢救，但

王阿姨仍未见好转，生命危在旦

夕。该科副主任医师陈军立即

召集医院ECMO团队，仅用时

28分钟就为患者成功安装EC-

MO。在ECMO支持下，陈军副

主任成功为王阿姨行介入肺动

脉取栓、溶栓等手术，随后王阿

姨转入 ICU继续治疗。在多学

科医护人员精心守护下，王阿姨

身体功能明显改善，成功撤离

ECMO。目前，王阿姨身体恢复

良好。

无独有偶，最近还有一名33

岁的年轻男性患者因胸痛3小时

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厦门市中医

院。途中，该患者突然不省人

事，呼吸心跳骤停。等到达医院

后，该院急诊科主任张江东马上

对他进行高级心肺复苏等抢救，

但患者始终未恢复自主呼吸心

跳。经多学科紧急会诊评估后，

陈军当机立断，建议在ECMO支

持下行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治疗

术。在ECMO助力下，医生成功

为患者行冠脉支架置入手术，随

后患者生命体征明显改善。目

前，该患者已康复出院。

晨报讯（记者 曾昊然 通讯
员 高莹）春天鸟语花香，许多市

民喜欢到户外活动，殊不知蚊虫

虎视眈眈。今年16岁的小刘（化

名）前段时间和朋友一起相约周

末去采草莓。到了草莓园，她挽

起袖子、提起裤腿，忙得不亦乐

乎。可就在当天晚上，她发现自

己双侧小腿出现好多小包块，奇

痒无比，便赶紧到厦门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皮肤科门诊就诊。

医生确定这些小包块都是虫咬

所致，幸好处理及时，没造成严

重后果。近日，小刘已经痊愈。

医生表示，近期皮肤科门诊

接诊了许多因外出后身上出现

虫咬皮炎的患者，大部分患者在

就诊前并不知道这些皮肤表现

是虫咬所致。虫咬皮炎又被称

为丘疹性荨麻疹，主要是蚊、蚁

等节肢动物叮咬所致，由于动物

种类不同、机体反应差异，可引

起叮咬处不同的皮肤反应。虫

咬皮炎发病较快，幸好一般无发

热等全身不适，及时就医处理便

无大碍。

如何预防虫咬皮炎呢？医

生提醒，可通过勤洗勤晒衣物、

被褥；把樟脑丸等驱虫品放在居

室角落或床垫下；经常用吸尘器

吸除毛毯、地板上的灰尘；外出

时穿着长袖上衣、长裤，在容易

暴露处喷洒或外涂驱蚊虫产品

等办法进行有效预防。

遭激光照射 两男童眼底损伤

这些情形或场景可不佩戴口罩

春季户外活动
谨防虫咬皮炎

两人心脏骤停 医院成功救治

中医院ECMO团队为患者做手术。

晨报讯（记者 曾昊然）28岁

的陈先生，在大学时就是学校足

球队队长，平时酷爱踢足球。上

个周末，陈先生在踢完一场激烈

的球赛后，感觉膝盖不舒服，他

认为“是扭伤了”，就没有在意。

但此后每天陈先生都被疼痛折

磨，运动能力也出现下降。担心

以后回不了绿茵场，陈先生慕名

来到厦大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

找到蔡振宇主任就诊。

蔡振宇为陈先生进行了详

细的查体，表示无需做手术就可

以缓解他的疼痛，随后便给他进

行了富血小板血浆（PRP）注射治

疗。“简单来说，就是用自己的血

治自己的病，因为富血小板血浆

含有大量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

当它注射到组织局部的时候，可

以起到修复作用。”蔡振宇表示，

PRP注射治疗是一种非手术治

疗方法，多用于骨关节疾病，包

括不同程度的骨关节炎、慢性筋

膜炎、肌腱病、慢性肌腱炎（网球

肘等）、软组织损伤（肌腱、韧带

损伤）、关节内软骨、半月板损伤

等，还可用于伤口愈合不良、糖

尿病足、压疮等组织修复，能为

患者明显减轻疼痛、改善症状和

提高生活质量。接受治疗后，陈

先生的疼痛明显缓解，运动能力

逐渐恢复。目前，陈先生又重返

绿茵场踢球了。

蔡振宇提醒，PRP并不是万

能的，有些关节损伤严重的患者

还是要通过手术才能治愈的。

用“自己的血”治病后
足球爱好者重返绿茵场

晨报讯（记者 曾昊然）厦门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国内皮

肤领域知名专家高兴华教授合

作，成立了高兴华名医工作室。

4月14日上午，该工作室团队成

员、中国医科大学耿龙教授将到

该院进行学术指导及诊疗活动，

主要诊治范围包括银屑病、天疱

疮、荨麻疹、血管炎、痤疮和性传

播疾病等。有需要的患者可关

注“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详情。

中国医大教授来厦坐诊


